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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陆青 记者 卢
河燕）阳春三月，草长莺飞。3月12日
是第47个植树节。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土绿化
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精神，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大力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
动员全省上下积极投身国土绿化，江苏
省林业局、江苏省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向全社会发出倡议：
一、传播绿色理念，凝聚社会

共识。
二、履行植树义务，建设美丽家

园。倡导每个适龄公民自觉履行每人
每年植树3至5棵法定义务和责任，或
者通过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保护、
认种认养、设施修建、捐资捐物、志愿服

务等尽责形式，履行法定义务。
三、拓展绿化空间，激发城乡活

力。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的前提下，见
缝插绿、身边增绿、宜绿尽绿，不断扩大
绿化空间。

四、科学植树护绿，守护绿色成果。

宝华玉兰：
植物界的“大熊猫”

阳春三月，在江苏句容宝华、下蜀一带
的山林中，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的珍稀
树种——宝华玉兰迎来盛放期。漫山遍野
的玉兰花如云似霞，为江南春色增添了一
抹灵动与诗意。尤其是在句容宝华山国家
森林公园内，一株树龄超200年的宝华玉
兰“母树王”格外引人注目。它树高26米，
胸径达60厘米，冠幅近18米，是宝华山的

“镇山之宝”。每年春季，这棵“母树王”满
树芳华，香气袭人，其花瓣上半部洁白如
雪，下半部晕染粉紫色，宛若天然水墨画
卷，微风轻拂，格外动人。游客也习惯于
来此“寻找春天的足迹”。

宝华玉兰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
是木兰科植物中仅存的纯种，已有300万
年的历史，是中国特有的植物，20世纪30
年代，园林专家郑万钧偶然在此发现，由
林学界泰斗陈嵘教授鉴定命名。由于对土
壤要求极其严格，宝华玉兰只生长在宝华
山这片土地上，数量极少，也是江苏省的

“生物名片”。为了保护这一珍稀物种，
1984 年宝华山建立了自然保护区，1996
年被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园。近年来，当
地积极开展人工繁育，将繁育出的宝华玉
兰移植至城市道路与公园，使其成为“报
春使者”般的特色景观树。

银缕梅：万古第一梅
宜兴善卷洞风景区内，一株160多岁的

银缕梅在这个早春悄然盛放，满树花蕾似凝
固的星雨，吸引着游客纷纷打卡留念。

银缕梅诞生于 6500 万年前，被称为
“植物界大熊猫”，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显花
植物之一，最早在宜兴被发现并命名，如
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植物。1935年，植
物学家沈隽在宜兴采集到一株未知的金缕
梅科植物标本，几十年间因战火、缺失花
期等原因难下定论。直至1988年，邓懋彬
教授在宜兴善卷洞发现了银缕梅，自此改
写了《中国植物志》。

据介绍，银缕梅极有个性，因雌蕊与雄
蕊错时成熟，二至五年才开一次花，花期
则不过十日。古树飘落的种子落入岩缝，
已在附近的岩壁上长出了新株，目前善卷
洞景区内分布有二三十棵野生银缕梅。除
了善卷洞风景区，宜兴国家森林公园、宜
园风景区等地也都有银缕梅的身影，其中
宜兴国家森林公园林场内的野生银缕梅自
然群落面积最大，为江苏省内独有。

秤锤树：结“秤锤”的中国特有种
在紫荆公园，秤锤树迎着春日的暖阳

开始吐露新芽，它们的枝头还挂着不少去
年的“小秤砣”，一粒粒如同倒挂着的秤
锤，精巧可爱。绿化员工告诉记者，待到
谷雨时节，满树朵朵小白花娇羞绽放，像
一只只白蝴蝶。而在7月到9月之间，绿
叶间就能看到一个个“小秤砣”，随风摆
动，别致又独特。

秤锤树的首位发现者是已故的常州籍
中国科学院院士、植物学家、被誉为“中国
蕨类学之父”的秦仁昌老先生。1927年，
秦仁昌先生在南京幕府山采集到一株树种

标本，一年之后，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先
生判定这份标本的植物与同科其他属植物
不同，于是建立了新属——秤锤树属，并将
该标本植物命名为秤锤树。这是中国植物
学家发表的第一个新属，从此，中国学者
开始自己研究探索本国的植物新类群。

据常州市公园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介
绍，作为发现于江苏的中国特有种，秤锤
树的种子繁殖困难休眠期长，野生状态
下，一般需要2-3年才能萌发，野生种群数
量极少，被列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不过，这几年，常州的紫荆公园、青枫
公园、新龙生态林陆续引种了秤锤树，感
兴趣的市民可以到这些公园一探究竟。

琼花：天下无双独此花
有这样一种仙气飘飘的白色小花，乍看

之下很像绣球却没有绣球形状那样的饱满。
洁白如玉的花瓣中还簇拥着无数黄蕊小花，
好似几个仙人围在一起品茗。它叫琼花，又
称聚八仙，是忍冬科落叶或半常绿灌木。

琼花是我国独有的古老珍贵花卉，号
称“天下无双独此花”，从唐代开始就被人
们种植。琼花的花期在每年四五月间，花
大如盘，洁白如玉。聚伞花序生于枝端，
周边八朵为萼片发育成的不孕花，中间为
两性小花，美得惊艳却又清新脱俗，正如
北宋名相韩琦诗中所说“维扬一株花，四
海无同类”。琼花既是观花植物，也是观
果植物，到秋冬季节，红彤彤的琼花果如
串串红玛瑙缀满枝头。

琼花也是扬州市花，与扬州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隋炀帝为到扬州看琼花而开
凿大运河”的故事，让琼花更添神秘。到了
两宋，琼花无论是北上汴京还是南去临安，
就“花蕾全无，憔悴欲枯”，而一返回故土，就

“枯树逢春，繁花满树”，这样的传说让琼花
又多了许多传奇色彩。“琼花芍药世无伦，偶
不题诗便怨人。曾向无双亭下醉，自知不负
广陵春。”宋代大文豪欧阳修对无双亭旁的

“无双琼花”也情有独钟。
在扬州大明寺内有一株最年长的琼花

古树，至今已有 300多年历史，这也是
扬州至今登记在册的唯一一株古琼
花，每年在琼花的盛花期，都能花
开满树。

柞榛：
独特的“木中遗珍”

资 料 显 示 ，
柞榛木属于常绿
小乔木或落叶
灌木，心材蛋黄
色，因含丹宁年久
显褐黑色。史料记

载江、浙、皖、鲁、豫、冀等省均有生长。木
质细密坚韧，木纹清晰雅致。虽然柞榛木
在多地有分布，但柞榛木家具多出自江苏
南通，在做工上独树一帜。

据媒体此前报道，长江中下游，特别是
南通如东、启东、海安等地，多为含盐的偏
碱性土壤，柞榛更坚韧、油性更足、材质更
好。在海外拍出高价的柞榛家具，均为南
通本地出品。大收藏鉴赏家王世襄、马未
都等先后出书，认为柞榛家具是南通宝贵
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传统家具史上占
有重要一席。如今，南通通作家具博物馆
内还收藏着一张清代中期的柞榛木八卦面
圆台，桌面可以自由转动，脚踏圆盘支撑
整个桌面。侧面牙条雕有如意纹，脚踏作
为冰裂纹保存完好，是一件罕见的孤品。

“柞榛的材质非常坚硬，很适合用来打
造家具。但生长非常缓慢，种植收益不算
高，而且生长时会长出‘钉子’，容易扎伤
人，所以现在南通民间已经很少见到这种
树木了。”柞榛种植者张育民告诉现代快
报记者，柞榛的另一个特点是容易被蛀，
所以有“十柞九空”的说法。但现在也有
不少人非常喜爱这种木材，专门购买来找
木匠打造家具，做成八仙桌、椅子等，可以
流传几代依旧耐用。

“馒头柳”：四季常绿运河守护者
“临河皆种柳，无岸不垂杨。”这是三千

里大运河的特色之一。淮安作为运河沿线
的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河
多，水多，柳也多，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植柳
护堤、植柳护路的习俗，在长期植柳的历
史实践中，形成了魅力独特的柳文化现
象。

文史专家徐爱明这样介绍淮安的柳：淮
安的柳都差不多，以杨柳为最，但有两种柳
树极为独特，一是馒头柳，二是观音柳。唯
有韩侯钓台的柳不姓杨，枝条也不下垂，全
都上簇成团，俗名“馒头柳”。似乎大将军生
性耿直清高，连近旁的老柳亦近朱者赤，无

意于拖烟抹雨弄轻柔。
“馒头柳”绿得最早，退得最
迟。它不跟梅花争着报春，也不

像其他树那样在深秋季节变
色退场，它，春天是绿色，

夏天是绿色，秋天是绿
色，初冬还是绿色。

江苏发布2025年国土绿化倡议书

倡导“每人每年植树3至5棵”

江苏限定！
带你邂逅本土植物之美

3月 12日，又逢植树节，在这个倡导
绿色与希望的日子里，江苏那些特有的、
珍贵的植物，再次引发关注。现代快报记
者了解到，江苏各地分布着多种珍贵植
物，如宝华玉兰、银缕梅、秤锤树、柞榛、
琼花、“馒头柳”等，每一种都承载着岁月
的记忆与生态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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