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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树名木是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综合载体，承载着当地居民的记忆，是城市的生态名片，是城市历史的见证者。为
增强全社会古树名木保护意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我市确定对一批古树名木进行大力宣传，进一步挖掘典故，讲好故事，潍
坊日报社特推出“潍坊古树名木”栏目，共同营造爱护古树名木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古树、爱护古树，与古树相存
相依、共生共荣的新风尚。

五百岁银杏树承载乡愁留住记忆
位于高密市朝阳街道，留有树粗“七搂八拃一媳妇”的传说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
媒体记者 马宇琪 通讯员
李宜福）在高密市朝阳街道
王党社区，有一棵500多年
树龄的银杏树，它不仅是岁
月的见证者，更是王党社区
乃至整个高密市自然与文化
遗产的瑰宝。日前，记者来
到王党社区，了解这棵古树
的 保 护 现 状 及 其 背 后 的
故事。
　　这棵银杏树栽植于明朝
正德年间，为雌株，树龄已
超过500岁，树高24米，树
干直径达1 . 9 1米，枝干挺
拔，枝繁叶茂，被誉为高密
境内树姿最美的银杏树。目
前，该树已被列入山东省一
级保护古树名木名录，实施
了严格的挂牌保护措施。
　　记者注意到，这棵古树
的主干东面生长着三棵小银
杏树，其中一棵虽已干枯，
但母、子树枝干交错，形态
别致，令人称奇。更令人惊
讶的是，古树的主干顶部树
枝间形成一块面积约1平方
米的平面，当地村民形象地
称之为“坑”。
  “我小的时候，经常看
到三四个大人在这上面围坐
着玩扑克、纳凉。”72岁的
村民李绍庆回忆道。
　　谈及古树的来历，王党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
部书记李进忠介绍，相传明朝正德年间，一位姓
宋的生意人从高密夏庄镇来到此地，购买一块土地
种植栗子，形成栗子园。这棵银杏树就位于宋家的
土地上，历经风雨，见证了当地的兴衰变迁。
　　有关这棵古树的测量故事颇具传奇色彩。李绍
庆说，曾有一位盲人试图测量这棵树的粗细，因有
一位新媳妇在树下祈祷，他只好由搂改成用“拃”

测量，最终得出了“七搂八拃一媳妇”的说法，成
为当地人口口相传的有趣故事。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的提高，王党社区及高密市林业发展中心加大对这
棵古树的保护力度，在古树周围腾出空地，对裸露
的根部进行培土，并对周边进行清理，确保古树健
康生长。同时，村民们也自发参与到古树的保护
中来。

500多岁的银杏树仍枝繁叶茂。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周爽）6
月15日是潍坊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防空防灾警报试
鸣日，这一天的11：30-12：00，潍坊市将试鸣
防空防灾警报，市民们听到切勿惊慌。
　　为何选择这一天拉响警报？
　　潍坊市人民政府将6月15日确定为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日，目的是纪念1948年潍坊特别市防空
委员会的成立。
　　潍坊市是较早成立人防部门的城市，1948年
4月27日潍县解放后，敌机依然不断前来空袭骚
扰，为避免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伤亡与损失，
1948年6月15日，潍坊特别市、警备司令部颁布
了《防空条例》，同时成立了潍坊特别市防空委
员会。为纪念潍坊特别市防空委员会成立，1998
年6月3日，经市政府（潍政办复字〔1998〕25
号）批准，确定每年6月15日为潍坊市防空防灾
警报试鸣日。
　　警报有哪几种类型？
　　警报试鸣时，首先鸣放预先警报，鸣36秒，
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它的
特点是“长间隔”；其次鸣放空袭警报，鸣6秒，
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3分钟，它的
特点是“短间隔”；再次鸣放灾情警报：鸣15秒，
停10秒，鸣5秒，停10秒，反复三遍为一个周
期，时间2分钟，它的特点是“一长一短”；最
后鸣放解除警报，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间3分
钟，它的特点是“无间隔”。
　　防空防灾警报试鸣的目的在于增强广大市民
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提醒大家要牢记历史，
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让广大市民熟悉防空
防灾警报信号，遇到紧急情况能够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另外，防空防灾警报试鸣也能够检验防空
防灾警报设施、设备的备战状态。广大市民听到
警报后不要慌张，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周六试鸣防空防灾警报

市民听到无需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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