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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扩大城市树木保护的范围! 促使城市居民更理性地了解和欣赏树木! 更好地关爱和保护树木! 积极参与

及推进城市森林建设! 以安徽省合肥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 以历史见证和社会文化为定性指标! 以树龄及活力%

树木体量% 树种% 立地位置% 美学价值等
4

个一级定量指标和树高% 胸径% 冠幅% 色彩等
-!

个二级定量指标构建

城市森林显著树评定指标体系! 以及综合量化评分的显著树认定方法! 将城市森林显著树定义为城市中体量大%

树型优美% 位置重要% 种类珍稀! 视觉上醒目% 突出! 且备受公众关注% 喜爱! 或具有较高历史文化内涵和美学

价值的树木& 在此基础上运用该认定方法! 认定合肥市主城区显著树共
!%

种
--!

株! 隶属
-$

科
!%

属! 是挂牌古

树数量的
4

倍多! 认定的显著树在树种分布% 年龄结构% 胸径% 空间分布% 常绿落叶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此方法是对古树名木的有效补充! 为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扩大对城市中树木个体资源的宣传保护和

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建议& 表
&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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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森林在改善和维护城市生态环境# 调和自然山水及建筑景观# 突出地域特色等诸多方面作用巨

大$ 树木在城市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9

"

$ 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宣传和保护越来越容易受到威胁% 随着中国城

市生态文明的持续发展& 以创建各级各类诸如 '生态城市( )园林城市( *森林城市( *宜居城市(

等!

#@A

"模范称号来推动城市绿化建设的举措卓有成效& 其中通常用绿化覆盖率+ 绿地率# 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BCD

"

# 林木绿化率!

:

"等指标来衡量城市植被绿化水平& 对树木个体的考核指标目前仅有古树名木保护

率!

9EC99

"

, 然而古树是稀缺资源& 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市区更是难以见到& 如上海市记录有
9 "DD

株古

树!

9#

"

& 平均约
7 F>

#才有
9

株古树, 除了古树之外& 城市中还有许多格外引人注目的树木& 或是树体巨

大& 或是树型特殊& 或是色彩丰富& 或是树种稀有& 或是带有传奇的故事& 它们虽不及古树年迈+ 不如

名木光彩& 但具有特殊价值, 美国城市林业中将类似的树木称为显著树-

*$&.8/( &0((1

.& 并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评选& 以此唤起公众对树木的兴趣+ 热情与关注/ 当前中国正处在以 *着力建设森林城市( 为目标

的城市生态建设热潮中& 引进 *显著树( 这个概念& 更有利于宣传绿色文明& 提高公众关爱树木的意

识& 进一步推进全民参与城市森林建设& 对中国森林城市的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研究选择安徽省合

肥市为研究区域& 从显著树的概念+ 内涵+ 意义+ 评选及管理开展具体研究& 旨在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

生物多样性& 弥补在城市森林规划+ 植被资源评价中树木个体相关考核指标的欠缺,

9

城市森林显著树的提出

在中国关于单株树木概念有古树名木& 行道树& 大树等, 其中古树名木是指 *树龄超过
9EE .

的树

木为古树& 国内外稀有+ 具有较高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 具有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为名木(

!

9E

"

0 大树则

指那些树体高大或胸径
#E 2>

以上& 或树龄较大的具有一定园林观赏价值的树种% 国外的相关概念包括

显著树+ 历史遗产树-

'(0)&.G( &0((1

.+ 大树-

8)G &0((1

.+ 冠军树-

2'.>;)$* &0((1

.等% 其中历史遗产树类似

于中国的古树名木% 通常是指一株巨大的+ 独特的树& 具有独特的价值& 是不可替代的!

9!

"

0 大树通常指

长势较大+ 屹立于生长环境中& 与周围其他树相比树形较大的树0 冠军树是指在某一地区& 某一种树&

树高或是胸径是最大的树!

97

"

%

国外的城市树木管理研究开展较早& 迄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树木管理已经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体

系% *显著树( 项目的形成和发展也正是基于对城市自然资源的关注% 显著树概念最早产生于美国
#E

世纪
DE

年代& 意指城市中 *醒目+ 体量大+ 优美+ 位置重要+ 历史悠久+ 稀有的树木(

!

9"

"

%

9:DB

年&

阿灵顿市开始正式立项确认和登记显著树& 并规定提名的显著树必须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即
!

达到

一定的尺寸或年龄-树高+ 胸径+ 冠幅.0

"

树种稀有0

#

历史上和重大事件+ 历史人物+ 地点有关等0

$

对社区有特殊意义!

9A

"

% 此外& 阿灵顿市还对显著树的评定程序作了具体规定1 推举显著树的个人向指

定的项目工作人员提交申请表格完成申请& 专职工作人员或志愿者到现场测量后作出相应评估& 向由志

愿者和专业人员组成的绿化委员会提出建议& 由委员会最终裁决& 认定的显著树记录存档& 并在专门的

网站上公布% 显著树评选成为城市公众积极参与的公益活动& 市民提高了保护树木的意识& 提升了对树

木这个城市特殊元素的感知和欣赏水平& 阿灵顿由此连续几年获得了美国树木城市的称号!

9A

"

% 显著树认

定成为美国城市林业的一项重要项目& 在多个城市实行& 评选过程逐渐完善%

#E

世纪
:E

年代& 奥克兰

市议会修订提名准则& 明确任何人或组织都可以提名
9

株树或
9

组树木候选显著树& 并申请评估% 同时

制定了包括累积因素+ 独立因素和消极因素的评价体系% 所提名的树木符合任何一个标准& 就可认定为

显著树!

9B

"

% 其中& 累积因素是对
9

株树或
9

组树木的胸径+ 树高+ 冠幅+ 立地位置等进行累积评估& 达

到
9

个累积得分值& 即为显著树0 独立因素是一项独立标准& 包括树的历史+ 社会文化等内容& 只要具

有这些独立因素的树木& 可不考虑其他因素而或为显著树0 消极因素则包括是否对人类健康或财产造成

负面影响+ 是否可得到长期的保护等& 负面效应抵消树木的评价得分!

9"

"

% 经过仅
!E .

的实施& 如今显

著树项目涵盖的范围和知名度远远超出了最初组织者的愿景& 显著树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包含的树木种

类范围非常广泛& 甚至还包括一些非常大的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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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城市森林显著树概念引入国内! 首先必须制定符合中国特点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在对国外显著树

的定性分析# 认定方法等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中国古树名木及城市绿化的现状! 将城市森林显著树定义

为城市森林中体量大# 树型优美# 位置重要# 种类珍稀! 视觉上十分醒目# 突出! 且备受公众关注# 喜

爱! 或具有较高历史文化内涵和美学价值的树木" 与现行的古树名木体系强调树木的年龄和历史文化的

稀缺性不同! 显著树综合考虑了城市树木的体量# 树种# 立地位置# 美学价值等因素! 不仅有定性的评

判还有定量的评估! 扩大了城市单株树木资源保护的范围! 对古树名木是一个有效的补充和完善" 认定

显著树的目的在于促使人们更理性地了解和欣赏树木! 鼓励人们更好地关爱和保护树木! 从而积极参与

及推进城市森林建设"

!

研究地区概况

研究区域为安徽省合肥市一环路以内的主城区! 面积为
!& '(

!

!

)#!%$"*)+!,$"-

!

++.!++"*++.!!!"/

"

合肥市是首批命名的国家级园林城市# 国家森林城市! 绿化覆盖率为
%,0!1

! 城市绿化树种有
%,&

余

种" 本研究范围属合肥老城区! 具有良好的绿化基础! 树种组成丰富! 有许多高大乔木! 树冠覆盖率达

#.1

! 拥有环城公园# 逍遥津等公园以及安徽大学# 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校园"

)

研究方法

采用
!&#2

年合肥市卫星遥感地图! 了解研究区绿地分布的格局! 确定调查线路及具体调查地点!

在实地调查中初步筛选提名显著树! 记录树种类型! 测量树高# 胸径# 冠幅! 评测生长势# 树龄及历史

文化等各项指标! 树种珍稀度参照当地珍稀濒危植物数据库及 $中国珍稀濒危植物数据库%" 应用全球

定位系统&

345

'定位所有观测的树木位置! 并从多角度拍摄照片! 建立备选的显著树样本库" 然后根据

所建立的城市显著树认定方法! 进行二次筛选! 最终确定显著树"

!"#

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定义! 从显著树主题# 特征# 定性定量指标# 功能与核心价值等方面! 筛选涵盖树木特征# 历

史# 文化# 生态等方面的多项指标! 通过向有关专家咨询# 比较国外相关文献! 提出包括定性和定量的

指标体系! 分别为
.

个一级指标#

+$

个二级指标"

)0+0+

定性指标 树木除了自然属性外! 还有因人们情感的需要&文化的# 精神的# 思想的'而赋予的某

种特定的历史# 社会及文化内涵(

+$

)

" 本研究选择历史见证和社会文化作为一级定性指标" 其中历史见证

&

6

+

'包括
)

个二级指标* 历史见证&

7

+

'! 即树木与某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相联系而引人注意+ 历史标

识&

7

!

'! 即树木伴随城市建设发展及政治兴衰+ 历史文化&

7

)

'! 即树木反映了地域的历史文脉特色" 社

会文化&

6

!

'包括
)

个二级指标* 纪念意义&

7

%

'! 即因某件特殊事件而栽植的具有纪念性的树木+ 典故

&

7

,

'! 即树木带有奇闻异事# 传说+ 乡愁&

7

2

'! 即树木反映了社会群体的共同记忆" 作为定性指标! 满

足任意二级指标之一的提名树木! 便可以认定为显著树&表
+

'"

)0+0!

定量指标 选择树龄及活力# 树木体量# 树种# 立地位置# 美学价值等
,

个一级定量指标&

6

)

*

6

.

'! 其下再细分树龄# 生长状况# 病虫害状况# 胸径# 树高# 平均冠幅# 珍稀度# 种质资源情况# 视

觉贡献# 立地位置重要度# 树型# 色彩等
+!

个二级定量指标&

7

.

*7

+$

'&表
+

'" 然后给树木的每项指标赋

予一定分值! 将各项指标得分进行累加! 达到一定的阈值才能称为显著树"

!"$

认定方法

)0!0+

定性认定 定性指标界定的是树木的历史文化价值! 用 $是&

8

'# 否&

-

'% 的方法! 当一株树满

足
7

+

至
7

2

任意指标之一! 便可以认定为显著树"

)0!0!

定量认定 通过评分法进行量化
9

分值采用
,

分制
9

以 $

,9 %9 )9 !9 +

% 的等级分值分别代表好# 较

好# 一般# 较差和差"

7

.

到
7

+$

的每个指标最高分值均为
,

分! 单株树木定量评价总得分最高为
2"

分"

通过对提名的显著树进行打分! 借鉴奥克兰市的显著树提名准则(

+:

)

! 取中值及以上分数作为评价显著树

的标准" 计算方法* 树木总得分
!

;

<!

6)

=!

6%

=!

6,

=!

62

=!

6.

+ 式中每项
6

指标值为其各项
7

指标值之和! 如

!

6)

<!

7.

=!

7$

=!

7:

+ 以此类推" 当一株树木评估总得分达
)"

分及以上便可以认定为显著树&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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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城市显著树指标体系表

$%&'( ) *+%',%-./0 .01(2 /3 0/-%&'( -4((5

目标!

6

" 性质 一级指标!

7

" 二级指标!

8

"

城市显著树的指标体系 主观定性 历史见证
7

)

历史见证
8

)

历史标识
8

#

历史文化
8

!

社会文化
7

#

纪念意义
8

9

典故
8

"

乡愁
8

:

客观定量 树龄及活力
7

!

树龄
8

;

生长状况
8

<

病虫害状况
8

=

体量
7

9

胸径
8

)>

树高
8

))

平均冠幅
8

)#

树种
7

"

珍稀度
8

)!

种质资源情况
8

)9

主观定量 立地位置
7

:

视觉贡献
8

)"

立地位置重要度
8

):

美学价值
7

;

树型
8

);

色彩
8

)<

9

结果与分析

通过实地踏查和定量指标计算# 初选的显著树共
#)"

株$ 根据上述指标评价体系# 得出具有历史见

证价值的
)<

株# 社会文化价值显著的
!

株# 此
#)

株直接认定为显著树% 余下的
)=9

株按定量指标计

算# 结果得分在
!>

分及以上的共
=)

株# 其中
9)?9"

分的有
)#

株#

!:?9>

分的有
#;

株#

!>?!"

分的有

"#

株% 得分
!>

分以下的
)>!

株$ 得最高
9"

分的是
)

株雪松
!"#$%& '"(')$)

# 位于合肥市稻香楼宾馆#

其树龄约为
;> %

# 胸径
=" @A

# 树高
#! A

# 冠幅
# A

# 树体高大# 树形优美# 极为壮观# 引人注目$ 得

分低于
!>

分的主要原因是树木长势差# 树型不够美观# 体量小# 位置不够醒目等# 如环城西路的
)

株

鹅掌楸
*+$+('",'$(, -.+,",&"

# 胸径
)= @A

# 树高
; A

# 冠幅
" A

# 秋天叶子变黄# 由于长势不佳& 体量

较小等# 得分为
);

分$ 最终# 筛选出合肥市主城区的显著树共
))#

株!表
!

"$ 合肥市主城区的挂牌古

树共
#)

株# 本研究所筛选出的显著树是挂牌古树数量的
"

倍多# 是对古树名木的有效补充和完善$

))#

株显著树隶属
)<

科
#!

属
#!

种# 其中松科
B.0%@(%(

# 榆科
C'A%@(%(

# 大戟科
*,DE/4&.%@(%(

#

杨柳科
F%'.%@(%(

# 木兰科
G%H0/'.%@(%(

分别有
#

种# 其余科仅
)

种$ 种类分布最多的为枫杨
/0"$(-)$1)

&0",(2"$)

!

##

株"# 占
)=I:J

# 依次为榔榆
345%& 2)$6+7(4+)

!

=

株"# 圆柏
8)9+,) -.+,",&+&

!

<

株"# 樟树

:+,,)5(5%5 -)52.($)

!

<

株"# 加杨
/(2%4%& -),,'",&+&

!

<

株"# 二球悬铃木
/4)0),%& )-"$+7(4+)

!

<

株"# 占

总数的
!:I:J

# 余下的占总数的
9#I<J

% 在
#!

种显著树中# 乡土树种
)9

种# 占
:>I=J

!表
!

"$ 因历史

和社会文化价值评定为显著树的有
#)

株# 树龄都在百年以上# 是合肥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见证了城市

的古老沧桑# 成为人们共同的记忆# 其中最显著的是安徽省委宿舍院内的
)

株古银杏
;+,<=( 9+4(9)

# 树

龄
!#; %

# 为此次调查树种中年龄最高的# 树高为
#> A

# 胸径
=< @A

# 冠幅
)< A

# 树体高大# 枝繁叶

茂% 因树种原因评定为显著树的有
)

株白杜
>%(,15%& 9%,="),)

# 为合肥地区乡土树种# 现已十分罕见#

其树龄
)"" %

# 位于一个住宅小区# 树高为
= A

# 胸径
#> @A

# 冠幅
)> A

% 因生长位置和树木体量因素

评定为显著树的共有
;"

株# 它们主要分布在道路交口& 广场& 公园等位置重要& 人流较多的地方# 同

时树体高大# 树形优美# 较为醒目% 因观赏价值而评为显著树的共
)"

株# 它们树型优美# 色彩优美#

富于变化# 极具观赏价值# 常引人驻足欣赏$

对评定的显著树做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主城区显著树在年龄结构& 胸径分布& 空间分布& 常绿
K

阔

王嘉楠等' 城市森林显著树的认定及分布特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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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城市显著树定量指标评分表

'()*+ ! ,-(./0/(/01+ 0.2+3 45 .4/()*+ /6++7

8 9

得分

: ! ; % <

树龄及活力!

8

;

" 树龄!

9

=

"

>( !"?%" %:?@" @:?$" $:?:"" !:""A

生长情况!

9

$

" 树木长势差 树木长势较差 树木长势一般 树木长势较好 生长旺盛# 长势好

病虫害状况!

9

B

" 有严重的病虫害
有明显的病虫

害
病虫害一般 有少量病虫害 无病虫害

体量!

8

%

" 胸径!

9

#&

"

!>CD !＜&E! &F!"!＜&F< &F<"G＜&F$ &F$"!＜:F! !!:F!

树高!

9

::

"

">D "＜:& :&""＜:! :!""＜:< :<""＜:B "!:B

冠幅!

9

:!

"

!>D !＜:& :&"!＜:! :!"!＜:< :<"!＜:B !!:B

树种!

8

<

" 珍稀度!

9

:;

"

未列入数据库 #

常见

未列入数据库#

一般可见
三级保护 二级保护 一级保护

种 质 资 源 情 况

!

9

:%

"

AA

外来和人工栽

培
外来和自然野生 乡土和人工栽培 乡土和自然野生

立地位置!

8

@

" 视觉贡献!

9

:<

"

距离 观赏 人 员

远# 观赏机率小

距离观赏人员

较远 # 观赏机

率较小

一般醒目# 距离

观赏人员适中 #

观赏机率一般

较醒目# 距离观赏

人员较近# 观赏机

率较大

醒目# 距离观赏人

员近# 观赏机率大

立地位置!

9

:@

"

私人庭院或水沟

旁

居住区 # 企事

业单位

城市次要道路 #

中小学等

城市主要道路# 高

校等

公园# 广场# 名胜

古迹等

美学价值!

8

=

" 树型!

9

:=

"

树型毫无美感可

言# 树枝凌乱

树型不具美感#

吸引力和感染

力较弱

树型一般# 在群

落中不突出$ 醒

目

树型优美# 吸引力

和感染力一般# 在

群落中一般突出和

醒目

树型优美# 具有较

强的吸引力和感染

力# 在一个群落中

特别的突出和醒目

色彩美!

9

:$

"

树叶有病斑$ 黄

叶等# 毫无美感

可言

枝叶色彩不鲜

明 # 观赏性较

差 # 在群落中

不具有辨识度

枝叶生长良好 #

观赏性一般# 在

群落中不突出 $

醒目

树木整体色彩优

美# 富于变化# 具

有一定的观赏性 #

在一个群落中一般

突出$ 醒目

树木整体色彩优

美# 富于变化# 具

有很高的观赏性 #

在一个群落中特别

的突出$ 醒目

说明%

A

树龄
!:&& (

为古树# 可直接评定为显著树&

AA

种质资源情况考虑到乡土树种的适应性要比外来树种的适应性高#

自然生长的要比人工栽培的经济# 因此# 乡土植物的得分高于外来植物# 自然生长的树种得分高于人工栽培的树种&

该指标评分项共
%

项# 从
!

分起评

叶比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从年龄结构上# 大多树龄在
%& (

以上# 其中
:&& (

以上的有
!:

株#

$:?

:&& (

的有
;

株#

@:?$& (

的有
!!

株#

%:?@& (

的有
!=

株#

!&?%& (

的有
;B

株' 从胸径分布上看# 大多

在
@& CD

以上# 其中在
:!& CD

以上的有
%

株#

B&?:!& CD

的有
:%

株#

@&?B& CD

的有
%=

株#

;&?@& CD

的有
;B

株' 从不同用地类型的空间分布上看# 公园$ 居住区数量较多# 分别为
=:

株#

:;

株# 占总数

的
=<H

!表
%

"' 此外# 评定的显著树中# 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比为
!@!=%

&

<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城市森林研究中引入显著树的概念# 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评选显著树的方法& 目的

在于弥补在城市森林规划$ 植被资源评价中树木个体相关考核指标欠缺# 同时有利于宣传绿色文明# 提

高公众对树木的保护意识& 城市显著树的评选# 理论内涵要符合中国城市生态的发展要求# 同时可进一

步激发市民对城市绿化成果的关注# 客观科学地欣赏和关爱树木# 更好地保护树木&

显著树的理论和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 本研究对显著树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认定借鉴了美国同类项目

的经验# 今后还需要在准确解读其理论的深层内涵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可以研究符合中国不同地域$ 不

同特色城市的具体实施策略' 进一步增加评价权重的设置# 增强评价体系的客观性# 发挥多因子评价体

系的优势# 以促进该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此外# 还应细化市民投票选举指标# 设计市民打分评选的

程序# 达到指标的城市树木可以申请显著树& 显著树可以作为新的城市树木的管理和保护方式在全国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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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合肥市主城区显著树一览表

$%&'( ! )*+, -. /-,%&'( ,0((+ */ ,1( 2(/,0%' %0(% -. 3(.(* 4*,5

种名 科 生活型 乡土树种 数量
6

株 占总数的比例
67

枫杨
!"#$%&'$(' )"#*%+#$'

胡桃科
89:'%/;%2(%(

落叶乔木 是
## <=>?

榔榆
,-./) +'$012%-13

榆科
@'A%2(%(

落叶乔木 是
= B>C

圆柏
4351*3 671*8*)1)

柏科
49D0(++%2(%(

常绿乔木 是
= B>C

樟树
91**3.%./. 63.+7%$3

樟科
)%90%2(%(

常绿乔木 否
B E><

加杨
!%+/-/) 63**:8*)1)

杨柳科
F%'*%2(%(

落叶乔木 否
B E><

二球悬铃木
;-3"3*/) < 368$12%-13

悬铃木科
G'%,%/%2(%(

落叶乔木 否
B E><

银杏
=1*>?% 51-%53

银杏科
H*/I:-%2(%(

落叶乔木 否
? ">J

雪松
98:$/) :8%:3$3

松科
G*/%2(%(

常绿乔木 否
? ">J

重阳木
@1)&7%21' +%-(&'$+'

大戟科
K9D1-0&*%2(%(

落叶乔木 是
" J>"

构树
@$%/))%*#"1' +'+($12#$'

桑科
L-0%2(%(

落叶乔木 是
" J>"

国槐
A%+7%$' B'+%*1&'

豆科
)(:9A*/-+%(

落叶乔木 是
J !>?

垂柳
A'-1< C'C(-%*1&'

杨柳科
F%'*%2(%(

落叶乔木 是
J !>?

朴树
98-"1) )1*8*)1)

榆科
@'A%2(%(

落叶乔木 是
J !>?

广玉兰
D'?*%-1' ?$'*:12-%$'

木兰科
L%:/-'*%2(%(

常绿乔木 否
! #>E

鹅掌楸
E1$1%:8*:$%* 671*8*)8

木兰科
L%:/-'*%2(%(

落叶乔木 否
# <>B

麻栎
F/8$6/) '6/"1))1.'

壳斗科
M%:%2(%(

落叶乔木 是
# <>B

白皮松
;1*/) 5/*?8'*'

松科
G*/%2(%(

常绿乔木 否
< C>=

乌桕
A'+1/. )85128$/.

大戟科
K9D1-0&*%2(%(

落叶乔木 是
< C>=

白杜
G/%*(./) 5/*?83*3

卫矛科
4('%+,0%2(%(

落叶乔木 是
< C>=

女贞
E1?/)"$/. -/61:/.

木犀科
N'(%2(%(

常绿乔木 是
< C>=

罗汉松
;%:%63$+/) .36$%+7(/)

罗汉松科
G-;-2%0D%2(%(

常绿小乔木 否
< C>=

毛泡桐
;3/-%H*13 "%.8*"%)3

玄参科
F20-D19'%0*%2(%(

落叶乔木 是
< C>=

苦楝
D8-13 3I8:3$367

楝科
L('*%2(%(

落叶乔木 是
< C>=

合计
<<# <CC>C

表
"

合肥市主城区显著树分布表

$%&'( J O*+,0*&9,*-/ -. /-,%&'( ,0((+ */ ,1( 2(/,0%' %0(% -. 3(.(* 4*,5

场所类型 数量 占总数的比例
67

场所类型 数量 占总数的比例
67

公园
E< ?!>J

风景名胜
J !>?

居住用地
<! <<>?

机关团体
! #>E

道路
= B>C

宗教用地
< C>=

学校
B E><

公共设施用地
! #>E

市推广! 在有条件的地区分级开展显著树的认定" 如公园# 街道# 居住社区# 企事业单位等" 逐步构建

城市森林显著树的样本库" 并立法保护$ 在树木文化方面" 深度挖掘城市树木历史文化内涵" 让城市居

民能 %记得住乡愁&$ 在评选程序方面" 加强显著树的宣传和推广" 制定合理的显著树评选体系" 创新

公众参与树木保护管理的形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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