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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古树是大自然
的馈赠，是生态文
化和历史记忆的重
要载体；古树的年
轮里，记录着人文
故事，也承载了居
民浓厚的乡情。

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现代化”。
滨州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着力
保护古树名木，留
住“看得见的乡愁
情思”，让古老的遗
存与文化记忆焕发
出勃勃生机和生命
力。

晚报记者走乡
村田野、城市街巷，
探寻这些古树名
木，讲述记忆里的
绿色乡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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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李成强
通 讯 员 靖丽媛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旷
古悠久，无数朝代的兴衰起
伏，毁灭了许多珍贵的历史
古迹，而有些古树，历经百年
风雨，始终屹立不倒，它们是
历史的见证，承载着时空的
变迁，蕴藏着文明的记忆。

在邹平市青阳镇青阳
村，有一株被授牌为“滨州十
大最美古树”的圆柏树，这棵
树树高 10.1米，胸围 153厘
米，平均冠幅 6.8 米，历经沧
桑，今天依旧高大挺拔，郁郁
葱葱。

这株古树圆柏当地人亲
切地称之为“万寿松”，说来
有着一段极为美丽传奇的故
事。

相传明朝嘉靖皇帝登基
后(1522年)，到河南迎接母亲
进京，并打算在农历二月初
二前，也就是母亲的生日前
赶回京城，在皇宫为太后庆
贺五十寿诞。但天有不测风
云，几天连阴雨误了行程，眼
看到了太后生日，嘉靖皇帝
只好下令，选定青阳店（现在
的青阳村）的真武庙做临时
行宫。

嘉靖来到真武庙，见门
上悬着“玄武寺”三字的匾
额，觉得不吉利，就将寺改名

万寿寺，并展御笔写下了“万
寿寺”三个大字。寺内僧人把
“玄武寺”的匾额拆下，请人
连夜赶制御笔金匾“万寿
寺”，赶紧悬挂门上；并净扫
庭院，还购来“圆柏苗”和“柿
苗”各一株，分别栽在太后下
榻的殿堂两侧。嘉靖见后，龙
颜大悦，亲自培土浇水，并赐
名“万寿松”和“昌平柿”。

几经沧桑，“昌平柿”随
着朝代的变迁早已枯死，而
“万寿松”（圆柏）却苍劲挺
拔，葱郁茂盛地昂首矗立。古
树滋养着万物，孕育着生命，
沿着古树名木的脉络，领悟
其中蕴含的顺其自然、和谐
共生的理念，品味孝老爱亲、
情满中华的传统美德。现在
古圆柏早已经被村里视为神
树，地位崇高，树盘下早已砌
制了围栏，村委会安排专人
负责，加以精心保护管理，是
名副其实的“村中之宝”。屹
立于此的“万寿松”，承载着
这座村庄的历史记忆，见证
了这里发生的人和事。

据 2005 年中共邹平县
委编写的《中共邹平地方史》
记载：抗战时期，青阳村发生
了一大惨案。1939年 4月 14
日，一个日本兵在青阳据点
失踪，日本人认为是被当地
人杀死了。第二天日军对青
阳村民进行血腥报复。日军

把青阳村全体民众集中到村
中万寿寺里，架上机关枪威
逼群众交出那名失踪的日本
兵。午后，日军用东洋刀砍下
四人脑袋，庙内群众受惊骚
动。有的妇女先把自己的孩
子扔进井里后自己再跳下
去，场面惨不忍睹。黄昏时
分，日军头目得知失踪士兵
是因想家而离开据点跑到明
集镇去了，这才算罢休。

2006年，曾在青阳村开
诊所的日本军医去青岛旅
游，特意转道来到青阳谢罪。
那时，该军医已经 90多岁，
下肢瘫痪。他跪在万寿松下，
摆上两瓶酒，点上一炷香，以
示谢罪。

据悉，滨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高度重视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工作，自 2020 年
来，以摸清古树名木家底为
基础、针对性管理保护为目
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工作。
组织古树名木普查。全面查
清全市范围内古树名木资源
的数量、种类、分布状况、健
康状况、权属、责任单位及传
说记载等情况，并形成完整
的文字、影像、电子资源档
案。开展古树名木认定。根据
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
展古树名木认定工作具体实
施要求，对全市的一、二级古
树和名木进行了评审，其中 6

株古树录入山东省一级保护
古树名木名录，17 株录入滨
州市二级保护古树名录。做
好古树复壮工作。筛选了全
市 10株生长势弱、生长环境
差的古树，组织专业技术人
员开展了救治和复壮工作，
改善了古树生存环境，修复
了受损树体，使古树恢复生
机。依托古树名木审核认定
工作，联合市公安局在全市
集中开展打击破坏古树名木
违法犯罪活动专项整治、古
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等一系
列活动，组织评选了“滨州十
大最美古树”，青阳村古圆柏
树便是其中一株。

邹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营林站站长董富俊介绍，
古树名木是人类社会的珍贵
资产，它不仅是一种自然生
物资源，同时又具有丰富的
历史文化内涵，是世界公认
的唯一不可复制的“绿色文
物”。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
强古树保护管理，在对已公
布古树完成挂牌的基础上，
进一步落实属地责任和管护
主体责任，大力弘扬古树名
木文化，进一步增强群众对
古树名木的保护意识，保护
好这些古树，也为人们留住
绿色乡愁。

邹平青阳村古圆柏树

嘉靖孝母 题名“万寿松”

清同治十二年重修佛殿碑记 青阳村古圆柏树被评为“滨州十大最美古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