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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栽黑松真是“事半功倍”
本报第一期义务植树活动结束，后期活动继续接受报名

本报3月4日讯 飘洒的小
雪并没有阻挡住市民义务植树
的热情。4日上午，百余名报名参
加义务植树的市民聚到一起，共
同在套子湾种植了一片海防林。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和烟台市
林业局共同主办，以“让绿色围
护烟台”为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
第一期圆满结束，后期植树活动
现在继续接受报名。

4日上午8点半，三四十辆私
家车陆续停在8路车终点站附
近，一批又一批植树者从各个方
向赶来。他们或自驾车全家一齐
出动，或呼朋引伴组团而来，还
有不少老师带着众多学生搭乘8

路公交车而来。
在这些热心的植树者当中，

来自福山区的曲大叔最“铁杆”，
他早上5点就从家里出发了。经
过换乘公交车，曲大叔8点钟就
到了预先集合地。“我是农民，最
爱的就是摆弄植物。”人陆续多
起来，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大家
讲述自己的“植树经”。

9点，植树活动正式开始。在
指定的植树地点，大家挖坑的挖
坑、拿树苗的拿树苗，热火朝天
地大干起来。芝罘林场的技术人
员还专门来到现场，指导大家如
何种树。芝罘林场场长姜善海告
诉大家，这个时候种植黑松非常
合适，可以说是“事半功倍”，一
旦到了四五月份天气暖和了，反
而不利于黑松的成活。

尽管植树期间天空一直飘
雪，但市民们的植树热情依然不
减。一些小朋友拿来自己的小铲
子给小黑松挖坑埋土。支农里小
学三年级二班的于函轩还在种
植的黑松上挂了一个“成长树”
的小牌子，上面写着“爱护树林
人人有责”。很快，一片光秃秃的
沙土地就变成了绿色的小树林。

主题为“让绿色围护烟台”
的义务植树活动将继续进行。今
年的植树活动，本报免费向市民
提供3000棵树苗，植树工具本报
可以提供一部分，有工具的市民
也可以自带。如果你想报名参
与 ，请 拨 打 报 名 热 线 电 话
13685350711、13589875032，或登录
本报的新浪微博(今日烟台http:/
/weibo.com/u/1886899723)或腾讯
微博(齐鲁晚报·今日烟台http://
t.qq.com/jryt1010)进行报名。欢迎
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不少市民担心小树会被冻坏，专家抛出“定心丸”

雨雪天种黑松，成活率更高
“雪下得不小，这

样 的 天 气 适 合 植 树
吗？”4日早上，不少市
民担心恶劣的天气情
况会影响植树的效果。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大家放心地忙活起来。

上午9点，100多位
市民领取了工具和树
苗后，分头开始去植
树。由于天空中飘着雪

花，还有零星的细雨，
不少市民都担心小树
的成活率。

“大冷天种树，会
不 会 把 小 树 冻 坏 了
啊？”福山区市民张贤
明和儿子张轩早就分
好了工。父亲负责挖树
坑，儿子负责放树苗、
培土。张轩一边往坑里
放着树苗，一边担心着

小树会不会被冻死。
活动现场，芝罘林

场场长姜善海告诉大
家，现场准备栽种的
3 0 0 多棵树苗都是黑
松，在这样的雨雪天
气中栽种成活率会更
高一些，可谓“事半功
倍”。“一早一晚都有
冻土层，等到上午九
十点钟的时候，土层

就开始化冻了。这个
时侯温度低，蒸腾作
用小，有利于植物保
持水分。”姜善海说，
在专业术语里，在这
样的天气中栽树属于
顶凌栽植，“一年中栽
树有两个比较好的时
机，一个是七八月份
的梅雨时节，另一个
就是顶凌栽植。”

活动现场来了“种树达人”
现场传授节水“秘诀”，林场职工也竖大拇指

今年6 6岁的曲大
爷堪称“种树达人”。在
活动现场，他不仅亲自
种下十多棵树，还热情
地向周围市民讲解自
己的种树“秘诀”。

早上8点，家住福山
的曲大爷第一个来到本
次植树活动的集合点。

“早上5点我就从家里出

发了，转了好几路车才
到这里。看别人种树我
不太放心，我要指导大
家种树。”曲大爷告诉记
者者，，多多年年来来自自己己积积累累了了
不不少少种种树树的的技技巧巧，，这这次次
他他要要把把自自己己发发明明的的种种树树
节节水水小小技技巧巧分分享享给给大大
家家，，教教会会大大家家怎怎么么把把树树
种种活活、、种种好好。。

“在种树的坑底放
上一个小水瓶，把树根
的一部分伸入瓶中，这
样既能节省用水，又能
使 水 分 得 以 充 分 利
用。”曲大爷说，自己用
这种方法在很多土质
不好的地方成功栽活
了很多树苗，非常简单
实用。

曲大爷一边讲解
一边挥锹，一会儿工夫
就栽下了十多棵树。看
到曲大爷栽下的这些
树地表土土壤壤平平整整，，树树距距
合合理理，，周周围围还还留留下下了了便便
于于灌灌溉溉的的““水水盆盆””，，林林场场
的的工工作作人人员员也也不不停停地地
竖竖大大拇拇指指：：““您您老老还还真真
有有些些专专业业水水准准啊啊！”

植树队伍中有一个菏泽老乡
会，他们打着统一的旗帜结伴而
来。负责人朱仰山告诉记者，他们
每年都会聚到一起，这次一起来参
加植树的有30多人。

“大家都是离开老家到烟台来
打拼的同乡，平时老乡会里的成员
就跟一家人一样。”朱仰山说，他们
的老乡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近300

人的规模了，除了平时在网上交流
以外，时不时还组织大家一起参加
线下的活动。

“我是去年大学毕业刚来到烟
台的，这边也没有亲戚，后来通过
朋友介绍加入了这个老乡会。”刚
到烟台半年左右的小秦告诉记者，
她第一次参加植树活动，没想到还
是和这么多老乡一起参加的。“刚
开始看着下雪，还有点想打退堂
鼓。后来一想，过来参加活动能认
识不少朋友，我就过来了。”

这次来参加植树活动的老乡
会成员中有不少单身的小伙、小姑
娘，朱仰山打算趁这次植树活动撮
合几对。“都是老乡，而且年龄也差
不多，交流起来肯定有话说。”朱仰
山自豪地说，他之前以前给好几个
老乡牵线成功了。“植树活动这个
机会挺好的，大家一起动手，交流
的机会也多一些，希望有能成的。”

格现场花絮

老乡会“见缝插针”

帮会员“牵线搭桥”

几
位小朋友
共同栽下
一棵树作
为纪念。

部部分分参参加加植植树树的的读读者者合合影影留留念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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