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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珍

3月31日，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内
的PM2 . 5值是93，4月1日为74，刚下完雨的4
月2日为38，在寿光15个镇街区中名列前茅。
按照细颗粒物标准，PM2 . 5值在35至75之间，
空气质量为良。

“这是我们持续造林绿化带来的生态利
好。”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管委会主任韩效启
说，目前，双王城的绿化面积达到了4万亩，
有效地起到了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效
益。今年，该园区将对李大路、长征路、卧甲
路等县乡道路做好补植工作，完成国土绿化
6000亩。

像养孩子一样种树

4月10日上午，王英学来到双王城洰淀湖
南面的白蜡树基地，逐一查看树苗的种植情
况。王英学告诉记者：“刚刚种下的树苗很脆
弱，像养孩子一样，必须小心呵护，才能确保
成活率。”

王英学是潍坊海辰建筑工程公司的员工，
现在负责该公司在双王城3个林场600亩的白蜡
苗基地。

“房地产不景气，国家市政工程减少了，
我们公司把一部分资金投入到苗木种植中。”
王英学说，去年底，海辰建筑以每亩400元的
价格流转了600亩土地，计划发展成为国内最
优质的白蜡苗木基地。

2013年以来，直径3厘米的白蜡苗价格持
续下滑，为苗木种植带来利好。但600亩地第
一次需要投入400万元，而且前3年看不到效
益。“有一定的风险，主要是未来的市场预期
不确定。技术方面，我们与省林科院白蜡研究
所合作，能较好地解决生长、发病等难题。”
王英学说。

目前，省林科院白蜡研究所在双王城设有
一个专门研究白蜡树在盐碱地生长情况的基
地，研究提高白蜡树的抗涝、抗旱能力。

除了白蜡，王英学还种植了3000棵中山
杉。“试种一下，看看能不能适应寿北的土壤
气候条件。如果成功了，可以大规模种植。”
王英学说，中山杉在南方多有种植，树干挺
直，树形美观，树叶绿色期长，耐盐碱、病虫
害少，生长速度快。

在海辰建筑苗木种植基地附近，已有数十
户农户跟随海辰建筑种植苗木，面积达1000
亩。

双王城的土地是盐碱地，植树造林的成本
较高。为此，双王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绿化工
程。

目前，双王城有20多家种植营销大户和林
业合作社。这些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获
得土地，与农户签订合同书，按照政府绿化要
求进行植树活动。

大户种树享补贴

去年冬天，双王城寇家坞二村的党支部书
记于均华还在纠结来年种啥。听说种植200亩
成方连片具有公益林性质的苗木，就可以每亩
获得500元的补贴，他立即打定主意种树。

从今年起，寿光市将给予具有生态公益林
性质的植树造林，按“林苗一体化”标准造林
的，每亩每年补助500元，最多可补助10年。

近年来，寿光为吸引社会力量造林，坚持
以政府补助为引导、企业大户为主体的市场运
行机制，鼓励林业加工企业和种植大户特别是
龙头企业投资造林绿化，鼓励农民以地入股与
企业、大户合作造林，建立商品林基地和企业
原料林基地，实现“社会得生态，企业得效
益，群众得实惠”。

“盐碱地上的习惯是种棉花，虽然种棉花
这几年收入偏低，但种别的，心里还是没有
底。”于均华曾考虑过种植玫瑰，但由于种种
原因放弃了。

现在，于均华以每亩350元的价格租来较
差的地，种上白蜡树、柿子树、柳树，还有中
山杉。

“光树苗就要32万元，算上租金、化肥、
用工、打井等成本约50万元。以后每年还得有
10万元的管理费用。”于均华说，“种树是个
长期投资，要有耐心。”

于均华还打算发展林下经济，养鸡养鱼。
他考察过，现在一个笨鸡蛋2元钱，一只小笨
鸡能卖100多元。

盐碱地种树没问题

于均华的信心部分来自于本村的于秀城。

10年前，于秀城就开始种植白蜡树苗，现在已
经有600亩白蜡苗基地，200万棵白蜡苗。他还
联合了十多家苗木种植户，成立了秀城苗木合
作社。

于秀城第一次种植白蜡时，因为经验不
足，苗子都死了。失败了，反而激起于秀城的
好奇心。他潜心学习白蜡种植的知识，研究土
壤状况。如今，于秀城种植的苗木成活率达到
99%。

以前的盐碱地，甚至连黄蓿菜都不生长。
于秀城用推土机把土地平整，再用灌溉方式把
碱压下去，把土地的含盐量从千分之六降至千
分之二，苗木开始生长了。为了种树，于秀城
把所有的家当都投进去，每年光支付土地租
金、人工费用就约100万元。

于秀城告诉记者：“现在我的技术进步
了，在千分之三含盐量的地上都可种出白蜡
树。”

双王城国土绿化面积在寿光各镇街区的考
核中，连续3年名列第一。

韩效启说：“种树不能像撒芝麻盐似的零
零散散，而是要集中连片。如今荣乌高速以南
1000多亩的树木初步成型，双王城水库周边已
经郁郁葱葱，西外环路边的绿化带让人赏心悦
目。”

2011年底，适逢下雪，韩效启来到刚成立
的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时，路上看不到几个行
人，路边也找不到几棵树木，满目荒凉。如
今，大小树木随处可见，鸟儿在田间树林飞
翔。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艳

在寿光市银海路的槐香公园，大理石围起
的坛子内，生长着一棵2000多年的古槐。

4月7日，记者来到这里时，看到古槐枯瘦
的树干向西南方向斜倚着，树干中空，似乎只
余老皮，有凭空欲飞之状。初春时节，树的新
叶正在萌发，条条树枝向上生长。刚刚下过雨
的空气里，薄雾飘绕，几只鸟儿嬉戏其间，啾
啾喳喳。

在此遛鸟的寿光居民王启丰告诉记者：
“这树老着呢，比寿光城都早。”

寿光民间有“先有老槐荫，后有寿光城”
之说。《寿光古树名木》记载，古槐位于寿光
城小东关，此处系宁国寺故址所在地。千年古
寺，迭经战火，至民国时已破坏殆尽，仅剩断
壁残垣及六棱唐碑一块。碑上刻有唐代书法名
家褚遂良手笔，称古槐系汉槐，并记载了“张
飞拴马”的故事。

古槐栓过张飞马

寿光民间流传：东汉末年，叛军作乱，将
北海（今寿光）太守孔融团团围住，剑拔弩

张，情势危急。孔融派人持其亲笔信，星夜驰
往平原向刘备求救。当时孔融为“建安七子”
之一，名播四海。刘备见信，看到孔融瞧得起
自己，很是感动，遂携关羽、张飞，点兵三
千，直奔北海，救下孔融。其间，张飞曾在宁
国寺此槐拴马。“张飞勒马看古槐”，传颂至
今。

在寿光百姓心中，古槐为吉祥之木，槐树
也是寿光市树。

传说明万历年间，有一书生进京赶考，途
经寿光，留宿一晚，梦见一须发皆白的老者悲
呼“脚寒”。考生问其住处，对方言“城东二
里”。第二天，书生在城东遍寻老者不遇，唯
见宁国寺中一古槐斜插云天，粗大的树根压满
了冰雪。书生不假思索，便借来铁锨为古槐铲
雪培土，一直将树根埋好。当天晚上，书生梦
见那位老者前来致谢：“多亏公子为我添了鞋
袜，使我免受脚寒之苦。我见你心地善良，一定
要把你送到榜上。”果然，此生三场不落，中了
状元。衣锦还乡时，他特地到寿光叩谢古槐。

据说，古槐最盛时，浓荫如大伞，庇荫大
半个寺院。后古寺无踪，只有槐树生机盎然。
1983年，寿光县人民政府将古槐定为重点保护
古木。

2002年，寿光人绕古槐栽下16个品种100
多株槐树，建成了占地5000平方米的槐香公

园。今日古槐，势如盘龙腾飞，苍枝劲健，绿
意葱茏。风刮得再大，树干也纹丝不动。更令
人称奇的是，树洞中生出一株小槐树，已粗如
手臂，百姓美其名曰：怀（槐）中抱子。

银杏曾被日寇砍

在寿光城西南11公里的张家寨子村，立着
一株600多岁的古银杏树。

从孙家集街道的乐义蔬菜往南走，过了铁
道是彭家庄，再往南就是张家寨子。还没到村
子，记者就看到这棵银杏树。虽然已是4月上
旬，但银杏树还没有长出树叶。银杏树长在银
杏小学的操场里，中午时分，三四个孩子正在
树下嬉戏。

“你来的不是时候，秋天来时，一树金黄
的叶子，那是真好看。”张家寨子人刘丽芳告
诉记者。

这棵树何时栽植？村里的老人也都说不
清。但据说早于张家寨子村（1369年始建），
所以这树至少有646年的历史了。

据介绍，这棵古银杏为雌株，树干高5
米，胸围4 . 56米，树高26 . 5米，14条主枝支
撑起庞大的树冠，冠幅达300多平方米。抗日
战争时，有两条主枝被日寇锯去，至今断痕犹

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屈辱的历史。
银杏又名白果树，是一种古老的树种，人

称“植物第一活化石”。银杏树形俊美，躯干
挺拔，叶片玲珑，因其苍劲的体魄、清奇的风
骨、较高的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受到世人青
睐。宋代诗词大家苏东坡赞银杏：“四壁峰
山，满目清秀如画。一树擎天，圈圈点点文
章。”有寿光诗人歌咏张家寨子村银杏树：
“银杏承云立玄黄，根深叶茂阅历长。六百冬
夏骄风雨，远瞩高瞻是栋梁。”

记者看到，在老银杏树东面约5公里长的
公路两侧，当地人已经种上了一些银杏树。

秋后，银杏果的青皮熟透烂化，成为白
果，可入药，清食温肺益气，生涂皮肤，可去
疥癣。“我们村里人家都留着一些银杏果，给
亲戚邻里涂涂抹抹的，帮了不少忙呢。”刘丽
芳说。

目前，寿光市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单
株188株、古树群2组(3株以上为一组)，树龄
最小的103年，最大的有2000余年，树种以国
槐数量最多。

去年，寿光出台《关于加强全市古树名木
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树龄500年以上的
古树实行一级保护，树龄300年以上、499年以
下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树龄100年以上、299
年以下的古树实行三级保护。

2000多岁的古槐树，600多年的银杏树———

一株古树，讲述一段历史

种植大户和有实力的公司纷纷投入双王城绿化

大造林，社会资本唱起主角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4月9日上午，已在寿光市里定居的张德
顺回到老家化龙镇城南村，在房前种下4株
国槐树。

“小时候吃的冰糕，都是用家里的国槐
树结的槐米换来的。”张德顺说，上世纪八十
年代，家中的国槐树在夏天为庭院撒下阴凉，
他却盼着槐米快快成熟，并期待晴朗的热天。

“在一个阳光特别毒的中午，把槐米用
钩子折下来，暴晒2个多小时，晒得绿绿
的，才能卖出个好价钱。”张德顺说，当时
槐米2毛钱1斤，一树的槐米能卖10块多钱，
父母就把零钱留给了他。那时冰糕5分钱两
根。“我一次买两根，吃一根，看一根。”
张德顺说。

其实，村里的哪一棵树能逃得过顽皮的
孩子们呢。榆树长出榆钱时，张德顺和小伙
伴们争着爬树捋榆钱。“当时不用洗，从树
枝上撸下来，直接塞进嘴里，有点甜丝丝的
味道，那就是小时候很好的零食。”张德顺

告诉记者。
榆钱落后没有几天槐花就开了，村里弥

漫着槐花的香味。这时，张德顺就挎着篮子
爬树摘槐花。一部分生吃了，一部分带回家
让母亲做粥或者饭团。

如今村里的大树少了，刚刚种植的树木
刚发出新芽。

“小时候的村庄里，多是高大的梧桐
树、白杨树，还有柳树、榆树、洋槐树、臭
椿、马尾松。村民多在树木成材后就砍掉，
做了房子的门窗或打了家具，然后再种上小
树。”张德顺说，“多么盼望村村都有一棵
古树啊。我相信，它会像神灵一样庇护着人
们，庇护着大地，庇护着家园。”

侯镇北仉村的张学强，小时几乎天天在
树上玩。“村里杨树多。去树上掏麻雀，折
树枝，和小伙伴比赛谁爬得高，天天都玩得
很开心。”张学强说，现在每次回家看到路
边的大杨树，都觉得很亲。

张学强家种着槐树、桑树、石榴树和樱
桃树。当时邻居家的孩子为了偷樱桃吃，把
张学强家的篱笆门都弄坏了。

田柳镇邢姚村刘寿荣家有两棵枣树，树
龄都在100年以上。树是清朝后期刘寿荣的
曾祖父刘淮川种下的。“那时候枣能当粮
食，1斤枣能换1斤麦子。家里人口多，曾祖
父就种了一院子枣树，以防备粮食不足。”
刘寿荣说，当时家里院子很大，种了4排、
50多棵枣树。后来因战乱、迁址等原因，枣
树大多被砍，只有现在这两棵了。

抗战时期，这些枣树还立过功。刘寿荣
说：“听村里老人讲，打鬼子那会儿，我家
的枣树也出过力。部队修战壕、做围挡时，
我家人砍了不少枣树枝送了去。”

田柳镇崔家庄李庆龙的老宅子，有棵老
枣树。“村里老人说，这是明朝的树。这棵
树年年都结果，枣特别甜。现在每年最盼的
就是枣熟了的时候，儿女们都来帮忙，一家
人凑在一起打枣、吃枣、晒枣、聊天。除了
过年，就属这时候人来得齐。”李庆龙说。

“小时候，到了结枣时，我就想着月
饼、饺子、新衣服，打枣就格外积极。”李
庆龙说，“过年蒸年糕时放上这种枣，别提
多甜了。”

捋榆钱、摘槐花、打枣、掏鸟窝……

树是儿时玩伴和淡淡乡愁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武国垒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黄标车淘汰综合服

务窗口了解到，自从去年12月26日，《潍坊市黄标
车“黄改绿”工作实施方案》出台以来，寿光全市
已经有70辆黄标车完成改造。

“黄改绿”方案公布后，黄标车淘汰整治工作
步上快车道，但仍有许多驾驶人不了解黄标车“黄
改绿”规定、如何领取补助、黄标车限行区域等。
对此，寿光公安局民警介绍，黄标车“黄改绿”是
指对部分车况较好、残存价值较高的国Ⅱ排放标准
柴油黄标车，通过加装尾气净化设备，使颗粒物排
放达到国Ⅲ以上标准的绿标车水平，同时换发“黄
改绿”标志。目前，根据省政府有关通告，城市建
成区、县（市）城区和高速公路全天禁止黄标车通
行，寿光也已经投入黄标车电子抓拍系统。

本次“黄改绿”的对象是在寿光注册登记的在
用柴油黄标车，并应满足下列条件：取得黄色环保
检验合格标志；非危险货物运输车辆；2005年1月1
日后注册登记、排放达到国Ⅱ标准且行驶里程不超
过30万公里的车辆；车况及发动机应处于良好工作
状态，并满足以下要求：自由加速烟度排放值不大
于2 . 0m—1m。

3月31日下午，记者在黄标车淘汰综合服务窗
口见到了正在办理“黄改绿”补贴手续的寿光市民
王先生。据王先生介绍，他的轻型普通货车是在
2007年购买的，按照“黄标车”淘汰规定，他的车
应在今年年底淘汰，“黄改绿”后，报废期限恢复
到2022年6月1日。“我的车车况较好，‘黄改绿’
后车辆使用期限延长了7年多，粗略算下来，比直
接淘汰减少经济损失8万多元。”王先生说，他的
车改造费用花了2万多元，可以领取黄标车补贴金
8000多元。

据介绍，寿光共有3家检测站受理“黄改绿”
申请。记者从检测站了解到，车主先到受理点检
测，符合条件后，才能实施改造。目前根据车型不
同，改造费用从2万元到4 . 5万元不等，一般花一
周时间就可以改造完毕。改造完毕后，车辆还要在
检测站上线检测尾气和安检，合格后就能拿到绿
标。对符合享受财政“黄改绿”补助的车辆，车主
可携带相关资料到车管所三楼黄标车淘汰综合服务
窗口，办理补助资金的领取手续。补贴标准按照
“黄改绿”的改装价格，政府和车辆所有人各承担
50%，其中政府承担部分原则上不超过同时段同车
型的黄标车淘汰标准。根据这个标准，“黄改绿”
车主最高可享受补贴1 . 44万元。

三个月

70辆黄标车变绿标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马玉龙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羊青路绿色通道建

设工程已完工70%，预计4月底将全部完工。
羊青路绿色通道建设工程是2015年寿光农村重

点绿化工程之一，地处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寿光
市林业局在羊青路两侧北起输水渠南至引黄济青
渠，建设一条宽100至300米，长约3200米，面积约
1090亩的乔木林带，栽植毛白杨、白榆、青垂柳等
苗木约9 . 9万株，并修建界沟及灌溉工程。

该造林工程全部实行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包栽
包活3年。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全部选择有资质、有
实力的造林绿化公司，采用专业操作规程，确保成
活率和保存率。

9 . 9万株苗木

点绿羊青路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珍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到今年7月底，在寿光本地就可

以看到金丝猴、狗熊、长颈鹿这些珍稀动物了。4
月底，寿光人就可以去世界游乐场游玩了。

双王城精彩世界游乐场、动物园项目位于洰淀
湖风景区。目前，各类大型游乐设备正在安装，将
于4月底对外开放。该游乐场包括各类游乐设备20
套，其中国家A类大型游乐设备过山车、摩天轮、
大摆锤、激流勇进、海盗船、双层转马、摇头飞椅
各1套。一期14套游乐项目将于“五一”前投入运
营，其他项目将于7月底全部投入使用。

动物园将引进金丝猴、长颈鹿、斑马、狗熊、
老虎，狼、各类鸟类等珍稀动物，项目建成后，将
成为省内最大的主题游乐场。

寿光游乐场动物园

即将开放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赵德彦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1月1日至4月6日，寿光空气

优良天数与去年同期持平，重度污染以上天数同比
减少14天。这是寿光市4个空气自动监控站点提供
的数据。

从主要污染物浓度的改善情况来看，到3月
底，寿光全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PM2 . 5的平
均浓度分别比去年同期改善32 . 99%、14 . 29%和
12 . 39%。

据分析，空气质量持续好转的主要原因是，寿
光依托“三八六”环保行动和重点区域环境污染治
理工作，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去年，寿光
共实施大气污染治理项目87个，完成投资10 . 86亿
元，按规定建设脱硫、脱硝、除尘及废气异味污染
治理设施，确保大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同时，
严格控制审批新建锅炉，城市建成区和工业园区禁
止新建20吨/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对山东菜央子医
药化工、11家鱼粉厂和14家石料加工企业实施了关
闭，鱼粉异味跨界污染、石料加工粉尘污染等问题
得到彻底解决。巨能金玉米停产搬迁全面完成，城
区淀粉异味污染彻底消除。

空气质量

持续好转

位于双王城的中国·北方盐碱地苗木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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