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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由绿城到生态园林城的升华
本报记者 李明德 实习生 李 青 文 许大桥 图

核心提示
绿城即郑州。这个地处黄河岸边的古老而

年轻都市，在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都不明显的
状况下，缘何会被称之为绿城呢？

如今，这个“城在林中，道在绿中，房在园
中，人在景中”的绿色园林城市正朝着绿城变
花城的目标跨步前进。

绿潮涌动和谐风

冬日的阳光刺透薄雾，打在郑州7446.2平
方公里的土地上。阳光照耀着这座古老而年
轻的都市，温暖着每位市民。

早起晨练的人们，三五成群地在全市各个
大小不同绿丛游园中呼吸着新鲜空气。他们
时而亮嗓高歌，时而缓步慢跑，时而随着音乐
翩翩起舞。

这已成了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必不
可少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场面，如今成了郑州市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碧水蓝天，绿树花丛，绿潮的涌动带来了
和谐新风。

现在的这一切，与郑州解放之初相比，真
是天壤之别。短短几十年光景，郑州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巨变。就连最普通的群众谈起郑州
的飞速发展时，也都是连连称赞。

采访中，一位老者回忆起当初郑州景况时
感叹地说：“那时候的郑州可谓是‘无风三尺
土，下雨满街泥。路上行人急，全城无一绿’”。

绿色，象征着生命与活力。而全城没一点
绿的旧时郑州，给老一辈人们的心灵上烙下了
深深印记。

今年已 70 岁高龄的高根山老人，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激动地说：“可以讲我非常了
解这座城市和历任的领导，街道两旁的梧桐树
是我们亲手栽的，邙山上的绿色是我们用汗水
浇灌出来的，金水河的污泥是我们一桶一桶挖
出来的。那时候没有专业绿化队，全靠郑州市
的机关干部，企业的工人和市民利用星期天义
务劳动干出来的。那是这座城市的骄傲，是我
们老一辈的心血啊！”

从高根山老人的经历来看，郑州市历届市
委、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园林绿化工作，市民
也积极踊跃参加到创绿工作中。正是这股涌
动的绿潮，成就了今天的“绿城”。

绿起来的郑州，不但让这座古老的城市焕
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更大大地改善了人们
的生活和居住环境。

绿潮的涌动，使得满院关不住。就在这
时，郑州市又做出了一个大胆举措，所有单位
必须进行拆墙透绿。一时间，郑州市各大企事
业单位纷纷抡起大锤，把高大的围墙砸破，让
院内的绿色与市民有了亲切接触。

破墙透绿的举措，不单单是院内的绿色与

市民有了亲吻，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人们封固
已久的传统思想。

绿色真正走入了人们的生活，绿色也改变了
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潮涌般的绿色在这座城市
汇聚成了一首绿色之歌，吹响了和谐之风的号角。

超前思路造绿城

涌动的绿色奏响了和谐之歌，然而，随着
城市框架的拉大，人口的急剧增加，城市园林
绿化建设出现了明显滞后局面。如何改变这
一现状，成了摆在市委、市政府和园林局面前
的一个新课题。

2002年，郑州市委、市政府编制完成了《郑
州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郑州市老城区居民
游憩绿地体系规划》。2003年，经市政府批准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市建设中严格实施。

2006年，开始进行包括绿地系统规划在内
的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并于2008年完成
获郑州市人大批准，已上报省政府转呈国务院
审批。

采访中，郑州市园林局局长邢建新介绍，
此次修编，一是适度超前规划，以创建郑州特
色的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进一步使城市绿地
布局更加合理。二是继续将城市绿地系统规
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逐步实施。三是城乡一
体，将规划覆盖到全市区，对绿地系统进行全
面规划，增加乡村公园、郊野公园及水系、湿地
等规划内容。同时，实施对城市规划区域范围
内的植物物种多样性保护规划，发掘和利用乡

土植物，引种适生外来植物，加强对古树名木
和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使城市常用植物物种
类达到1000种以上，进一步完善生态系统和实
现生物群落的多样性。

2005年以来，郑州市主要园林绿化建设项
目的设计方案都进行国内外公开招投标，严格方
案评审，公开向市民展示并吸纳群众意见，广泛
吸收国内外先进的园林设计理念，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打造生态良好的中部
生态园林城市。

2006 年，郑州市城市发展《“十一五”规划
纲要》和 2007年郑州市第九次党代会均把“生
态郑州”定位于城市发展目标之一，提出 2010
年要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超前的思路，合理的规划，各级政府的助
推，造就了今天的“绿城”。如今的郑州，被市
民称赞为不仅是宜居的现代化都市，更是心灵
的家园。

精细管理提升品位

好景靠人造，美景靠人管。如何“经营”好
绿城这张光彩的名片，郑州市园林局把建高品
位、创特色、上规模、出精品，作为园林绿化建
设的主导思想，并且还从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入
手，制定出台了《郑州市公园、广场、游园精细
化管理标准》和《郑州市道路绿化精细化管理
标准》，完善了精细化管理检查验收和评比办
法，对全市公园、广场、游园等园林绿地及道路
绿化进行了全面整治提高，实施精细化管理。

2007 年开始，在全市园林绿化专业单位开
展了园林绿化管理登台阶、上水平、创一流
评比竞赛活动。在全市各县（市）、区开展
了以“五比十看”为内容的“月季花杯”园林
绿化建设管理考评活动。

郑州市绿文广场管理处牛满朝主任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园林局制定精细化
管理方案，并实施奖罚措施以来，全市园林
绿化实行了精细化管理，真正让园林绿地
成为靓丽的都市风景，成为市民休闲的好
去处。同时，在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下，郑州市园林局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精细化管理，使郑州市园林绿化工作又
上了一个新台阶，对全市的各个行业都起
到了积极作用。”

精细化管理对整个园林绿化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标准。并且实施了严格考核制
度和奖罚措施。郑州市环道绿化管理处办
公室主任屈红辉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实
施奖罚激励后，所有公司每周开展周汇总、
月讲评、季度小结、半年总结活动。同时，
为了把检查考核的工作人员落实到每一个
人，在这些管辖范围内设置环道绿化管理
所，五个公司共设立了五个所。其中，每个
工作人员分包 2~3 个公司，并对每个检查

员配备了自行车、数码相机、四个一工作记录
卡、整改通知书、专项工作报验单，实行监督、
动态管理，确保检查结果真实、准确、公正。

郑州市园林局制定《园林绿化 PDCA 循
环管理实施方案》，很大程度地促进了园林的
发展。使得各科室、各管理所真正做到有目
标、落实有措施、检查有标准、奖惩有依据，形
成了年年有计划、月月有目标、天天有事干、
人人有责任、时时有监督、事事有讲评的浓厚
工作氛围。

在实施精
细化管理，提升
城市绿化品位
的同时，郑州还
加大了以法治
绿的力度。通
过实施强有力
的管理措施，使
整体园林绿化
建设管理水平
显著提高，城市
园林绿地体系
更 加 科 学 完
善。绿地面积
不断增加，布局
渐趋合理。公
园、广场、游园
设施健全，功能
完 善 ，环 境 舒
适，文化气息更
加浓郁，都市品

位得到了很大提升。

由绿城到生态园林城市的升华

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近年来，郑州市通过
不懈努力，在园林绿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骄人成
绩，郑州在园林绿化管理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2006年1月23日，郑州市被建设部命名为
“国家园林城市”。同年3月份又被全国爱卫会授
予“国家卫生城市”称号。2007年10月，全国绿化
委员会又授予郑州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称号。

面对这些骄人的荣誉，郑州市委、市政府
和园林局深感荣誉背后的压力，领导们深刻地
认识到“城市园林绿化工作是促进中原崛起的
一个重要支撑点，是一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程
度的重要标志，最能直观地体现和反映城市现
代化发展水平。

在郑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郑州市园
林局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大胆探索实施新办
法，采取国际化管理理念，短短几年时间，使郑
州市园林绿化工作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公
园、游园、广场建设突飞猛进，绿地面积以每年
500万平方米的速度大幅度增加。到目前全市
有公园55个、游园200个，大型广场17个，绿地
覆盖面积 9075 万平方米，公共绿地面积 2425
万平方米，绿化覆盖率达到了35.9%，人均公共
绿地 8.18 平方米。郑州市初步形成了以道路
绿化为骨架，公园、广场、游园均匀分布，滨河
公园贯穿市区，点、线、面结合，市区园林与城
郊绿化融合，大树大绿，四季常青，三季繁花，
一园一貌，一路一景，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园
林绿化体系。曾来郑州参加中博会的某部领
导说：“从飞机场到市区，一路花团锦簇空气清
新，郑州是个环境非常优美的绿色城市。”

昆明市委书记
说出高房价秘密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在与人大代表座谈时指
出：“昆明的土地价格比周边(省会)城市都低，但
是房价不低，为什么？原因是钱到了老板的包
里。这是巨大的贪污腐败！为什么？因为部分官
员当了老板的保护神。”

从仇和的话里，我们尚且不知道仇和所指
“巨大的贪污腐败”具体是什么，钱又怎样就到了
“老板的包里”，部分官员又是如何“当了老板的保
护神”。仇和讲这番话是针对人大代表黄焰谈昆
明市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时指出，昆明市不少建
设项目，拆迁前说是用于公共性质，等街道办事处
给村民做好工作、征完地、拆迁完毕以后，项目又
变成房地产项目了。

很显然，这种一开始打着为公众谋利旗号，等
用低价补偿把村民打发了，就通过变更规划，公然搞
房地产开发的行为，不仅昆明有，全国更不少见。在
这背后，则更是少不了权钱交易和种种腐败行为。

但是，仇和所指的“巨大的腐败”显然并不仅
仅指这种“暗度陈仓”的土地违法行为，还有着更
多的“潜规则”。纵观近年土地市场种种违法奇
观，除了拍得土地之后“做工作”修改规划之外，最
为千夫所指的莫过于“炒地皮”，也就是潘石屹所
讲的“只炒面粉，不做面包”的行为。开发商高价
拍得土地之后，却迟迟不开发，以至于各大城市都
出现了数年荒芜的地王。央视《经济半小时》曾披
露，我国房地产商囤积、倒卖土地严重，有三分之
一根本不盖房，而专司倒卖土地，诸多“地王”数年
荒芜的事实，便成为这些倒地事件的最典型的写
照。这说明，中国土地市场已经形成了一个上自
某些官员、下至开发商一体的违法产业链，在他们
集体腐败的逻辑面前，土地法成了可怜的摆设。

特别是，2009年，土地管理部门掀起了所谓的
“执法风暴”，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没有看到令国人
振奋的大案要案。一些公然没有开发、长期荒芜的土
地，在地方某些官员的保护下，竟然需要通过公开挂
牌督办的模式来推进，土地违法之猖狂，可见一斑，而
在这背后，要没有保护伞，是不可想象的。

抛开昆明的“巨大的腐败”不论，笔者一直认
为，2009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疯狂，相当一部分原
因是违法操作导致，银行违法放贷，开发商违法操
纵市场，而某些地方官员违法救市，在经济萧条的
情况下制造了足以令人瞠目结舌的“违法泡沫”。

治理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其实无需用“经济
手段”，因为这本身是个法律问题而非经济问题。
仇和说出了真话，希望这不只是“说说而已”，要有
实质行动，我更希望上级政府拿出勇气和魄力，挥
出重拳打击违法行为，查出后面的保护伞，让房价
理性回归、法治不再蒙羞。 文 心

道德家的虚妄
考试能考出道德来吗？有人认为能，而且

你若是道德考试不合格，你得缓生孩子。这是
一位名叫王小波的重庆政协委员的一个提案，
他建议，在夫妻办理准生证的时候，应该设置一
个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的考核或考试，不达标就
缓发准生证。他还说，这主要是为促进家长主
动学习，直到补考合格后就可以发证。（1月19
日新华网）

道德家的想法往往重大，道德家喜欢占领
道德制高点，道德家自话一番道德后还要用他
的道德结论绑架你。在一个社团社会中，人们
有专门的责任承担。这一承担中，包含有家庭
观念、伦理道德的部分，但是，道德家不清楚，或
者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是法律，而不是道德控制
着人们的基本行为。生孩子设置道德考试，首
先就有违现代法治精神，一个置法治于不顾而
唱出的道德调子，算是什么调子？这样一种伦
理道德观能够于众人所在其中的社会结构里成
立吗？

生孩子要设置道德考试，剖开这一提议
的内核，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反人性、反人道
主义的观点。人道主义是以人为目的，而不
因道德家的出格观点另有标准。生孩子要设
置道德考试，是对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的扭
曲，把天赋于人的生育权力都想剥夺了，其人
性的乖张超出人的想象。王小波说，他也当
了父亲，但这个提议生孩子要参加道德考试
的人，自己就是个没有经过道德考试的人。
他的提议，他的行为，印证了一位哲学家所说
的话，道德家的道德世界，有一部分是由恶意
构成。

在王小波这样的道德家看来，道德家生
的孩子才能成为好孩子，才会有道德，这么唯
心，这么虚妄，这么赤裸裸，这么反伦理，这么
反道德，显现的是他所倡导的道德的可疑性
及与现代社会文明、道德文明的尖锐对立。
评价道德，道德评价，一般情况下，并不是件
太好说清的事。道德标准存乎于每个人的内
心，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对个人生活有极
大的影响，因此，人们对不同层面和不同深度
的道德所作出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把道德
和生育挂钩，把个人喜欢的道德标准强加于
他人，疑似某种道德迫害，一定得不到什么像
样的道德的收获。

王小波委员的提案除了言词与义理乖谬，
还有一点值得人们警惕，就是怎么看都疑似他
在鼓动相关部门敛财的热情，这是想把道德考
试办成生育的“驾校”，达标才给你发“生育驾
照”，而办“驾校”的人则是一箭双雕：收获道德
荣誉的同时，赚取钱财。 今 语

涉贪官员女儿开博喊冤为何没人相信
湖南邵阳市城步县原县委书记吴艺

珍去年涉嫌渎职和受贿落马，近日其女儿
吴芳宜开博撰写多篇日志为父亲辩护。
吴芳宜在网上大晒家底，以爷爷奶奶仍在
打工买菜住陋房来证明父亲的清白。

吴芳宜在博客上替父喊冤，图文并
茂，情真意切，用心良苦，可惜似乎并没有
多少人表示理解与支持，更多的是质疑与
斥责。俗话说，眼见为实，为什么吴芳宜
晒家底的照片仍不能让公众信服？其背
后的心态，令人玩味。在诸多怀疑当中，

几乎都没有理性的证据支持，都是出自“天
下乌鸦一般黑”的心理认同，人云亦云。但
它决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建立在事实基础
上的类推，是经验主义的产物。现实如此，
人们不相信吴艺珍的清廉不是很正常吗？

当然，除了“无官不贪”的“乌鸦黑心态”
之外，普遍存在的“仇官”也是公众不信吴芳
宜的重要原因。不知何时起，社会涌起一股

“仇官心理”，只要跟“官”搭边的，一概排斥。
无论是“乌鸦黑心态”，还是“仇官心理”，
对社会和谐都是有害的。当公众与社会

管理者存在严重的信任危机，双方处于不
合作甚至是仇视状态，这样，管理层任何努
力都将事倍功半，任何行政行为的善治效
果都将大打折扣。这种情状对双方来说都
不是幸事——政治混乱度不断增加，量变
演进，危险系数便一天一天加大，最终便可
能出现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不过，“贪官”女儿能够开博，在网上
为父喊冤，确实是件新鲜事，这在以前是
不可想象的，它是否意味着话语权的扁平
化、平民化时代的到来呢？ 求 之

“不穿裤子坐地铁”与习俗的冲突
16日中午12点到1点，广州地铁二号

线上演了一群年轻人用“不穿裤子坐地铁”
宣传低碳生活、迎接亚运的行为艺术。该事
件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17
日，广州地铁对此事表达了态度，不允许以
后在地铁再发生类似情况，一旦发现将采取
各种方式阻止。（1月18日《信息时报》）

有细心人算过，一条约400克重的涤纶
裤子，其“一生”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是200千
瓦时，相当于排放47千克二氧化碳，是其自
身重量的一百多倍。由此推论，人所着装的
其他部分及随身带的物品，也都随时随地地
消耗着能量，排放着二氧化碳，但这实在是
没办法的事，或许一个人根据自身的具体情
况，平常穿得少一些，会少点儿得罪环境？

“不穿裤子坐地铁”，这当然是一群
人的连续行为。社会学家韦伯认为，每当
一个人行为动作的意义涉及他人的行为

时，这个动作便具有社会性。脱裤子时，这
些人不是在没人烟的荒郊野外，是在一个
人群不断流动的公共场所，脱裤子的动作
在有意无意间针对了他人，而且脱裤子的
人随时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和反应对他
人所产生的影响。在社会学上，这叫“社会
相互作用”，即人们不论采取哪种方式，总
是处在向别人行动或反应的过程之中。“不
穿裤子坐地铁”没有太大的害处，但这种

“社会相互作用”，却不能说一点儿都没不
好的影响或是侵害到他人的生活。在与其
他乘客面对面的接触中，对于他人的期待，
脱裤子的人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以相互作
用的方式，吸引他人眼球，完成一种行为艺
术。但是，当别人在冬天的地铁车厢里穿
戴得整整齐齐时，这些人除了穿着短裤，下
半身却是光光溜溜的，不用说，事情本身产
生的反差感，会令身边的人感到尴尬及某

种不安。一位母亲身边，站着半大的女儿，
母亲看见有人突然脱裤子，赶紧捂住女儿
的眼睛，并做出其他愤怒的反应，这在本土
的习俗中，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不穿裤子坐地铁”活动的发起人也
承认，这是抄袭了老外的玩乐手法。游戏
精神体现生活态度，老外玩“不穿裤子坐
地铁”，大概不会与他们本土的习俗相冲
突，因“南橘北枳”效应，本土却一定会产
生。冲突的结果还会波及更多的人，所以
就有了褒贬和质疑之声。如果这项活动
的主持人调整一下思维，下次玩同类行为
艺术时，将“不穿裤子坐地铁”改为“少穿
衣服坐地铁”，可能就会降低与习俗的冲
突了，且同样能接近低碳生活的目标。只
不过那样，行动的效果就要打折扣，造不
成“不穿裤子坐地铁”这样大的响动了。

伊文

讨薪倒赔罚款

请假一次就要被罚 1000 元；5000 余元工资没讨回，反
要倒赔 3000 元……这是来自济宁微山县一批农民工的遭
遇(1 月 17 日《济南时报》)。

人拿小钱你斗金，还找借口来劫贫。
请假一次罚一千，这等处罚无人性。
年末话题是讨薪，一说起来总心惊。
和谐社会人所愿，公平岂可变浮云。

李 军 配诗 刘道伟 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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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植物园成为郑州市民休闲度假的理想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