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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修剪、脱落或死亡的树木枝

条不是焚烧就是填埋，而如今随着济

南市园林绿化废弃物生态处理及循环

利用项目的启动，这些绿色垃圾也能

“变废为宝”了。记者日前从济南市园

林部门了解到，位于经十东路百合花

卉中心的济南市园林绿化废弃物生态

处理站已经投入试运营。据了解，目前

全国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

市外，在山东还是首家。
枝枝叶叶经经过过粉粉碎碎机机，，瞬瞬间间变变成成一一堆堆碎碎片片。。记记者者 薛薛良良诚诚 摄摄

“长期以来，很多单位搞绿化，就是在地上
挖个土坑，埋了，再浇上水，过个一两年能活就
活……土质变差，肥量下降，长势不旺，大多数
城市园林处于既没有死也没有活的状态。”日
前，在谈及城市绿地土壤质量下降现状以及城
市绿化存在的弊病时，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
副局长吕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一般来说，城市绿地占城市用地的1/3左
右。城市绿地具有四大功能：美化环境、调节气
候、净化空气、减弱噪音。不过，绿地能产生多
大的环境与美学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土壤质量。

“植物从土壤中吸收养分供给植株生长发
育，树叶等凋落后腐烂回归土壤，共同维持生
态系统的物质循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
土壤人为扰动加强，破坏植物与土壤间的物质
平衡，土壤养分缺乏，质量下降。土壤贫瘠、板
结、干旱，绿地土壤质量状况日趋严峻。譬如，
有市民指出，经十路千棵法桐7年未有明显长
势，舜耕路、和平路、趵北路、经五路及经六路
20年以上树龄的国槐经过调查，发现多数
长势衰弱……”济南市园林科学研究所所
长张保全表示。

而来自济南市园林科学研究
所的土壤抽样调查更具有说服
力。前不久，该所对省城
12个公园的绿地进行
了土壤抽样，结果
发现绿地土壤
质量状况整体
偏低：一级只
有1个，二级2
个，而三级(贫
瘠)多达9个，占
到75%，绿地土
壤质量提升可
谓刻不容缓。

记者 薛良诚

经十路千棵法桐为啥7年长不大？
原因就是土壤养分缺乏
济南市园林科研所的土壤抽样调查显示：省城12个被抽样公园绿地中，1个一级，2个二级，9个为三级

绿色垃圾是怎么处理掉的？

城市园林绿化面积不断增加导致
绿色垃圾数量呈逐年递增的趋势。济
南林场副场长王禄告诉记者，济南林
场拥有6万5千亩山林，仅每年产生的
枝条就在15000立方以上。而整个省
城，包括各个区县在内，每年产生的绿
色垃圾预计在百万立方米以上。

那么，这些绿色垃圾都去了哪里
呢？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外乎两个：填埋
和焚烧。但是，这些传统处理方式不仅
占用土地、污染环境，对资源也是一种
巨大的浪费。而且，长期下去，破坏园林
种植土壤的生态平衡，导致土壤肥力逐
渐下降。如今，一种环保、节约的新型生

态处理方式有望取代传统的处理方式。作
为2011年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服务群
众公开承诺事项之一，济南市园林绿化
废弃物处理站于日前顺利投入试运行。
据介绍，首期预计年处理枝条27000立方
米，可产绿色堆肥产品2000立方米(4万
袋)。产品主要包括：绿地覆盖物、生物有
机肥、植物营养栽培基质、土壤改良剂四
大类。与传统化肥、精制有机肥相比，具有
提升土壤肥力、增强抗旱保水能力、改善植
物生长状况、促进植物越冬保温、降低养护
成本、减少污染、美化环境，实现废弃物的
可持续利用等优势。“举个例子，济南冬天
很冷，产品使用前，地下 5 厘米温度为
1 . 5℃，而使用后，温度达到3℃，对于植物
越冬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济南市园林
科学研究所所长张保全说。

项目推广面临高成本难题

尽管前景十分看好,但张保全坦言，目
前这一项目还是一个新生事物，面临的困
难也很多，“一袋堆肥产品成本是30多元，
价格高是影响它推广的最大障碍。”

运输成本也是制约这一项目的重要因
素。正常的枝条一车拉不了多少，因此，合理
建设收集渠道，征集固定收集点是下一步的
重要措施。“条件成熟的话，可以订协议，送
来多少车废弃物，我们就返还多少基质，或
者采取现修剪、现清运、现处理的办法，想法
降低成本。”济南市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吕剑平表示，“今后，济南市绿化监管的考核
标准要将其作为一项硬性指标进行监督和
考核。” 记者 薛良诚 实习生 于红靓

绿色垃圾变废为宝，山东首家
济南市园林绿化废弃物生态处理及循环利用项目投入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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