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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介绍最新一
次古树名木普查情况：南京现有古树名木总数达
2215株，新增古树名木133株，总体生长良好。

南京市绿化园林局一级调研员袁必新介绍，
普查结果摸清“绿古董”家底，为今后古树名木
保护复壮和精细化管理提供数据依据。

钟山风景区“绿古董”最多
古树名木是穿越时空、承载城市记忆的“活

化石”。
古树是指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

指树种稀有珍贵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研
究价值和重大纪念意义的树木。

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古树名
木资源，为摸清“绿古董”家底，每五年一次的
普查已持续开展了七轮。

此次普查在各区古树名木主管部门的配合
下，共有40多位普查人员深入全市17处普查区
域，460 多处公园景区、学校、名人故居等地，
对现存的2082株古树名木逐树核对，修正原有
树木自然属性数据。

此轮普查结果显示，南京“绿古董”分布情
况为，建邺区 6 株、鼓楼区 145 株、秦淮区 88
株、玄武区 247 株、雨花台区 18 株、栖霞区 46

株、江北新区 13 株、江宁区 29 株、浦口区 9
株、六合区 8 株、溧水区 21 株、高淳区 32 株、
中山陵园管理局1318株、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
局 54 株、玄武湖公园 36 株、燕子矶公园 7 株、
莫愁湖公园5株。

南京“绿古董”分布最多的区域是钟山风景
区，树龄最老的是溧水石湫街道上方村一株1800
多年的古银杏。

普查新发现的133株古树名木主要分布在南
京中山植物园、钟山风景区、燕子矶景区以及鼓
楼、玄武、栖霞、浦口、溧水等区域；主要树种
为二球悬铃木、青檀、南京椴、雪松、银杏等。

“绿古董”一树一档案
南京古树名木枝繁叶茂、数量众多的背后，

是自然禀赋的馈赠，也是精心保护的结果。
南京为古树名木构建一树一档数据库，做

到不落一树、不漏一木，每一株古树名木均由专
人负责、定期巡查，跟踪记录树木生长状况。

各管理单位还会根据评估，做好古树名木的
浇水施肥、修剪、疏果、病虫害防治等复壮措
施，对部分树木设置围栏、增加支撑、安装避雷
针等进行保护。

今年3月至11月，南京市绿化园林局组织南
京市测绘院、南京园林行业协会和相关古树名木
专家，对南京6个主城区、5个郊区和江北新区
以及中山陵等景区、公园范围内古树名木进行拉
网式摸底，全面复核现有古树名木树种、位置、
生长环境等信息。

此轮普查结果显示，南京古树名木总体生长
良好，个别长势衰弱的树木通过保护复壮措施，
树势得到一定恢复。例如，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
内树龄 1500 多年的“六朝松”，经专家多次会
诊，并聘请专家级养护队伍负责树木的日常管
养，不断改善其生境，采取综合复壮措施，古树
现已萌发新芽。 来源：新华日报

南京新增古树名木133株
总数达2215株

12月18日下午，记者从“数字游民旅居共创丽水
计划”发布会暨“青年丽水杯”数字游民社区运营全国
邀请赛颁奖仪式上获悉，丽水市委人才办等九部门推
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发展八条措施》，全域招引数
字游民。

数字游民一般是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
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生活方式的个体。丽水推出
的《措施》涵盖便捷数字游民来丽水、助力数字游民游
丽水、给予数字游民激励、支持数字游民基地建设、鼓
励引进专业团队、鼓励数字游民入乡发展、强化数字游
民创业支持、优化数字游民就业服务等八方面。丽水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说，这八条举措都是真金白银、真心
实意，希望数字游民在丽水做成想做的事。

其中《措施》将新培育的数字游民基地（社区）纳入

“丽水山居”项目，最高奖补达20万元；支持数字游民
申报“绿谷精英·创新引领行动”创业项目，免费提供不
超过300平方米的创业场所，最高给予1000万元资助
资金和1000万元额度内贷款贴息；支持数字游民参与

“丽水山耕”品牌建设，助力品牌推广、农产品销售等，
最高给予不超过30万元的奖补；推出“DN丽水”小程
序，提供零门槛申请入住、全域数字游民社区流动、创
业资源对接、交友交流互动等服务。

截至目前，缙云新西坑—云栖青年＋社区、遂昌天
工之城—Cohere社区、莲都古堰画乡—52赫兹社区、
云和梅源—数字梅花源社区、松阳松庄基地、莲都下南
山基地等首批运营的6个基地，先后招引入驻数字游
民400余人次。

来源：人民网

丽水出台八条措施招引数字游民

12 月 17 日，国家移民管理局
决定进一步改进优化过境免签政
策，宣布自即日起将过境免签外国
人在境内停留时间由原72小时和
144 小 时 均 延 长 为 240 小 时（10
天），新增21个口岸至60个为过境
免签人员入出境口岸，过境免签的
外国人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
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旅行。

政策实施后，杭州萧山、宁波
栎社、温州龙湾、金华义乌国际机
场，温州、舟山海港口岸（客运）等6
个口岸均可适用过境免签政策，过
境免签停留时间为 240 小时。其
中，温州龙湾、金华义乌国际机场
为此次新增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
岸。免签过境人员在浙江停留范
围为全省行政区域。

记者从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
总站了解到，温州机场、义乌边检
站已针对新增过境免签政策适用
口岸要求划定专区办理临时入境
许可，增开过境免签人员通道，为
过境免签旅客提供高效服务。同
时，全省边检机关还结合口岸流
量、场地条件等情况，精准布设、修
改相关标识，印刷240小时过境免
签政策停留区域提示单，会同航空
公司等单位开展政策宣介，确保符
合条件的外国人顺畅通关。

来源：浙江日报

浙江过境免签政策
适用口岸增至6个 人民网芜湖12月19日电（记者 苗子健）近日，在

安徽芜湖港，记者看到，集装箱运输车辆在港区穿梭忙
碌；一辆辆“安徽造”汽车正在依次进入滚装船，即将远
销海外。据了解，今年以来，安徽芜湖港集装箱业务提
质增效，1月至11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49.34万标准
箱，同比增加15.47%；汽车滚装货运量屡创历史新高，
1—11月完成滚装量21万辆，同比增长6.3%，预计今年
将达到22.6万辆。

近年来，芜湖港深入推进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
港口建设，加快传统码头向智慧港口升级步伐。通过
新建长江内河首个无人化集装箱智能堆场，芜湖港场
桥单机作业效率提升 50%，无人闸口通行效率提高
75%，实现港区“物流自动化、服务便捷化、管理高效
化”；建成智慧物流综合服务平台，集装箱生产进入单
证无纸化交接模式，无纸化业务受理量超 90%，效率

提升 20%；搭建港航区块链电子放货平台，进口电商
货物港航单证平均办理时间由 2 天缩短至 4 小时以
内。

科技赋能 加速“皖货”出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