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阴沉木堪称植物界的大熊猫，可谓

寸木寸金，被海内外誉为“东方神木”。

两年前安庆打捞出水数量惊人的阴沉

木，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在安庆

市国土局登记储备的阴沉木数量是

152棵，而记者在现场看到的阴沉木不

足20棵，除掉已明确运往省博物馆的

42棵，尚有近百棵阴沉木去向成谜。

在现存的阴沉木堆放地点，记者看到了明显

盗取的痕迹。一名居住在附近的船员告诉记者，

不时发现有人将阴沉木锯走，但从未有人阻止。

“这种情况是存在的，一年多前，村里就没再

专门请人看守了，请人是要付工资的，这笔钱谁

出？”袁江村治保主任张乾庆坦言，当时阴沉木打

捞上来后，当地政府提出阴沉木属于国家，让村委

会从村民手中收集起来。当听说政府要把这些阴

沉木给拉走，村民们就提出要求给予补偿，因为当

时没有拿到补偿，就没让拉走。为此村里做了大

量的工作，陆续也花去了90多万元钱。

张乾庆说，这笔钱在政府部门的协调下，先由

安庆市国土局支付村里60万元，但到目前为止，

村里实际只拿到了40万元。

记者提出查阅阴沉木出入的数量统计时，张

乾庆表示村里并没有账目，从没有统计过，但当时

的确是有100多棵，省博物馆通过安庆市国土局

拉走42棵。

“现场剩下的不足20棵，算上省博物馆拉走

的42棵，也还有大量的阴沉木去向不明，究竟是

谁拉走了？”

“这些阴沉木归政府的，政府指定国土局负

责。所以只要国土局来人拉，我们就放行，他们想

拉走就拉走。”张乾庆说。

村委会：村里没有明确账目

安庆市国土局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该局登记储

备的阴沉木数量是152棵，并向上级国土部门做了汇

报，具体负责此事的是该局矿产资源科郝科长。

11月23日，记者联系上郝科长。听明记者的采访

要求后，郝科长首先否认该事是由其负责，“阴沉木不算

矿产和化石，这件事本就不该我们来管，我们只是在帮

市博物馆的忙。”

郝科长说，当时阴沉木打捞上来后，安庆市博物馆

想要拉去做景观树，但因为阴沉木不属于文物，博物馆

无权收走。于是博物馆找到国土局，提出由国土局帮

忙，因此，矿产资源科就在前期介入了。

但后来，由于媒体的广泛关注，郝科长也意识到他

们的做法不妥，阴沉木不是政府固定财产，所以无法保

护，有老百姓还在与政府打官司。“大约在两个月前，由

市政府出面协调，将阴沉木交由安庆市园林局处理。”郝

科长说。

“阴沉木数量有多少？你们拉走了多少？”记者问道。

“我们没有统计数量，只是在去年夏天协助省博物

馆拉走了42棵作为观赏树。”郝科长说，听说市博物馆

拉了一些。

国土局：我们是在帮助博物馆

随后，记者采访了安庆市博物馆姚馆长，对此，他的

回答是：没有。

姚馆长说，在他们博物馆的院子里，是有几棵阴沉

木，但那是水上派出所从村民手中收缴后，直接送到博物

馆的，并不是由袁江村委会从村民手中收集的。

“之所以找市国土局帮忙，的确是想要在新建的博

物馆门前，用阴沉木建成景观树。”姚馆长说，阴沉木不

属于文物保护范畴，否则就不需要找国土局出面。由于

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对阴沉木缺乏严格界定，想管的往往

无能为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馆设计了打造阴沉木湿地

生态文博园的初步方案，他们认为将阴沉木进行“移植”

保护，融入新石器时期薛家岗文化和地方民俗元素，使

其展现出自然、美学、教育、文化、精神、旅游等功能，营

造出独特的安庆阴沉木湿地文化，以良好的生态环境、

优美的自然景观等，形成市民休闲的好场所，让其保留、

传承物质和非物质、自然和人文的安庆远古文化。

但姚馆长的心愿最终还是落了空，据其介绍，这批出

水的阴沉木安庆市博物馆一棵也没得到，原因是没钱，

“就算政府同意博物馆用阴沉木建景观林，那也是需要钱

来投资的，阴沉木的妥善保护是需要成本的。”

市博物馆：没从袁江村村民手中收集阴沉木

记者与安庆市园林局取得了联系，负责该事件的技

术科严科长告诉记者，园林局在一两个月前才接手此

事，也不清楚具体的数目情况，保护方案刚刚制定完毕，

已报送市政府审批。

但严科长向记者透露说，在处理意见上，目前有两

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交由博物馆做旅游项目，阴沉木做木做

成景观的确很好看成景观的确很好看；；另一种意见是搞雕刻另一种意见是搞雕刻，，不久前市里不久前市里

派出相关人员还去了四川派出相关人员还去了四川，，考察阴沉木做成家具和雕刻考察阴沉木做成家具和雕刻

的市场价值的市场价值。。

““不能淋雨不能淋雨，，不能暴晒不能暴晒，，不能受冻不能受冻，，不能丢失不能丢失。”。”严科严科

长说长说，，会尽快对这批天价阴沉木进行调查并保护会尽快对这批天价阴沉木进行调查并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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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闻背后的故事

谁弄丢了百棵“东方神木”？
无人看管亦无相关登记数据，相关部门均表示不知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