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安千年古银杏▲

城步古杉树

酃县白鹅浑身皆是美味

“进养殖基地前要先踩下这
个消毒液， 怕把病菌带到鹅棚
里去。”在进入基地前，星火村
党总支书记唐莳平善意地提醒
记者，要在入口处，先将鞋底消
毒、杀菌。

通过消毒室后来到基地内一
条马路上，远远望去，十多个养殖
棚分散在马路的两边，一阵阵“嘎
嘎嘎”的声音若隐若现。

来到一个养殖棚处，大棚临
空建立， 里面是镂空的钢架，外
面有一个小水池，只见一群群白
鹅在水池里不停地振翅跳跃、引
颈高歌， 场面甚是壮观，57岁的
当地村民唐园规正在大棚里面
打扫卫生。

唐园规在这里养殖白鹅已经
有近四年的时间了， 她家是当地
建档立卡贫困户，“在这里上班每
个月有2700块钱的收入，我们家
今年就可以脱贫了。”

唐园规现在负责两个大棚的
白鹅管理，有近4000只，“每天的
工作就是给水池换水， 要放白鹅
出去吃草，打扫卫生，再给它们喂
食。”她说，“我们的鹅都是自然放
养，食青草、喝泉水，绿色环保，所
以鹅肉也很好吃。”

“我们酃县白鹅的鹅肉营养
价值高，‘浑身都是宝’， 除了鹅
肉，鹅肝、鹅脖、鹅掌皆是美味。”
唐莳平告诉记者， 白鹅的吃法有
很多种， 但在当地最常见的做法
还是“粉蒸鹅”、“本地辣椒炒鹅
肉”、“丝瓜、苦瓜炒鹅杂”、“卤鹅”
四种方法。

贫困户实现创收、增收

“我们这里以前每家每户都
有养鹅，但是没有人来牵头，所以
数量不是很多。” 一次出差时，唐
莳平认识了现在的湖南福来喜鹅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定胜， 并将
他邀请到了星火村考察，于是“福
来喜”养鹅基地由此而生，白鹅养

殖也成为星火村的龙头产业。“村
里面有几百个劳动力和贫困户，
在养鹅基地入股分红或帮忙务
工、养鹅。”

唐莳平介绍，“福来喜” 养殖
基地面积共有206亩，现在年产白
鹅有20多万羽，主要销往江西、上
海、广东等地。“福来喜”公司还成
立了专门合作社， 提供白鹅种苗
给贫困户种养， 全程给予技术指
导，以保护价向贫困户收购白鹅，
实现共赢。

“通过白鹅养殖基地的入股
分红，我们村里的贫困户基本上
全部脱贫，实现了创收、增收。”
唐莳平说，“现在我们这里房子
也漂亮了，路也宽敞了，卫生环
境也越来越好了。欢迎大家来鹿
原镇旅游做客，来星火村品尝炎
陵白鹅。”

■记者 丁鹏志

一身美味“行天下”，“曲项”欢唱致富歌
炎陵白鹅又称“酃县白鹅”，2009年被认证为国家地标产品

唐莳平：星火村党总支书记

【人物】

来到炎陵，没尝到当季黄桃，要再等一年，但有种特
产，无论何时来，最多半个小时就能吃到。它就是鲜美又营
养的炎陵白鹅肉。

炎陵白鹅又叫“酃县白鹅”。炎陵养鹅历史悠久，据清
代重修的《酃县志》记载“祥风飞岩，群鹅集坂”，可见当时
养鹅盛况。在古代，炎陵白鹅是朝廷贡品。新中国成立后，
它依然备受青睐，2009年， 被首批认证为国家农产品地理
标志产品。

8月19日， 记者来到位于鹿原镇星火村湖南福来喜鹅
业有限公司的养鹅基地，这里也是炎陵白
鹅最大的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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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优越自然条件、 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的湖南，是中国南
方地区的古树名木大省。 截至
2019年底， 湖南共认定公布古
树名木23.9143万棵， 其中一级
古树7956棵、 二级古树2.7628
万棵、三级古树20.3054万棵、名
木505棵。全省122个县市区中，
除南县、 安乡县外，120个县市
区均有古树名木分布。

据悉，为提高全省古树名木
保护管理水平和公众参与古树

名木保护意识，省绿化委员会、省林
业局开发设计了湖南古树名木信
息管理系统，目前已有近22万棵古
树名木的数据被整理进库。

市民可通过该平台， 使用古
树位置查询、 路线导航、 建档维
护、统计分析、认养认护、视频监
控、树种鉴定、生成二维码和申请
专家会诊等功能， 还可以通过实
时4G视频监控和温湿度感知，观
察古树名木实时影像， 欣赏古树
名木风姿。

22万棵古树名木有了“电子身份证”
市民只需打开手机，就能知道古树是啥，位于什么地方等

古树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珍贵、
稀有、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或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树
木。 在湖湘大地上， 就生长着很多鲜为人知的古树名
木。不少人会好奇，它们究竟是些什么树？分布在哪里？

记者8月28日从省林业局获悉， 我省近22万棵古
树名木有了统一的“电子身份证”，市民只要登录湖南
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及其APP就能查询我省古树
名木的树种、年龄、文化典故等“身份资料”和树木定位
等信息。

挂牌保护古树名木是湖南
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 省林业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2020
年中摸底， 全省古树名木保护
率已达到80%。按照要求，今年
年底古树名木挂牌保护率（散
生古树每木挂牌、 古树群成片
立牌）要争取达到100%。

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全面
挂牌， 得益于湖南高质量完成
了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
2016年3月，我省被列为国家第
二批古树名木资源普查试点省
后，正式启动古树名木的资源普
查工作。这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
工作， 历时2年多，5000多名工

作人员、技术专家参与其中，共详
查古树名木23万余株， 其中10株
被评为“湖南树王”，109株被选为
“全省最美古树”。

从详查的树木组成来看，古
树分布在67科、165属，共335种。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古树的有银
杉、银杏、资源冷杉等8种；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古树的有大叶榉等20
种；属于省级保护古树的有青檀、
武当木等20种。从地域分布看，除
自然保护区外，95%以上分布在乡
镇及村寨周边的风水林中。 其中，
南岳区的6株野生绒毛皂荚是全
世界仅有的， 龙山县洛塔水杉是
我国发现最早的古水杉群落之一。

湖南认定公布近24万棵古树名木

全省古树名木保护率已达到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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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 最老的古树有2500岁了
是名副其实的“树坚强”

记者从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了解到，湖南发现的树龄
最大的古树是位于东安县的古越银杏，树龄2500年，是全国十
大最美古银杏，也是名副其实的“树坚强”。古银杏历尽风雨，
主干中空，四面透风，洞内望月，满目沧桑。当地有记载，古树
原高60余米，明末清初时遭雷击，树杆被拦腰击断，撕裂至根
际，树梢架落在距树蔸55米远的山包上，如架天桥。目前，古
树枝繁叶茂，特别是深秋时节，满树金光灿灿，犹如一柄金色
华盖，景致十分优美。

邵阳城步长安营镇大寨村，有棵千年古杉树，树干粗壮，
内有树洞，可容纳七八人站立。原树高28米，由于雷电击中而
折落，仅留下一半树干。后又经历大火，消防官兵奋战4个小
时才扑灭。5个月后，千年杉树竟抽出新枝芽。从那以后，村民
们将其呼为“神树”，并采取最严厉的措施加以保护。

在通道梨子界，一棵古樟树引人注目。1934年12月，中央
红军长征途经此地段，遭受桂系军阀飞机轰炸，凭借这棵树，
红军与敌机顽强斗争。当时，这棵树被炸毁了树冠，遍布弹
痕。牺牲的红军指战员和战士被当地瑶民置于用木板打造的
简棺中，就近掩埋在古樟树后面。80多年过去，该树虽无主干，
树基空心，但依然枝繁叶茂。为了保护古樟树，当地政府在其
周围建了护栏。 ■记者 李成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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