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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德州

深调查

园林城市近在咫尺

花草浓郁、野鸟频频飞来、树阴下十
分清凉……8月7日，来自临沂的祖志国特
意到德州减河湿地景区转了转，流连忘
返。如今，这里满眼皆绿，跟曾经他来过的
德州简直是判若两地。

创城不只是栽树植绿，更多的是城市
生活质量的提升。德州市园林处主任王凤
河告诉记者，目前来看，创城74项指标已
初步达标。创城工作中，一直重点抓1788
项创城任务指标，其中，绿化任务548项，
综合整治任务1166项，创城指标任务74
项。创城指标中，有6项是一票否决性指标
更是重中之重。

另外，供水、供热、供气、垃圾处理、污
水处理等都是创城的必查项目。目前，有
关部门已经对供水、供热、供气管网及设
施进行新建改造，建设完成了市区大外环
和高铁新区、南部生态片区等中心城区主
干道路，市区94个社区已基本健全了教
育、医疗、体育、文化、便民服务等各类配
套设施，并对所有市政设施运行情况进行
了摸排建档，完善了运行管理制度。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充分利用创城验
收前的时间，开展环境综合整治，重点开
展市容环境、违法建设、擦亮窗口、道路交
通秩序、夜景亮化等五项综合整治活动。
精心打造迎检点，把各迎查点打造成精
品。抓好322项必查绿化项目的提升改造。
对必查的61个公园绿地、37条道路、166个
单位庭院、58个居住小区共322个绿化项
目进行全面提升。

26年前，王凤河大学毕业，就一直坚
守在内陆盐碱地的绿化治理岗位上。当
然，这个过程是艰苦的。从1987年园林专
业毕业后，王凤河面对的是“夏秋水汪汪，
冬春白茫茫”的内陆盐碱地，曾经种树树
不长，栽花花不开，是园林绿化的重灾区。

20年前，德州城市园林绿地面积只有
512公顷。围绕盐碱土绿化中的关键技术
问题，他所在的园林部门曾组织科技攻
关，将上百个树种引种成功。德州市创建
国家园林城以来，按照园林科研规划，德
州市城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了两
项课题研究。7000余株红叶石楠大钵苗，
300余株大叶女贞在市城市园林规划设计
研究院科研基地种植完成。

2013年4月初，在德城区二屯镇的市
城市园林规划设计研究院的科研基地内，
科研人员对300平方米的排盐示范区土壤
进行了检测。经过数次重复排盐试验后，
最后检测数据表明，土壤平均含盐量较之
前下降21 . 8%。这是德州市自去年8月以来
积极运用盲管排盐法取得的成绩。

“只有把土质、种植技术等根本问题
解决好，才能解决创建国家园林城的根
本。”如今，身份已经是德州市园林处主任
的王凤河，一刻也不得停歇。土质改良、树
木驯化只是他工作的一方面。听取住建部
专家的绿化建议、向省里的相关专家汇报
情况，准备各项汇报材料，让他的工作紧
张而忙碌。

经过20余年的治理，德州市土壤盐碱
化在一点点坚持中赢得大自然的“尊重”。
除努力解决土壤盐碱化这个根本问题外，
通过多次邀请北京、济南的园林专家就综
合管理、绿化建设管控、综合性公园改造、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等进行现场指导，解决
了“怎么种”的难题。

雨后的屋顶上一个星期就长满葱郁的绿草，林阴花海
式的道路上满眼皆绿，邹李街等12条道路结束没有行道树
的历史……各种细节的逐渐完善，推动着德州创建园林城
进度。

与此同时，跟这次创城相关的每一个人都洋溢着各种
情绪，或期待，或紧张，或焦虑，一切都是在促进处在内陆
盐碱地带的德州，迈向实质意义的那一步——— 通过验收，
收获国家园林城的名片。

忙碌的倒树现场

8月8日一大早，50多岁的高路松就在
运河经济开发区富源大街上忙碌着。7日
傍晚的一场大风雨，让这条路上的七八棵
树龄超过20岁的毛白杨连根拔起。

而现场倒下的大树清理完毕后，高路
松又得张罗着补种毛白杨、法桐等树种，
安排园林工人对有可能再出现倾倒的大
树进行加固。

已经“内退”的高路松有些焦虑。因为
除了这些老城区的绿化地带需要打理，运
河经济开发区运河大道、商贸大道等几条
道路的行道树，都要靠他们带着人去维
护。另外，九龙湾公园、华鲁电厂绿地等节
点绿化，他都要按创建国家园林城的要求
一一去监督验收。

有创建国家园林城的目标摆在那里，
具体的繁琐事儿让高路松紧张忙碌。毕
竟，一棵棵树栽起来，然后浇水、培土、施
肥，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暴雨大风天气频繁，让运河经济开发
区富源大街上的大树“苦不堪言”。做生意
的市民赵凤明认为，这些白杨树生长速度
太快，树根扎不下去，“头重脚轻根底浅”，
风雨来袭，自然倾倒。

这次意外，只是他完成创城工作中的
一个插曲。即便是创城通过验收，后续的
树木成活、抗风险能力提高以及后期维
护，也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

跟高路松一样，广川街道办事处城管
科科长毕鹏边走边接受记者采访，日常工
作的忙碌之外，他没忘记围绕着屋顶绿化
打转。

绿油油的佛甲草长满广川街道办事
处三楼的房顶，在建筑物密集、楼房林立
的老城区，成为一抹亮色，也是毕鹏经常
要向人介绍的“绿化节点”之一。

从去年10月种下开始，打开窗户，享
受钢筋水泥森林中难得的“空中绿园”带
来的惬意，成为毕鹏等几个人最喜欢的事
儿。

当然，这片长23 . 4米，宽13米的屋顶
上，304平方米佛甲草，要他们两三个人来
维护——— 浇水、施肥和除草，另外，还有一
件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停地向前来参观的
人介绍屋顶推广的知识和经验。

这块投资了6万元的屋顶绿化，每平
方米成本15-180元左右，长期效应在30
年左右。如果屋顶不种草，刷涂料等其它
维护方式成本费也在30-60元每平方米；
有了屋顶绿化，中心城区整体绿化缺少精
品、亮点和特色的尴尬，将有了破局之策；
绿色屋顶可实现建筑物节能1%-10%，可
降低城市热岛强度……

屋顶绿化只是广川街道办事处绿化
任务的一个小项，按照德城区大绿化分
工，辖区内有195处绿化任务需逐一落实。
最紧张时，毕鹏每天要调度绿化任务完成
情况，每周要通报，每15天要进行一次进
展排名。

刚开始时，毕鹏像完成任务一样去接
受这项工作。这片屋顶绿色带给他的惊
喜，让他觉得“开窗见景、出门享绿”是实
实在在能做到的，屋顶绿化的节点效应，
不只是奉献了一片绿色，而是见缝插绿、
退硬还绿等绿化指标完成的一个最精彩
的缩影。

“空中绿园”见缝插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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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金强

与盐碱地比“耐性”

8日，市民从绿阴夹道的康博大道上路过。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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