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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

给大树建立“个人档案” 实行城市立体绿化

留住城市绿荫 市民纷纷支招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赵丽

自7月8日开始，本报连续刊发了“省城为啥缺绿荫”

系列报道，引起很多市民和专家的密切关注，对于省城如

何能多一点绿荫，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应给大树建立“个人档案”
不少市民认为，树木不同于

季节性花卉，花卉的生命只有一
季，过季后可以直接拔掉，但行道
树的养护需要天长日久进行，为
它剪枝、除虫等都是技术活。为
此，对行道树不妨实行责任制，把

树的养护工作承包到每个工作人
员，由专人进行养护管理。

市民苏畅提出，可否对行道树
建立一个档案，注明日常养护的时
间、方法等信息。“比如剪枝，可能今
年剪得狠一些，明年剪得轻一些，哪

种程度对树生长有利，可以通过记
录来对比、改善。”

此外，还有不少市民认为可
以推行冠名或认养制，让市民
与行道树挂钩。市民王华表示，
行道树三分种七分养，植树节
栽植树木时会实行“认养”制
度，这种做法可否推广到行道树
的日常管护之中？

栽种行道树应有长期规划
“道路扩建，原有的行道树

要砍伐重植，但有时候市民还不
清楚怎么回事，家门口的大树就
被砍掉了。”市民陈伟安告诉记
者，道路可以很快修好，但行道
树要长成得需要数年时间，树木
砍伐首先应该向市民公示，进行

绿化论证。
陈伟安认为，城市绿化是一

项长远的事业，园林部门必须有
总体的绿化指导思想，对于济南
这样的城市来讲，规划非常重
要。目前城市建设高速发展，道
路扩建不可避免，但作为城市中

一项有生命的基础设施，需要在
城市道路扩建之前就考虑到绿
化问题，确定道路规划的长期和
近期目标，预先介入进行保护。

陈伟安认为，城市绿化必须
广泛听取专家、市民和行业主管
部门的意见，拿出科学的方案，并
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形成法规，
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更改，使城市
绿化保持连续性。

种树也要有科学方法
“别看种树不起眼，其实里面大

有学问，不掌握科学的方法往往事
倍功半。”12日，省城一位绿化领域
的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这位专家表示，要想种好树，首
先要做到的就是科学整地。他说，很

多地方栽树就是在路边挖个一米深
的坑，然后把树栽进去。这样栽种的
树扎根空间过于局促，难以摄取足够
的营养和水分，长势也不会好。

此外，有些路段种树的密度
也存在问题，合理的密度是保证

绿化成功的重要环节。
另外，城市绿化应该多选择

一些乡土树种。城区内的大树往
往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本地树
种，它们经过了多年的自然选择，
完全适应本地水土气候，让这样
的树来做城市绿化的主要树种，
发挥的生态效益最大，而不是名
贵树种越多效果越好。

城市可以进行立体绿化
“城区持续高温的一个主

要原因是绿色的缺乏，这不仅
仅需要种植行道树，还需要从
多方入手，进行立体绿化。”在
谈到城市绿化问题时，多位城
市规划方面的专家认为，除了

采取措施提高林木覆盖率，使
行道树的绿荫更加浓密，绿化
楼体、围墙，也是让城市变得更
清凉的有益尝试。

市民郑先生居住在环山路附
近，居民楼上爬满了郁郁葱葱的

爬山虎。郑先生说，爬山虎叶片
吸收热量，就像在墙体外覆盖
了一层绿色“外皮”，楼内清凉不
少。

除绿化楼体，在小区围墙、栅
栏处，栽植爬山虎、爬墙梅等攀援
植物，不仅能美化周边，而且能增
加绿化覆盖面，对缓解城市“热岛
效应”也会有所裨益。一片绿荫能让人感受到夏日清凉。 本 报记者 赵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