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泉水入清河，千里长流到海波。”小清河源起济南，自西向东蜿蜒前

进 200 多公里，流经滨州、淄博、东营、潍坊入海，是山东省唯一的海陆联运内

河河道，在全省水网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

今年 7 月的一个清晨，一声鸣笛，“鲁清 101”号货运船从小清河济南港主

城港区出发，驶向淄博港高青港区，用时约 9 个小时。断航 26 年后，小清河迎

来首次载货航行。

建设现代水网，一条小清河，如何统筹保障水安全、保护水生态、发展水经

济、改善水民生？

系统治水，流域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小 清 河 支 流 众 多 ，且 多 是 山 洪 型 河 道 ，一 旦 下 雨 ，来 水 特 别 急 。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年受台风影响，小清河流域曾发生严重洪涝灾害，经济

损失较大。

淄博市桓台县水系属于小清河流域，素有“淄博洼地”之称。“当年家里积

水没过膝盖，种的玉米全泡了，边上工厂也全淹了，得坐船抢险。”桓台县崔家

村村民高庆孟回忆。

“以前一下雨，心就提到嗓子眼。”走在村旁的荷花公园，高庆孟兴奋地说

起变化：“现在旱能浇、涝能排，收成差不了。”

2019 年汛后，山东省把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作为全省头号水利工

程，投资 182 亿元，对干支流、分洪道、蓄滞洪区、水库进行全流域系统治理。

“目前，小清河防洪综合治理工程建设任务已全部完成。”山东省水利厅党

组成员、副厅长崔培学说，小清河防洪标准全面提升，河道过水能力大幅提高，

低洼易涝区域排水能力明显改善，沿线湖泊、蓄滞洪区调蓄作用得到加强。

在小清河防汛会商调度室，打开调度指挥系统，小清河流域数字化“一张

图”尽收眼底。

“以前汛期主要靠巡河员现场手动测量水位流量数据，肉眼观察堤坝安全

情况。如今通过 700 多处监测点的自动测量、远程传输，坐在调度室内就能实

时掌握全流域雨水情数据、现场视频资料、堤防渗压情况等，实现精准调度。”

山东省海河淮河小清河流域水利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杜贞栋说。

眼下，小清河已基本建成覆盖主要河系、工程全要素监测的天空地一体化

感知网络，初步搭建了流域三维数据底板，并实现以洪水预报、防洪调度为核

心的流域智慧化应用。

建设生态廊道，环境更美产业兴

小清河支流淄河水清岸绿，河畔滨河路一侧的太公湖公园游人如织。“以

前这片河水又黑又臭，现在风景优美游客多，我们种的水果也不愁卖了！”淄博

市临淄区尧王村村民胡守国说。

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大量涌入，小清河受到

严重污染，水质不断恶化，持续为劣Ⅴ类水体。

济南市累计关停搬迁沿河企业 66 家，取缔非法“散乱污”企业 7190 家；淄

博织密市县水网，构建“以水润城、以景促城、以产兴城”新格局……近年来，山

东省小清河流域各地市打响小清河水污染治理攻坚战，持续改善小清河流域

生态环境质量。

据统计，小清河水质明显提升，水生生物种类已达 230 种。

博兴县湾头村北依小清河，盈盈清水间，芦苇、蒲草等植物为当地草柳编

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村民在家门口便能就业。

在小清河的源头所在地济南市槐荫区，玉清湖碧波荡漾，小清河流水潺

潺，生态美景如诗如画，吴家堡大米、洋葱、西郊盖韭、吴家堡白莲藕并称槐荫

“四宝”，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愈发闪亮，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为护好一泓碧水，山东结合小清河综合治理，对沿河底泥全面无害化处

理，降低了底泥污染水质的风险。全面实行河湖长制 5 年多来，小清河流域

3580 余名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与 1690 余名民间河长形成了稳定的协调

治理管护体系。

“结合国家省级水网先导区建设，我们正加快构建集水系湿地、休闲游憩、

水陆交通、文化传承等多要素、多功能于一体的小清河生态廊道。”崔培学说。

盘活水经济，“黄金水道”再次“通江达海”

“我十几岁就在小清河上捕鱼了，后来断航，捕鱼船得往海里越开越远，大

伙都去干别的工作了。”潍坊市寿光市羊口镇渔民王光荣说，“咱这儿有渔民，

有晒盐工，都盼着复航后有新机会。”

上世纪 70 年代起，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小清河因用水无法得

到保障，加之沿线货源减少，内河航运逐渐萎缩，直至 1997 年正式断航。

2019 年底，山东统筹防洪、航运、南水北调等需求，同步实施小清河防洪

综合治理与复航工程。山东省水利厅水利工程建设处二级调研员王昊介绍，

小清河既是河道，又是航道，比如复航工程扩挖航道的弃土可用于水利工程堤

防加高培厚，既节约了成本，又加快了施工进度，实现共赢。

历经 3 年，今年 7 月，小清河全线复航。位于滨州的香驰控股有限公司高

级副总裁王明涛告诉记者，内河航运运输成本低，粮食加工大进大出，若走水

运，仅玉米一年就能节省运输成本几千万元。

建设现代水网，流域治理好，更要把水资源调度好、利用好。2022 年 9 月，

山东推进建立由省领导牵头，水利、交通等 9 个省直部门以及沿河 5 市河段河

长参加的小清河流域工作协调专项机制，山东省水利厅与沿河 5 市完善管理

机制，加快推进小清河流域管理体制改革，加强流域统一调度管理。

“小清河复航，水量是基础，更是关键。在汛期和非汛期，小清河的水量大

不相同。”山东省海河淮河小清河流域水利管理服务中心小清河调度运行部部

长李森焱介绍，“我们将在非汛期明确水量调度方案，确保通航水量。汛期统

筹防汛与通航调度，在确保防汛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保持通航水量的持续

稳定。”

一河兴，沿岸兴，复航后的小清河，沿线规划 4 个港口 11 个作业区 164 个

泊位，串起济南、滨州、淄博、东营、潍坊五个工业大市。

小清河“新生”，进一步畅通鲁中“大动脉”。复航后，预计每年全线大宗货

物运量可达 7960 万吨，2000 吨级船舶可由济南港发船，直至山东沿海及世界

各地。小清河与京杭运河连通工程方案也正在研究中，未来小清河航船有望

直达长江，实现通江达海。

不只小清河，建水库，通水系，固堤防，齐鲁大地一项项水利工程加力提

速，现代水网越织越牢。山东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黄红光表示，山东将推

动实施“水网+”行动，大力优化省级水网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加快建

设互联互通、节约集约、绿色低碳、产业融合、治理高效的省级水网先导区，努

力打造国家水网建设的省域范例。

山东推进流域综合治理，现代水网
建设综合效益初显——

为了小清河
水美业兴

本报记者 侯琳良

核心阅读

古树名木古树名木，，被誉为被誉为““绿色的国宝绿色的国宝”“”“有有
生命的文物生命的文物”，”，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悠久历
史和灿烂文化史和灿烂文化。。近年来近年来，，我国各地各部我国各地各部
门全面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门全面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持续健持续健
全法规制度全法规制度，，深入推进打击整治专项行深入推进打击整治专项行
动动，，严格落实养护责任严格落实养护责任，，科学实施抢救复科学实施抢救复
壮壮，，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创新宣传教育方式，，切实加强古树名切实加强古树名
木保护管理木保护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取得了明显成效。。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R

本版责编：陈 娟 何宇澈 董泽扬

版式设计：蔡华伟

记录树高、胸径、冠幅等基本信息，观察树体是否倾斜、

根系是否裸露以及叶片的新梢生长量……在北京房山区上

方山兴隆庵西侧的天然原生古树群落，北京市园林古建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许鹏飞开始对一株古树进行

体检：“我们还在两棵具有代表性的样树主干处，安装了监

测器，监测植物树干液流速度和液流量，评估古树的生长状

况及其水分消耗。”

运用科技手段，为古树复壮提供
有效方案

北京是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现存古树名木 4 万余

株。其中，300 年树龄以上的古树有 6000 余株。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古树与树木健康研究所首

席专家王永格介绍，古树虽然具有长寿、抗性强等基因，但

受树龄、立地环境改变、气候、地质灾害、病虫害等因素影

响，仍会生病和死亡。有些古树整体外观完好、长势正常，

但树干内部已经腐烂中空。因此，及时、科学地进行体检，

有助于古树保持健康生长的状态。

常规的古树只需基础体检，重点古树名木还会利用专

业仪器进行精细化体检，尤其是进行树洞空腐检测、根系检

测、叶绿素检测，以确定树体在结构上的稳固程度和生理上

的健康程度。

借助新技术、新设备而形成的“体检报告”，能为古树复

壮提供有效方案。而古树名木携带的宝贵基因，也需要借

助科学手段保存、传承下去。

王永格表示，近年来，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通过扦

插、嫁接和组培等方式，保留了近 150株重要古树名木的活体

克隆苗，建立了古树种质资源保存圃，是目前我国保存古树数

量最多的基因资源圃。“未来，仍需精准体检、科学保护与基因

保存技术相结合，确保古树更加健康和长寿。”王永格说。

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普查范

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 508.19 万株，包括散生 122.13 万株和

群状 386.06 万株。今年 4 月，国家林草局启动“野生动植物

和古树名木鉴定技术及系统研发”应急揭榜挂帅项目。据

了解，该项目计划利用两年时间，研发具有高效、精准、权威

和普适性特点的野生动植物物种鉴别和古树名木树龄鉴定

技术，显著提升野生动植物的识别效率和古树名木树龄的

鉴定精度，支撑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工作。

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古树名木管
护水平

走进河南省新县香山湖管理区水塝村，一块蓝绿相间

的新县林长制公示牌映入眼帘，林长与副林长姓名、职责、

监督电话、山场森林资源概况一目了然。

“作为村级林长，我每天总会绕着林子转转，看看古树、

排查火患。”水塝村党支部书记韩新平介绍，村里的一山一

坡、一园一林都有专员专管，特别是 600 余棵古树名木更是

一一挂牌、责任到人。

古树保护非一朝一夕，关键要建立长效保护机制。近

年来，各地的古树名木管护工作，正迈向法治化、规范化、精

准化的新阶段。

广东省已完成对全省 828 株一级古树名木的视频监控

摄像头安装工作，视频实时监控，数据回传至省林业监测数

据管理平台进行展示，实现 24 小时全天候精准监控和可追

溯保护。

湖南省将古树名木信息数据纳入林业大数据管理平

台、国土空间规划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系统，每株在册古树名木的等级、位置、健康状况

等信息均清晰可查。

浙江省将古银杏树保护纳入“微改造、精提升”重点工

程，破除 323 处影响古银杏树生长的硬化地面。

今年 9 月，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正式上线。全

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该系统融合古树名

木资源普查和补充调查最新数据，集合数据采集、项目管

理、统计分析和多维展示等多项功能，初步建成古树名木保

护管理“一张图”，实现动态、精准管理。

为加快推动古树名木保护立法，将中央决策部署以法

律形式予以贯彻落实，进一步规范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强化

古树名木保护法治保障，日前，国家林草局就《古树名木保

护条例（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草案对古树名

木的适用范围、定义、分级保护、资源调查、养护管理、法律

责任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将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完善的

法律依据。

探索新型模式，激发公众自觉保
护意识

在位于陕西延安市黄陵县桥山镇的黄帝陵景区，一棵

棵参天古柏虬枝盘绕、葱郁苍劲。轩辕庙院内，被誉为“中

华第一柏”的黄帝手植柏，历经 5000 余年的风雨洗礼，依然

冠盖蔽空，高可凌霄。

古树名木，见证着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也镌刻着当地

人的回忆与乡愁。

跟随湖北十堰竹溪县银杏村党支部书记黄朝树，记者

来到村东南面的香炉山坡上，一棵古香樟树伫立于此，甚是

醒目。他掏出手机，拍下树的照片，传给远在广西的陈德

林、陈宗位父子。

“他们俩是这棵树的认养人。”黄朝树说，20 世纪 50 年

代，古樟曾因病虫害险些枯死。经过村民陈德林的悉心呵

护，重新焕发活力。几十年后，陈宗位接过了父亲的“接力

棒”，不仅请林业专家把脉问诊，还自掏腰包修建了保脚岸

和古樟亭，改善古樟生长环境。

千年古樟，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

境，更得益于陈氏父子等当地人的自觉管护。

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古树主题公园、古树村庄等新型

整体保护模式，挖掘古树名木生态景观、历史文化、乡愁传

承功能，营造承载历史乡愁的古树名木与社区之间和谐共

生的社会氛围。

黄帝手植柏、黄山迎客松、北京潭柘寺帝王树等入选 100
株最美古树；蜀道翠云廊古柏群、林芝巨柏古树群、利川古水

杉群等入选 100个最美古树群……今年的全国古树名木保护

科普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双百”古树推选结果公布，同时向全

社会发起保护古树名木的倡议，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社会各界

争当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者”“守卫者”和“践行者”。

“近年来，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每年举办全国古树名

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动，旨在通过科普宣教、展览展示、现

场交流等多种形式，大力科普宣传保护知识和政策法规，深

入挖掘古树名木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讲好古树名木故事，

让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古树之美，让保护古树名木成为

全社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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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指树龄在 100年以上的树木，是悠久历史的见

证者和讲述者，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生态、科研和

经济价值。你知道古树的年龄，是怎么测算出来的吗？

目前，古树树龄测算可采用的方法包括文献追踪

法、年轮鉴定法、年轮与直径回归估测法、访谈估测法、

针测仪测定法、CT 扫描测定法、碳 14 测定法等。根据

树木健康情况、当地技术条件、设备条件和历史档案资

料情况，在不影响树木生长的前提下，选择上述合适的

方法进行测算。

文献追踪法，是指通过查阅地方志、族谱、历史名

人游记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获得古树树龄的相关书

面证据。比如北京东城区花市酸枣王，根据《北京市·
市政卷·园林绿化志》记载，植于金代，树龄已 800 余

年。此外，还可以到实地考察，通过走访获得口头证

据，推测古树的大致年龄。比如北京延庆区千家店镇

长寿岭的古榆树，据村里老人们讲述，祖辈们口口相传

为明成祖朱棣在延庆栽下，树龄 600 余年。

文献追踪法和访谈估测法，优点是简单易实施，且

成本较低，若树木未被更换过，测算出来的树龄会比较

准确。但对于栽植在历史资料匮乏的偏远地区和树龄

较高的古树并不适用。因此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和先

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更精准的测算。

年轮是树木在生长过程中，受季节影响形成的一

圈形成层。目前树龄测算方法大多依据年轮开展，根

据年轮取样方法不同可以分为树盘测定法和生长锥

法。其中，树盘测定法是利用死亡的古树树盘测算古

树年龄，适用于年轮信息完整且已经死亡的古树；生长

锥法是利用生长锥钻取待测树木的木芯，将样本晾干、

固定和打磨，通过人工或树木年轮分析仪判读树木年

轮，进而推测树龄。

此外，针测仪测定法是通过针测仪的钻刺针，测量

树木的钻入阻抗，输出生长状况波形图，分析古树实际

年龄；CT 扫描测定法是通过树干被检查部位的断面立

体图像，根据年轮数量推测树龄；碳 14 测定法则是通

过测量树木样品中碳 14 衰变的程度来进行测算。

年轮与直径回归估测法，则是利用本地（本气候

区）森林资源清查中同树种的树干解析资料，或利用同

树种原木进行树干解析，获得年轮和直径数据，建立年

轮与直径回归模型，来测算古树树龄，此方法可克服上

述方法中的若干弊端，若加入气象、地形等参数，可获

得较为理想的测定效果。

虽然以上对古树年龄测算的方法各有优势，但由于

受取样及当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在准确性方面，均有一

定的局限性，有些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很难推广。因此，

应根据被测古树的特点，选择多种测定方法，形成一个

综合的测定方案。如文献追踪法结合生长锥法，可以实

现对某一古建筑边侧的古树的准确测龄；而采用树盘测

定法对死亡的古树树龄的测定，可以推算同一地理、气

候条件下同种活古树的树龄。

古树树龄测算，是古树保护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

对古树等级的划分、古树价值评价、古树相关执法、古树

普查建档、古树保护管理措施的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测算古树树龄，让每一株古树得到有效管护，

更好发挥其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成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动写照。

（作者为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本报记者董丝雨采访整理）

古树的年龄是怎么测算的？
丛日晨

古树树龄测算可采用的方法
包括文献追踪法、年轮鉴定法、年
轮与直径回归估测法、访谈估测
法、针测仪测定法、CT 扫描测定
法、碳 14 测定法等。在实践中，
应根据被测古树的特点，选择多
种测定方法，形成一个综合的测
定方案

■■把自然讲给你听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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