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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 政协行动

8月 20日晚饭后，河南省漯河
市沙北路上，三三两两的市民沿人行
道往红枫广场上散步，道路两边柳树
撑起的绿荫令人格外惬意。“前些年
春夏季杨柳飞絮满天飞舞，让人很不
舒服。感觉今年的柳絮比往年少多
了，出门不用再做专门防护了。”市
民张立平高兴地说。而这与漯河市政
协的大力助推密不可分。

每年 4、5 月份高发的杨柳飞
絮，不仅会造成生态污染，也会对市
民健康、交通安全等造成一定影响,
人民群众对此意见较大，在每年的市
政协全会上都有政协委员针对这个问
题提出意见建议。

漯河市政协将这些意见建议进行
系统梳理，形成了针对“杨柳飞絮整
治”的系列化建议，以书面形式报送
市委、市政府后，引起市领导的高度
重视，专门作出批示，要求相关单位
和部门研究落实。

漯河市城管局等部门积极回应群
众关切和委员的关注，采取物理、化
学和“三层立体防治”等多种措施，
最大程度地降低杨柳飞絮对市民群众
的困扰。记者从漯河市城管局了解
到，从2018年该市累计投入防治资
金3000余万元，城区内飞絮明显减
少，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认可。

摸清底数

“摸清底数是治理杨柳飞絮的关
键。”为准确掌握全市杨柳树分布情
况，科学制定防治措施，他们组织人
员对市区范围内杨柳树开展排查统
计，登记造册，制定作战图，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

今年3月份以来，该市提前组织
人员对管辖区域内的杨柳树分布情
况进行全面普查，精准定位出中心
辖区内 1万余株杨柳树位置，根据
花序、叶片、树干、枝条生长角度
的不同，对杨柳树雌株进行辨别、
标识，为杨柳飞絮精准防治提供了
可靠的依据。

“早着手，很重要。”在每年飞
絮发生前，他们就提前制定了《漯河
市杨柳树飞絮防治工作实施方案》，
成立了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对防治的
范围、方法和保障机制进行了细化。
记者了解到，该市还成立了絮情监测
小组，在杨柳树集中路段设置6个监
测点，实时监测种穗成熟度及飘絮情
况，确定重点防治区域，一旦飞絮飘
飞，立即启动防治措施。

据漯河市园林绿化养护中心病虫
害防治所所长李水晶介绍，从今年3
月初开始，她便领着 10 名监测队
员，分5个片区，在杨柳树集中路
段设置流动监测点，实时监测飘絮
情况，并根据以往经验，对处于壮
年、飘絮量多、防治困难的路段和
树木提前进行修剪，消除部分防治
难点。

三层立体防治

“三层立体防治是我们治理杨柳
飞絮的一大法宝。”漯河市城管局绿
管科科长史峥介绍，所谓“三层立体
防治”即先用高压水枪强力喷射，击
落顶部飞絮，使其“无法飘”；再用高
压雾炮车对准树冠中部均匀喷洒杨柳
飞絮抑制剂，使飞絮快速凝团，使其

“飘不动”；最后，绿化保洁人员及时
跟进清扫落地飞絮，杜绝“二次飘”。

“工作人员的作业很专业，态度
很温馨，我们很满意。”据市民李亚
回忆说，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每天
天不亮，就听到杨柳絮防治雾炮车传
来的呜呜的轰鸣声。这是漯河市城管
局为了减少扰民，选择路面人流量较
少的时间段进行错时作业的一项实际
举措。

“我们对重点部位重点盯防，在
上午 10点至下午 4点絮情高发期，
采取人歇车不歇，不间断进行治
理。”除了利用雾炮车外，漯河市还
开展前喷车和洒水车等机械车辆及人
工清扫联合作业，并采取“五加二”

“白加黑”等多种举措，轮番出击，
确保杨柳絮防治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我们还采用‘物理+化学’双
重抑絮的方法，统一组织行动、统一
防治技术、统一施药时间，综合防治
杨柳飞絮。”史峥说，物理方法是结
合休眠期养护管理，对杨柳树雌株进
行适度修剪，减少飞絮的下落高度和
数量；化学方法则是给杨柳树雌株注
射“植缘赤霉酸”，减少来年杨柳树
新生花芽的数量，从源头上抑制明年
飞絮的产生。

采访中，细心的市民孙红杰告诉
记者，每年春天，市区内的街道、公

园、广场及沿河绿地等处的杨柳树上
都会“挂”着药剂瓶，这是工作人员
正在对路旁的杨柳树进行“打针”。

群防群治全覆盖

全覆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治理措
施。记者了解到，为全力做好杨柳絮
防治工作，漯河市根据季节特点，扎
实推动街道、社区、重点单位、物业
服务企业及群防群治力量开展杨柳絮
防治工作，并明确单位、小区及其他
产权人管理绿地区域飞絮，督导街道
办事处、居委会和物业等科学有效落
实防治措施，实现综合防治全覆盖。

“每年春夏之交的时候，我们都
要组织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到居民小
区、街道等地，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
效能，广泛发动各类群防群治力量，
督促居民楼、小区绿地、重点道路、
死角草地等区域认真开展杨柳絮清理
工作。”漯河市郾城区沙北街道办事
处海河社区党支部书记王新荣说。

此外，他们组织园林技术专家，
讨论制定杨柳絮防治操作标准，严格
规范药物浓度配比，科学设置药物注
射高度、注射剂量等，力求药物充分
吸收，防治效果最优。同时组织各区
开展杨柳絮防治技术培训，交流防治
工作经验，要求统一组织行动、统一
防治技术、统一施药时间，提高市区
整体防治效果。

漯河市还积极开展杨柳絮防治宣
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
纸、网络、微信等平台载体，广泛宣
传杨柳飞絮防治的重要意义、目标任
务、工作重点、主要措施等有关内
容，并在作业车辆统一悬挂防治标
语，动员群众参与，努力形成群防群
治的局面。同时，积极做好相关知识

普及，引导广大市民正确对待杨柳飞
絮问题，提高市民对杨柳树在城市绿
化和生态环境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
识，为治理杨柳飞絮营造了良好的社
会氛围和舆论环境。

减少存量，禁止增量

“抓源头很重要。”史峥介绍，漯
河市在城市更新、绿地改造中，将逐
步淘汰更新老病弱杨、柳树，通过

“控制总量，减少存量，禁止增量”，
从而减少全市雌性杨、柳树数量，减
少飞絮。同时要求各项绿化工程在规
划设计上坚持以选用乡土树种为主，
按照适地适树原则，科学选择和配置
树种，营造多树种、多品种乔灌草相
结合的种植模式，不断增加园林树种
的多样性，提高物种的丰富度，提升
园林绿化景观效果，从根本上减少
飞絮。

近年来，漯河市还结合城市建设
和绿化更新改造，选择优良城市景观
树种，逐步替代部分已至生长年限的
杨柳树雌株，减少飞絮总量，并将杨
柳雌株替换成抗逆性强、色彩丰富、
绿期较长的绿化树种，补植草坪、灌
木、乔木等，逐渐形成“一路一景
观，一街一特色”。

8月 28日上午，记者在漯河市嵩
山路旁的中银樱花园内看到，笔直挺
拔的杨树林下，生长着樱花、黄连
木、香樟、桂花等乔灌花草。

“杨柳飞絮治理是一项系统工
程。”史峥说，下一步他们将积极做好
政协委员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的办理工
作，按照“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
则，开拓思路、创新方法，加强对飞絮
的治理工作，为打造绿色和谐生态宜居
美丽的现代化漯河贡献力量。

““今年出门不用再做专门防护了今年出门不用再做专门防护了””
——河南省漯河市多措并举做好杨柳飞絮防治

本报记者 王有强 通讯员 刘勇 陇东庆阳，黄土厚重，沟壑纵
横，万木争盛。

入伏之初，甘肃省政协农业和
农村工作委员会与甘肃省林草局联
合开展“古树名木保护利用，建设生
态家园”专题调研，第一站便踏入

“天下黄土第一塬”——董志塬。这
里普查在册的古树名木接近1100
株，基本全部建档保护，后续可以列
入保护的古树，更是多不胜数，当地
有关老树的传说层出不穷。

卧龙松

庆城古称庆州，是周朝先祖的
发祥地，这里处处散布着周先祖时
代的文明印记和传说，历史和先人
留下了无数承载着乡愁的老树。

玄马镇柏树村境内，有一片古
侧柏树林，这些老树是嘉庆十年
（1805年）当地名门望族贾琳，为“金
头大元帅”贾岩及其先祖修建祠堂
所栽。贾岩，系北宋将领，率领家丁
兵将，从河南开封奔赴庆阳一带，抗
击西夏，战功卓著，屡受宋哲宗嘉奖
并赐袍带。后因奸人所害，命丧环县
山城，头颅被砍，所幸尸身被坐骑驮
回。朝廷感念其功，恩制金头一尊，
厚葬于庆城南十里坪，卒年52岁，故
称“金头大元帅”。当时共选栽柏松
槐槓栎等名木606株，占地60亩。

柏树寓长辈、松树寓子孙、槐树
寓怀抱、槓树寓钱粮、栎树寓喜乐，
期盼家族兴盛，子孙绵延。历经岁月
沧桑，这些平均树龄220岁之久的
古树群，大多已经消失，现存古树
52株，其中50株为古柏，其余一株
为辽东栎，一株为古松树。

仅存的这株古松树，在近现代
又经历了一次“生死劫”。有人以古
树在自家地界为由，砍伐取材，很快
百年老树被连根推倒，半侧树根被
刨挖伐尽，所幸被村中一些有识之
士发现，拼死护下老树。从此这株唯
一幸存的古松，再也没有扶直站起，
一直静静地躺卧于地。令人惊奇的
是，经历劫难的老树，奇迹般地活了
下来，当地人念其不屈，睹其形态，
俗称“卧倒松”。

古松横卧，树梢高昂，枝叶茂
密，树身秀长，一波三曲，形似游龙。
调研组有人提议“此树神似卧龙，应
称卧龙松”，大家连连赞许，“卧倒
松”改“卧龙松”，立时成为共识。“卧
龙松”劫后重生，犹如此地主人“金
头大元帅”气节不可磨灭，不屈的精
神，正是他们共有的品质。

爱情荚

宁县古称宁州，地处董志塬腹
地。此处建郡置县已历千年，文风昌
盛，民风质朴，底蕴沉雄，周先祖公
刘曾在此地立国；因此地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地位殊甚，是历代中原王
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战略要地；
秦始皇曾在此地修建直道，其后历
代王朝更加重营建；在不断纷争与
纠葛之中，古义渠人也曾在此建都。
说起古代诸侯小国义渠国，许多人
不甚了解，谈起花木兰替父从军，却
是妇孺皆知，其实当年花木兰从军，
主要是与义渠人交战。

宁县的子午岭原始森林是中国
黄土高原上最大最美的原始森林。
这里古树资源丰富，品类繁多，境内
现有古树 17 科 21 属 601 棵，占庆
阳全市古树总量的近 60%，极具观
赏性和研究价值，其中树龄最大的
高达6300年，堪称旷世瑰宝，是见
证中华文明的“活化石”，名副其实
的绿色古董。

新庄镇新华村内，有一棵树龄
1400多年的皂荚树，树高近17米、
地围近6米，冠幅234平方米，比篮

球场一半还大，是难得一见的“千年皂
荚王”。

树大招风，古木多劫。20世纪 60
年代，因当地居民缺衣少食，将皂荚树
东侧一枝砍伐，作为烧材，中间相连的
二枝主干，仍然被人不断用镢头刨取
做烧材，使得底部主干完全中空，中空
的躯干，深可容纳一人身体，千年古
树，险些毁于一旦。50年来，整株老树
虽然仅靠半侧树皮，顽强支撑庞大的
树干树冠，却依然茂盛生长。多年来，
林草管理部门想方设法开展管护，千
方百计使其不衰。

“皂荚王”在这片土地植根，与世
人共度千年，默默付出自己的皂荚，供
人们充当药材、清洗日用，净化这方土
地。有人感其肉断筋连，恩爱不离，以

“爱情荚”“连理树”相称，视其为“在天
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
神树。当地人认为古树通灵，有求必
应，披红挂彩者络绎不绝，祈求有情人
终成眷属者纷至沓来。“一切有为法，
得成于忍”，“爱情荚”忍中求生，是“长
相守”信念的写照。

凤凰楸

湘乐镇小坳村境内，有一棵大楸
树，这棵硕大无比的古楸树，栽于唐
朝，树龄 1300年之久，树高 22米、胸
围 7.34米、树冠大如华盖，冠幅宽大
近300平方米。相传因其独木成林，引
来凤凰，被称为“凤凰楸”。

放眼望去，凤凰楸在主干2米处
枝分3杈，向南伸展的一枝，的确状如
孔雀形似凤凰，可谓名不虚传。西边一
枝虽已干枯，其枯枝亦美若鹿角，十分
难得。

更为稀奇的是，此树一到夏秋时
节，枯枝老茎上，会长出花果，因其花
果极具入药功效，此树俨然成了知情
者眼中无比神圣的药王神树。

佛手桃

湘乐镇方寨村境内，宁盘乡村公
路旁，长有一棵核桃树，传说树龄高达
500年，树高近19米，地围近6米，冠幅
437平方米，比篮球场还大。树体生长
旺盛，枝繁叶茂，近看形如伞状，远看
又如巨掌擎天，有人称其为“佛手桃”。

一棵老树，便是一处精神家园；一
棵老树，便是乡愁信仰。这方水土养育
的人们，无不恩泽于这棵古树的荫护
成长，总有说不完的故事。至今，老树
依旧生机勃勃，每年依旧能采青皮核
桃2000多斤。

人与自然和社会，本是统一整体，
相生相克是不变的天道规则，大家谁都
依赖着彼此，谁都经不起谁的伤害和反
噬。如今，这些无口能言的老树，在人们
的保护之下，生长得愈发繁茂，绿满人
间，默默滋润着西北黄土高原……

（作者系甘肃省政协农业和农村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一级调研员）

走进“天下黄土第一塬”

一起听老树传说
萧学禹

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城区绿化建设取得巨大
成就。截至2021年，全国城市建成
区绿化面积已经达到230余万公顷，
比2012年增加了近50%。同时，在注
重绿化面积增长的同时，也开始考虑
城区绿化建设的质量问题。

政府和学界开始认识到，城区绿
化建设应该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
一是本土性，防止外来物种带来的
不确定性和有害性等负面效应。二
是多样性，要考虑到植物种类的丰
富多彩。三是观赏性，应当让城区
中的花草树木具有赏心悦目的美
感。四是立体性，也就是从空间分
布角度看，要让植被呈现出一种错
落有致的美感。

应当看到，目前中国城区绿化建
设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尚存在不
少不足之处：从数量看，缺林少绿的
现象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质量
看，由于以往财力和认知水平有限，
人们仍然习惯于低成本的绿化建设，

重视数量扩张。城区绿化建设的质量
问题，特别是健康性问题还没有引起
人们足够重视。而笔者认为，这应当
是城区绿化建设中位列第一的问题。

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城区绿化建
设的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应当有利于人的基本健康。现在的问
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植物物种都有益
于人的健康。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城市中抬
眼望去，四处绿意盎然。但绿色的东
西一定是对人有益的吗？这也未必。

据了解，植物物种分为无害和有
害的两种类型。按照生物学家的划
分，有害的植物物种包括这样一些类
型：一是促癌植物，比如槟榔、烟草
等。二是剧毒植物，像白头翁、夹竹
桃等。三是有毒植物，比如铁海棠
(刺儿梅)、一品红等。四是微毒的植
物，像含羞草、紫藤、郁金香等；还
有的植物具有锋利的尖刺或者叶子，
比如说仙人掌、龙舌兰等，对于人们
的身体也可能造成一定的伤害，应当

列为有害植物，设立距离社区的绿化
标准。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目前花粉过
敏症已经成为影响城市绿化建设健康
性的一个突出性问题。花粉过敏症影
响人数众多，同别的有害植物相比，
人无法躲避，防不胜防。流行病学调
查发现，中国如今花粉过敏症在人群
中的发病率已经达到 10%~20%，且
有加重的趋势。从国际上看，比例也
在持续增大。日本达到 12%、美国
14%、英国26%、法国更高。这种情
况说明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高，中国
花粉过敏症患者的比例很有可能会明
显上升。

这里有个基础性的问题：城区绿
化建设的目的是什么？答案显然是为
了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为
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如今，不健
康的绿化建设无疑会损害民众的基本
健康，会降低民众的生活质量水准。
因此，在新时代条件下，我们在注重
城市绿化建设数量扩张的同时，应当

注重绿化的高质量问题，特别是其中的
健康性问题。

为此，笔者建议：
第一，高度重视城区绿化建设的健

康性问题，将之放到城市高质量绿化建
设的首要位置。

第二，将未来规划和目前的治理两
者有效结合，对常见的过敏源像是杨树、
柳树、柏树、法国梧桐等，在中近期的城
区绿化建设规划当中，选好必要的替代
植物种类，同时对于一些直接影响到人
们基本健康的不健康植物种类，应当采
取直接去除或者积极治疗，比如说药物
注射等方式，用来消除或减轻它的危害。

第三，选择几个典型城市作为试点
进行探索。对于确保城区绿化建设的健
康性来说，我们毕竟缺少经验。为稳妥
起见，可以选择试点，从中总结经验，
在此基础上再制定出城市健康性绿化建
设的合理标准，然后在全国进行推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哲学
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专家
工作室领衔专家）

重视城区绿化建设的健康性
吴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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