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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枣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花五松今年 64 岁
了。

这位河南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的农民没有想
到，自己会作为第一位证人，见证中国第一起古树
名木公益诉讼的庭审， 为养育救活过无数乡邻的
古枣树发声。

2016 年 12 月 9 日， 由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绿发会）提起的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在河南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

5 名被告分别是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村民委
员会、 新郑市薛店镇人民政府、 新郑市教育体育
局、新郑市林业局以及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

事情源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 在新郑市薛店
镇花庄村，因工程占地需要，薛店镇政府工作人员
和花庄村支书带着四五十人和 7 台小挖掘机，让
花庄村的 1876 棵树龄百年以上的古枣树一夜之
间“搬家”，无一存活。

中国绿发会要求被告恢复被毁林木， 赔偿损
失，追回遗失的古枣树，公开道歉，并在原址建立
展示园作为警示。

“树木全部死亡”

因担心错过开庭，当天凌晨 4 点多，花五松和
其他村民，便在夜色中出发了。

这场官司，他们已经期盼了将近 3 年。而庭审
持续了整整 1 天，法官没有当庭宣判。

当天的庭审现场有两大争论焦点： 一是政府
此举是毁树还是“移栽”，二是这些古枣树是否应
被保护。

“无论是采伐还是所谓的移栽，相关方都应该
办理相应的手续。 ”中国绿发会认为，花庄村村委
会及新郑市薛店镇政府与采伐施工队等， 未依法
办理和取得采伐手续，选择夜晚偷伐，且被采伐的
古枣树数量极大。

花五松和其他几位花庄村村民在开庭当天分
别出庭作证，讲述当晚的毁树经过，并证实了镇上
和村里用挖掘机等工具，采用破坏性、毁灭性的方
式挖掘古枣树。

薛店镇政府则坚称， 他们不是毁树， 是 “移
栽”， 移栽地点位于 “中华古枣树遗址保护公园”
内，主要是为了保护。薛店镇政府工作人员此前对
媒体表示， 他们是与河南境艺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签订的枣树移栽协议。

“古枣树被人为大量移植，移植后成活率非常
低，这是枣农都知道的常识。 ”作为新郑红枣管理
协会的农技师，花五松说，即便是移栽，也需要有
科学的操作规范和一系列管护措施。然而，镇上聘
请的这家公司根本不管古枣树的死活， 被伐掉的
枣树全部横七竖八地堆放在“保护园”内，最后是
媒体曝光一个多月后才陆续栽上，“导致树木全部
死亡”。

事实上，2010 年 9 月，新郑市政府曾“对位于
新郑市薛店镇花庄村 1023 亩古枣树实施文物级
保护”，并设立保护牌。 在该保护区内，100 年以上
的古枣树共 17660 株， 其中树龄 500 年以上需要
一级保护的古枣树就有 691 株。

按照《郑州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树龄

500 年以上的古树实行一级保护， 树龄 300 年以
上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 其余的古树实行三级保
护。 擅自砍伐、 移植古树的， 责令改正， 并处以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造成古树名木损伤
或死亡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但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却称， 对该片枣树林
保护牌的设立没有参与，也不知情。

“打赢又怎么着”

“灵宝苹果潼关梨，新郑大枣甜似蜜。”新郑曾
被国家林业局命名为“红枣之乡”，红枣种植可上
溯到 8000 年以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 全市曾有
30 万农民靠枣树为生。

新郑是沙土土质，有“上有摇钱树，下有聚宝
盆”一说。其中，“摇钱树”指的就是枣树，“聚宝盆”
指的则是花生。 花银海是花五松的四哥，已经 64
岁。 在他的记忆里，以前闹饥荒，他们背着百十斤
的大枣搭煤车南下驻马店、信阳、汉口等地，将枣
子换成粮食带回来， 全家人才得以活命，“这些枣
树比爹娘还亲，饥荒时爹娘都不一定能救命，但这
些枣树能”。

正是这种出于对枣树的特殊情感，花五松、花
银海等村民近 3 年来一直奔走在为古枣树讨公道
的路上。

“砍树前没人通知， 没人商量， 突然就推倒
了。 ”花五松说，因为这些古枣树在自己承包的土
地上，村里一棵树还给了 500 元的补偿。但他还是
心疼这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古枣树，“500 多年了，
上面还有保护牌，说没有就没有了”。

通过申请信息公开， 花五松等人得知薛店镇
政府和花庄村村委会并没有办理林木采伐许可

证， 随后又确认了薛店镇政府从未向新郑国土资
源局申请相关工程的建设用地。

2015 年 10 月 13 日，新郑市国土局对薛店镇
第三社区幼儿园下达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
书，但在调查过程中，当事人不听劝阻，依旧强行
施工。 2015 年 11 月 16 日，新郑市国土局又下达
了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抄告通知书。 但直至本案开
庭，施工仍未停止。

于是，花五松等 5 人提起民事诉讼，把薛店镇
政府告上了法庭，但被法院驳回，理由是 5 位村
民不能完全代表两个村民组的全体村民成员行使
权利。

没办法，他们只能分别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确认镇政府破坏原告承包土地行政行为违
法”。 2016 年 6 月 25 日，郑州惠济区法院下发判
决书，支持了这一诉求。

跑了两年多，官司终于打赢了，但镇上和村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承担毁坏古枣树的违法责任。

“村干部直接和我们说，你们现在打赢了，打
赢又怎么着？”村民张文治说，两年多时间过去了，
被砍伐后的土地上建起了一所幼儿园，而“花庄完
全小学”正在建设中。

“救更多古枣树的命”

村民们的努力和坚持， 以及河南当地媒体的
持续报道， 让新郑古枣树的命运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

在文物保护志愿者彭保红的联络下， 中国绿
发会从 2016 年开始介入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同
时在新郑设立了“中华古枣树保护地”。 中国绿发
会的诉讼请求包括恢复被毁林地的林木、植被，被
告共同赔偿人文及自然环境损失， 判令被告追回

古枣树（树干）及其制品，在国家级媒体上向公众
赔礼道歉等 7 项请求。

截至发稿时，法院的判决还未下发。即使此次
诉讼原告赢了，古枣树的命运也早已不容乐观。据
媒体报道， 新郑境内 150 年树龄以上的古枣树共
有 7.6 万余株。 但彭保红走访之后判断，新郑现在
剩下的古枣树可能不足一半了， 航空港区更是所
剩无几。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一是枣树工艺品热
销，村民出售枣木；二是政府占地，对原有的枣树
保护不力。

这几年， 新郑古枣树被毁的事件更是屡被曝
光。 2012年，孟庄镇后宋村数百棵古枣树被航空港
区郑港办事处雇的人连夜铲毁，回应称是为了扩增
道路绿化带；2015年，孟庄镇栗元史村村支书史某
在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在古枣树保护区内
采伐 200棵古枣树，建起了占地 15亩的冷库。

新郑市政府也曾出台措施，加大古枣树的保
护力度。 2015 年，“中华古枣树遗址公园”在薛店
镇揭牌成立。该公园规划面积达 42 平方公里，总
投资 3 亿元， 预计在 5 年内移栽古枣树 1 万余
棵，打造成生态健全、景观优美的乡村生态旅游
景点。

巧合的是，这个公园，就是花庄村古枣树“移
栽”过去的地点。如今，它真的成为了“遗址”。这片
地里，还高耸着椿树和杨树，低矮的枣树很难获得
充足的阳光。村民逐排数了数，栽种起来的古枣树
已枯萎两年，总数也不足千棵。

庭审过后， 花五松正在手写一封信寄给新郑
市政府，“枣树养育了无数代新郑人，能救灾，能救
命，谁毁掉枣树，谁就是历史的罪人”。

在他看来，最为迫切的，就是搞清楚新郑市还
有多少棵古枣树幸存，“只有这样， 才能救更多古
枣树的命！ ”

河南新郑 1876棵古枣树被集体“移植死”后，2016年 12月，中国第
一起古树名木公益诉讼案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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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捕 20只以上麻雀将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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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棵齐腰粗的古枣树躺在冬日的麦地里，旁
边就是被河南新郑国土资源局判定违法占地的工

地，施工仍未停止。
花五松、 张文治等 5 位老人依次向我们回忆

起，两年多前毁树当晚的情况，“一个钩机从上往下
一压，把树梢全部压坏，然后钩住枣树的树身，往后
一钩，往前一推，再往下一钩，枣树就出来了”。

花五松说，同样的话，他们已经给不同媒体的
记者讲了七八次。媒体做了数十篇报道，但仍无一

人为 1870 棵古枣树之死负责。
这就像一位村干部对他们说的， 你们的官司

现在是打赢了，但打赢又怎么着？面对这种带有挑
衅色彩的话，5 位老人仍然没有放弃。

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在与这些村民沟通时，他
们的手机只能拨打电话 ， 也没有人会用微信 、
QQ，所有材料只能到现场去取。 77 岁的张文治告
诉我们，毁树当晚是他第一次报警，也是第一次用
手机，而且是借别人的。后来，为了保护枣树，他还
特意买了一部。

没有现代通讯工具，也不懂什么法律知识，是
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坚持下来的呢？

“俺这儿都是古枣树，百年以上的枣树都有两
万多棵。 关于枣树的传说多得很。 ”在新郑一些有
世代种枣树习惯的村落，上至 80 岁老者，下至 3
岁幼童， 均能很骄傲地向你说出 “枣树王”“将军
树”等枣树的传说。

张文治老人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 年）新郑
之所以没有多少人去逃荒，没怎么饿死人，就是因
为得了枣的利了。干旱时庄稼收成很差，但枣树却
能丰收，所以被称为“木本粮食、铁杆庄稼”。

在这些老人的心中， 古枣树早已不只是摇钱
树，更是救命树。 老人们对树木朴素的态度背后，
是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尊崇。 虽然冬天看上去孤

零零的、光秃秃的，但打小和古枣树为伴的他们已
将其当成亲人看待。 正因此，他们不反对“移植”，
但无法接受毁树。

也正是这种对这片土地的记忆， 对这些古枣
树的感恩， 支撑着这 5 位老人， 一步一步走了下
来。

可记忆和感恩似乎只存于这些老人的心

中。 对有些人来说，需要时，这些古枣树可以成
为新郑市的文化和旅游名片 ，被逐个挂牌接受
“文物级保护 ”；碍事时 ，则毫不犹豫地派挖掘
机出马 ，一毁了之 ，连当初设置的保护牌也不
再承认。

古树是历史的见证，既记录了自然的变迁，也
暗藏着文化的密码。 当这些饱经风霜的古枣树被
连夜毁掉时，不仅这片土地的环境和生态被破坏，
它的文化和记忆也被连根拔起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毁树，后人遭殃。不
要等到“黄沙漫天”，才想起“绿树成荫”。

不要等到“黄沙漫天”，才想起“绿树成荫”

本报讯 （记者钱培坚）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 据上海
野生保护部门介绍，根据新野保法，今后，无论是否
在禁猎区、保护区内，凡使用禁用工具非法猎捕野
鸟 20 只以上，即便是常见的麻雀，也将获刑。

和原法相比，新野保法明确了行政处罚的种类
和幅度，新增了一部分处罚内容，处罚力度和数额
也明显增大，并与刑事责任衔接更紧。 上海也将全
面严格落实新法，进一步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

鸟类种类数量多，种群数量大，保护好野生鸟
类资源是上海野生动物保护的重中之重。 近年来，
上海市林业、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建立了野生动

物保护执法联席会议制度。 2011 年至 2015 年，全
市累计查处非法捕猎、 非法经营野生鸟类案件 32
起，其中刑事案件 13 起，行政案件 19 起。

2016 年下半年， 上海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在全
市范围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候鸟保护专项执法行
动，重点开展了“清网行动”。 至今累计开展联合执
法 20 次， 共收缴重点保护野生鸟类活体 31 只，收
缴非重点保护鸟类活体 199 只、死体 87 只，拆除网
具 1309 张、窝棚 4 个。去年 10 月以来，市野保部门
还联合工商部门，联合对浦东、黄浦和普陀等重点
区域的 5 家规模较大的花鸟市场，开展了联合检查
执法，处罚商贩 3 家，收缴鹩哥、红点颏、蓝点颏、八

哥、珠颈斑鸠等 9 种活体野生鸟类 420 余只。
2016 年 11 月 21 日，崇明区宣布全区域禁猎，

崇明野生动物禁猎区成为继南汇东滩、 奉贤区以
外，上海的第 3 个禁猎区，相应的保护等级也将进
一步提高。根据新野保法第 45 条规定，在禁猎区内
猎捕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未取得特许猎捕证、
未按照特许猎捕证规定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猎捕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的，将由执法部门没收猎获物、猎捕
工具和违法所得，吊销特许猎捕证，并处猎获物价
值两倍以上 10 倍以下的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将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中，非法猎捕中比较常见的捕
鸟网新增列入明令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据了解，上海将继续组织力量开展专项执法行
动，加强对候鸟越冬地、迁飞停歇地、迁飞通道、集
群活动区等重点区域的野外巡护和看守。野保部门
将联合公安、工商、交通、铁路等开展联合行动，加
大对餐馆饭店、花鸟市场、交通运输等环节的检查
力度，密切追踪网上野生动物、制品及捕猎工具交
易信息，阻断非法运输、经营候鸟等野生动物的链
条。 全市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热线电话将全年值
守，处理市民关于野生动物的收容救护工作，接收
野生动物非法经营和非法捕猎的相关线索。

枣树救过他们的命，他们想救枣树的命

本报讯 （记者车辉）近日，中国气象局发布 2016 年《中
国气候公报》称，去年因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我国气候异
常，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暴雨洪涝和台风灾害重，长江中下
游出现严重汛情，气象灾害造成经济损失大，气候年景差。全
年出现 8次大范围、持续性中到重度霾天气过程，较 2015年
偏少 3次，12月 16~21日华北、黄淮等地出现 2016年持续时
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污染程度最重的霾天气过程。

据称，2016 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0.81℃，为历
史第三高，较 2015 年和 2007 年分别偏低 0.13℃和 0.09℃；
除黑龙江偏低外，全国其余 30 省（区、市）气温均偏高。全国
降水为历史最多，全国平均降水量 730.0 毫米，较常年偏多
16%，较 2015 年偏多 13%；四季降水均偏多，冬季和秋季为
1961 年以来最多，春季为次多。 除陕西、甘肃偏少外，全国
其余 29 省（区、市）降水均偏多；长江中下游沿江、华南中东
部及新疆降水偏多明显， 长江中下游区域平均降水量为
1961 年以来最多。

2016 年暴雨过程多， 全国暴雨日数为 1961 年以来最
多，南北洪涝并发，26 个省（区、市）出现不同程度城市内
涝，为暴雨洪涝灾害偏重年份；登陆台风多，平均强度强，登
陆强台风比例为历史最高，台风直接经济损失高于近 10 年
平均；强对流天气多发重发，全国有 2000 多县（市）次出现
冰雹或龙卷风天气，损失偏重；夏季全国平均气温创历史新
高，高温日数多，影响范围广，全国出现 4 次区域性高温天
气过程，多地日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

《中国气候公报》发布———

2016年中国出现
8次大范围霾天气

本报讯 （记者马学礼 通讯员崔万杰）近日，宁夏启动
环境污染试点工作后发生的首例索赔案件成功结案， 由于
及时支付了保险赔款，大大减少了企业的损失。

2016 年 10 月 19 日，中卫市美利源水务有限公司发现
某化工企业总排水口污水颜色异常， 经检验发现排放污水
色度、COD 和氨氮超标。 该化工企业发现总排口超标后立
即关闭阀门，仔细排查原因。至 20 日中午，发现其老厂污水
中转池一个出口阀门损坏， 造成 15213 立方米超标污水进
入总排管。为了处理意外泄漏的超标污水，该水务公司增加
处理成本 42.70 万元，并向该化工企业提出赔偿要求。

去年 11月初， 承担宁夏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服
务任务的英大长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和环境污
染责任保险承保共保体在回访该化工企业时，立即启动了保
险理赔程序，协助该化工企业报案并收集索赔资料，并初步
确定该事故属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赔偿责任。宁夏环保厅在
得知此事故后第一时间要求试点服务机构严格按照保险合
同约定，如实履行赔偿义务。 去年 12月初，该化工企业提供
了污水处理发票、泄漏污水处理增加成本分析报告等完整索
赔资料。 经承保保险公司依照保险合同和索赔资料认真理
算，并由保险经纪公司按照索赔指引要求核对无误，确认此
次保险事故共造成第三者损失 42.70 万元，承保公司在扣除
免赔额后，于 12月 21日向该化工企业支付环境污染责任保
险保险金 40.60 万元，有效减轻了企业赔偿压力。

宁夏首例环境污染
责任险理赔案成功支付

出于对枣树的特殊情感，花五松等 5 位农民近 3 年来一直奔走在为古枣树讨公道的路上。 本报记者 余嘉熙 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