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征集“十大林荫道”活动中，
不少有怀旧情结的老郑州人打来电
话，希望道路工程完工后，有关部门
能恢复相关路段的原貌。那么，这些
移走的大树现状如何呢？

位于黄河南岸的大河苗圃，是我
市被迁移树木的新家，前后共迁移过
来千余棵树木，分别来自人民路、中
原路、经八路、三环路等路段。在苗
圃养护人的带领下，记者趟过林间荒
草，找到了这片被妥善安置的“移
民”。这些从市区移栽过来的树，被
集中安置在苗圃的一个区域，每棵树
间隔为 3 米，其中有法桐、雪松、国
槐、松树、常青树等，多是 30~50岁的
老树。

记者看到，这些移栽树以法桐居
多，其中从人民路移植来的法桐都做
有标记，能隐约看到树干上刻着“人民

路迁”字样。经过养护人员的精心照
顾，多数老树都已经抽出新枝，重新焕
发生机。不过，也有少量老树因遭受
病虫害或水土不服，树叶暗黄、稀疏，
已经濒临枯死状态。

养护人弓师傅告诉记者，2009年
11月，因郑州地铁一号线体育馆站开
工，从人民路移栽过来 37棵法桐，树
龄均超过60岁，有4棵被移植到金水
路，两棵没有存活，其余 31棵都在这
里。“树木每移栽一次，就会伤一次元
气，特别是一些老树原来就有病虫
害，需要特别照顾，否则就不容易存
活下来。”弓师傅说，平时苗圃养护人
员会按照季节和树种需要，进行喷
药、除草、浇水等系列养护工作，确保
树木健康成长。

地铁施工前，人民路有 200多棵

法桐，大都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栽植
的，这里是郑州法桐长势最好的路段
之一，被市民赞为“活着的纪念碑”。
地铁一号线开工后，37 棵法桐被移
走，从工二街到体育馆段的人民路两
侧基本一片光秃。在炎热的夏季，由
于没有树荫遮阳，过往行人都躲着这
段路走。如今人民路的地铁施工已
经进入尾声，很多市民开始关心：那些
移走的法桐会搬回来吗？

对于这个问题，市绿化工程管理
处业务科杨科长表示，人民路路面恢
复正常后，基本上会按照原来的布局
进行绿化，但是否回栽老树，得经过
具体研究。“移栽树木需要有足够厚
的覆土层和良好的排水条件，地铁施
工后，地下覆土层变浅，不一定适合
大树生长。”杨科长说，具体的回栽方
案，还需要相关专家进行研究。

“大树移栽要考虑多方面问题，
最终是否回栽需要视实际情况而
定。”杨科长解释说，有些道路行驶双

层巴士，而老树大多比较矮，回栽后
容易导致钩挂，影响车辆行驶和行人
安全。此外，老树树龄较高,频繁挪
动难以保证成活率，即使回栽成功，
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恢复以前繁密的
枝叶，对于需要绿荫的街道来说，并
不是最理想的选择。

那么，这些移栽的老树出路在何
方？杨科长说，目前移栽到大河苗圃
的树木主要有三个出路，一是留在苗
圃终老；二是用于道路补栽，如某段
路行道树因为自然或人为原因死亡，
可以从这批老树中选择合适树木补
栽过去；三是进入公园成为景观树，
比如西流湖公园景观建设，就从移栽
树中挑走一批几十年树龄的法桐、银
杏和丁香树。

对于这三种选择，杨科长表示：
“其实进入公园成为景观树才是这些
老树发挥余热的最佳选择，公园土
壤、排水条件比较好，人工养护也比
较及时，对于老树生长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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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裴其娟 文 唐强
图）今夏持续高温，城市道路绿化
怎样管养？苗木长势如何？记者
昨日在街头采访获悉，全市园林绿
化工人坚守工作岗位，坚持气温再
高，管理标准不能降，浇水、修剪、
喷药，一样都不能少，用辛勤的汗
水浇灌出城市的片片绿色。

保洁修剪 烈日当头
昨日上午 9点半，记者在中原

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看到，骄阳似
火，地面温度近 50摄氏度，中原区
绿化队的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
绿化带进行管养：60多岁的工人于
运智正不停地用大剪刀修剪绿篱，
汗滴顺着脸颊滚落。另有一些工
人操作着车辆对绿篱进行保洁或
浇水；在工人路上，一些绿化工人
正在用剪枝机对行道树剪枝，并随
时清运。中原绿化队队长王希宏
告诉记者，针对今年的旱情，他们
全队 100多名职工全员上岗，特别
是对中原路等主干道绿化带坚持
每周用两天时间浇水一遍，并坚持
日常松土、打药，所以尽管天气很
热，但道路两侧仍绿意盎然。

打药抢险 昼伏夜出
今夏气温高，病虫害易发，打

药防治任务很重。而太阳暴晒时
打药，药效不容易发挥，而且人有

中毒的危险，因此，绿化部门把打
药时间安排傍晚和夜间进行，不少
绿化工人形容是“昼伏夜出”。

二七区老绿化工人郭长安，就
过了一夏天“昼伏夜出”的生活，从
5月以来，每天晚上出来给苗木打
药，因生物钟被打乱，不仅睡不好
觉，连饭量也小了，人变得又黑又
瘦，但他管理的嵩山路上的法桐和
百日红等苗木却生机勃勃。

夏季暴风雨天气多，也考验着
园林工人的抢险能力。其中 8 月
11日傍晚的暴风雨，造成不少行道
树倒伏、断枝，其中管城绿化队就
倒树30多株、断枝百余处。绿化职
工连夜加班加点进行抢险，使多数
倒树、断枝在 3个半小时之内得到
了清理。一些难度较大的也在 24
小时之内基本清理完毕。

科学组织 人文关怀
据市园林局绿化工程管理处

生产科科长杨永清介绍，该处承担
着全市380万平方米绿地和14.5万
株行道树的管养任务。今夏持续
高温，植物干旱缺水，病虫害高发，
给城市绿化管养增加了难度。针
对这种情况，绿化工程管理处提出
气温再高，管养标准不能降低，并
制定了科学合理、人性化的管养制
度，保证了城市绿化苗木在高温干
旱天气下的良好长势。

因地铁修建、道路改扩等，郑州
多条道路的大树曾被迫“搬家”，原本
浓荫密布的道路变得绿荫零落。这
些“搬家”后的大树如今生活得怎么
样？道路工程结束后，它们还有可能
回到原来的道路吗？记者专程实地
探访大河苗圃，并采访到郑州市园林
局相关负责人，就市民关心的大树
“回家”问题展开调查。

浇水修剪喷药 一样都不能少

高温下的护绿人

园林职工冒着高温在对主干道的花木进行修剪

人民路移走的法桐在大河苗圃焕发生机

探访：
多数移栽老树抽新枝

前景：
大树进公园为最佳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