
广林函〔2025〕149 号

广元市林业局
关于对市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47 号

建议回复的函

杨子辉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市零星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建议》（第

47 号）收悉。感谢您对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关注与支持，现回

复如下：

一、古树名木资源基本情况

截至 2024 年底，全市古树名木 16858 株，其中：柏木 13611

株，占 80.74%；黄连木、铁坚油杉、银杏等其它树种 3247 株，

占 19.26%。按属地分：剑阁县 12510 株，昭化区（含经开区）1702

株，苍溪县 701 株，旺苍县 625 株，利州区 597 株，青川县 403

株，朝天区 320 株。树龄 1000 年以上的有 2938 株，占全省 3336

株的 88%，树龄 2000 年以上的有 5 株。全市纳入古树群（单株

大于或等于 20 株）保护的有 11693 株，剩余 5165 株均为零星分

布。

二、项目争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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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我市争取到位中省等各类资金 9700 余万元，用于

古树名木保护。包括：2023 年中央财政支持古树名木保护项目

资金 350 万元，2024、2025 年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

会公益事业发展—蜀道翠云廊古柏保护利用项目资金 6240 万元，

2024 年中省财政资金支持古树名木保护项目资金 90 万元，2024

年林长制激励资金用于古树名木保护项目 70 万元，市林业局从

2023 年国土绿化资金中安排用于蜀道翠云廊古柏防火、消防设

施建设 330 万元，剑阁县整合其他资金用于古柏保护利用示范小

区和防雷设施建设 1780 万元，广安援建资金用于古树名木保护

50 万元，2025 年市、县（区）财政安排用于古树名木保护 759.58

万元。

三、科学实施救护

邀请专家对濒危衰弱古树进行现场诊断，拟定“一树一策”

救护方案，有针对性地施行土壤改良、树洞修补、病虫害防治、

支撑加固、施肥浇水、安装围栏、砌筑树池挡墙等一系列科学救

护举措，优化古树的生长环境，濒危衰弱古树生长状况显著改善，

重焕生机。近三年，采取“做体检”“套马甲”“做微创”“穿

靴子”等一系列科学措施，复壮救护濒危衰弱古树 2603 株，飞

防蜀柏毒蛾、云南松毛虫等食叶害虫 2.5 万亩，防治双条杉天牛、

柏肤小蠹等蛀干害虫 2000 余株。2025 年，市、县（区）自筹资

金近 800 万元，对生长环境较差（受病虫害影响长势不良）的

1000 余株古树实施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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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认真研究国省政策，谋划包装古树名

木保护项目，主动对接发改、财政等部门争取在中央预算内投资、

林业改革发展和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等方面获得更大支持，持续对

接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地方社会事业发展资金支持。建立古

树名木保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常态运行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

投入，加强与商业协会、企业家协会的合作，规范开展认捐认养

活动，多措并举蓄好救护养护“资金池”。进一步科学救护养护。

做好古树名木日常巡护，对未及时清理杂灌（草）影响生长环境

的，立即落实专人进行清理养护。对根系裸露、地面硬化、土壤

贫瘠、病虫害侵袭等影响生长的，及时开展救护复壮，改善其生

长环境。对蜀道沿线等重点区域因人工柏木林密集影响生长的，

及时开展生境改造试点和病虫害相关监测。对生长于石头、悬崖

等极端恶劣环境的，加强日常巡查监管，及时处理发现问题。增

添防火、防雷击、防风折、防水土流失等基础设施，强化烧香烧

纸、吸烟玩火、野炊烧烤等安全隐患行为监管，依法严厉打击损

毁破坏古树名木行为，确保每棵古树名木老有所依、延年益寿。

广元市林业局

2025 年 5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