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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地地质质公公园园，，华华山山砍砍老老藤藤种种新新树树
市民认为破坏原始风貌，景区表示提升山体绿化

本报10月30日讯 (见习记者
魏新丽 记者 肖龙凤 ) 有市民
反映，泺文路改造导致路边行道树
被沥青封死，担心影响树木生长。30

日，记者在泺文路看到，路东侧60棵
行道树周围铺满了沥青。历下区园林
局称短期内对树木影响不大，道路两
侧97棵行道树将在落叶后尽快移植。

泺文路半封闭施工前，施工人员
对东侧人行道进行了改造，人行道临
时改为机非混合道，在道路拓宽过程
中采用沥青铺路，行道树被包围在了
沥青中。改造完成后，不少市民担心
此举会影响树木生长。网友“管小土”
微博上说：“看到沥青把树都盖死了，
水渗不下去，树不就死了吗？”

30日，记者在泺文路看到，路东
侧人行道已经撤掉马路牙子，全部
铺上了沥青。路边行道树周围铺满
了沥青，沥青和树木之间几乎没有
缝隙。不过目前看来，行道树仍是一
片绿阴，未见明显“受伤”。

有关负责人介绍，为增加泺文
路施工阶段道路的通行量，根据交
警部门的建议，施工队将东侧的人
行道修整为机非混合道。考虑到这
些树木已经是大树，路面封住后对
其生长影响较小，所以铺沥青时并
未留出空隙。

两侧行道树进入休眠期后将统
一迁移，历下区园林局宋科长介绍，
考虑到现在两侧行道树尚未落叶、
水分较大，为保证移植成活率，园林
局计划在树木落叶、进入休眠期后
统一迁移。

30日，记者来到华山，看到山路两侧以前的灌木、乔木
被毁，已挖好树坑另种其他植物。有游客称，山路两侧树木
皆是灌木经多年长成，这一做法破坏了原始植被与华山的
自然文化。有关部门回应，景区在建省级地质公园，对山体
进行绿化提升，清理的是杂草与少量乔木。

文/片 见习记者 李师胜

华山道路两侧不少藤木被砍伐
30日，记者在华山入口处

看到，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
着搬运石块，整修路边的厕
所。在一块新安置的“绿色生
命需要你我的共同呵护”指示
牌下，裸露着不少刚刚砍伐树
木形成的树茬子，一些树枝稀
稀落落堆在一边。

“景区正在对路边绿化进
行改造，把可用的树留下，对
杂草杂树进行清理，另种松
树。”负责施工的赵先生称，大
约需要十二三天。记者看到，
路边原有的松树并未砍伐，两
侧各挖好一排树坑，应是为将

要栽种的新松树准备的。
从入口处开始，沿着山

路，一直到山腰的“蛇石”景观
处，路两边向外延展约2米的
范围内的灌木、乔木全被砍
伐。在山腰储水池的东侧，记
者看到一碗口粗的树墩，其北
侧大量的灌木与乔木被砍后
留下的痕迹也清晰可见。

从蛇石景观处向山顶，路
两侧的灌乔木被保留下来。虽
已是秋季叶黄之时，茂密的枝
叶仍然伸展到了山路上，与山
下光秃秃的景观形成鲜明对
比。

提升绿化不会损害华山环境
一名正锻炼的市民称，

“爬华山锻炼已经6年了，砍掉
老树换新树是一种资源浪费，
而且也不能保证松树的成活
率”。华山上的树大都从极细
灌木自然长成的，很不容易，
粗的已有百年，此举破坏掉了
华山的原始植被与风貌，也是
对华山自然文化的一种毁坏。

“夏天爬山时，可以在树
阴下乘凉休息，而新栽种的松
树不能起到遮阴作用。”常来
爬山的戴女士称。负责施工的
田先生表示，华山上的灌木长
得比较快，容易遮住松树。“那
些乔木还结一种红果，掉落后
很难清理，不如换成松树。”

华山景区管理人员邢先
生称，在建工程为济南市华山
省级地质公园山体绿化工程，
从华山入口处开始绿化，清理
两侧的杂草与少量乔木后，新
栽种黑松、樱花、蔷薇以及一
些灌木，在不损害华山整体环
境的前提下，提升山体绿化。

据了解，国土资源厅下拨
500万资金提升华山风景硬件
设施，景区将在危险路段安设
石柱与锁链。针对山顶游客无
处歇脚的状况，将建一观景平
台。针对华山景区涂鸦严重的
状况，景区已开始大面积清
理，但尚有部分景观因涂鸦严
重或地段较为危险难以处理。

泺文路行道树

身陷沥青包围圈

华山山路两侧的树木已被砍伐，将种植其他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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