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路宽宽了了，，可可绿绿荫荫少少了了，，走走在在路路上上 不不舒舒服服了了
道路交通与绿化功能有冲突，建地下管廊是良方

20日11时许，正是艳阳
高照，省城文化东路上直径
在20厘米左右的法桐显得毫
无用处，一小撮枝叶顶在树
冠上，地上的树荫仅有一平
方米左右，行走的市民大都
打开了遮阳伞，骑行的市民，
太阳镜与防晒衣成了不可或
缺的行头。

“4年以前，这边都是合抱
粗的毛白杨，枝叶伸到路中
间，把整个文化东路都遮盖起
来了，所以在路上基本看不到
有打太阳伞的。”今年52岁、在

文化东路附近小区居住有20
多年的张德福说，就是因为门
前树荫少了，这几年中暑次数
也多了。

和平路与其南侧的文化
东路，可谓难兄难弟。路两侧
的国槐与法桐，都是粗壮的树
干，小小的树冠，少有阴凉地。

记者了解到，和平路两侧
有148棵法桐和503棵国槐，随
着和平路改造，大树向两侧分
别平移2米。为减少树木水分
蒸发和便于吊车操作，所以将
大量树枝剪去，仅剩下树头上

主要枝干。
市民陈先生说，前几年，

到了夏天就跟几个好朋友在
路边摆上棋桌，“大树底下好
乘凉，下棋、打牌都不错，可现
在只能在家里吹空调了。”

济南市园林局公共绿地
管理处处长苏先春介绍，全
运会前后，省城开始大规模
启动道路的拓宽改造工程，
路边大树被移除，新栽植的
树木树冠暂未成形，现今省
城成形的行道树确实比前些
年少了。

文东路、和平路，一小撮树冠难遮阴

伴随道路的拓宽改造，路
边的大树遭遇躺枪，“城门失
火，殃及池鱼”。入夏以来，不少
市民打电话向本报反映，现在
的路是宽了、平了，可是林荫路
却少了，出行的舒适感减少了。

其实，解决路边大树“躺
枪”，不是没有出路。市政部门
与园林部门之间，道路的交通
功能、地下管线与路面上的绿
化之间，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

“道路两侧的绿化树木因
为地下管线纵横交错而难以生
长，2013年，二环西路建设了地
下综合管廊，将所有地下管线
集中放在路中间，给两侧绿化
树木腾出空间。”济南市园林局
绿化指导处有关负责人说，以
后管线改造也不必进行道路开
挖，更不会殃及路边的树木。

据悉，在济南，地下综合管
廊并非二环西路一条，泉城路、
旅游北路各有一段也铺设了地
下管廊。

市政局工作人员称，管道
若走地下综合管廊，要交部分
费用，所以地下综合管廊并未
大规模推广。

“考虑到专业性，为让树木
更好地生长，也可以采取三棵
树一个树池，替代一棵树一个
树穴，可在树池里栽种绿篱，也
更利于水分下渗，给树木根系
生长以更多空间。”苏先春说，
这样树木生长将更快，青岛在
这方面做得不错，正在将该建
议提供给市政部门。树木的生
长都有一个过程，历山路上的
法桐也是经历四五十年才长
成，随着时间推移，省城林荫大
道将会更多。

在路中间

建地下综合管廊

连日高温，把很多市民“关”在家中，路上晒，小区内也晒，不敢下楼。济南园林
部门称，省城内一些老旧小区建设时，并无绿化标准，所以乔灌木栽植少。而一些
新小区内，则因为地下挖空，不能栽植大型乔木，草多树少。

地地下下被被挖挖空空，，大大树树难难成成活活

小小区区绿绿荫荫少少，，下下楼楼就就挨挨晒晒
炎炎夏日，没有空调降温，骑行、步行的省城市民被晒得有些烦躁。近年来，文化东路、和

平路、大明湖路等道路改造，不少原本在夏季提供绿荫的大树被移出，新栽树木未长成。园林
局有关负责人称，近期来说，省城可提供绿荫的行道树确实变少了，且行道树根系生长被地
下管线所限，建议多设地下综合管廊。

等红绿灯两分钟

太阳底下真难熬

20日中午11时45分，历山
路与文化东路交叉口东北角没
有树木，也无遮挡物，不少市民
扎堆在此。当时气温在35摄氏
度左右，女士的遮阳伞撑起了
七八个，没有遮阳工具的市民
则眯起了眼，一位大爷忙把自
己的蒲扇顶在了头上。

因为历山路与文化西路上
是高大的法桐，所以交叉口的
其它角则并未出现上述情况，
骑行与步行经过的市民等在树
荫下很是惬意，甚至在等红绿
灯的时间收起遮阳伞，聊起了
天。

隔着一条路，但是市民的
感受却是冰火两重天。

12时左右，经十路与历山
路交叉口位置，则完全暴露在

烈日之下，因为经十路的红灯
较长，所以等红灯的市民更多、
更难受，当时有11位骑行的市
民，戴着墨镜，穿着防晒衣，还
有十多位步行的市民，在忍受
日晒。不但烈日难熬，因为没有
绿荫，不少市民还伺机闯起了
红灯。

路口遮阳棚

推广计划被搁置

在经七纬二路路口东北、
西北、西南角的非机动车道上，
各搭着一个遮阳棚，炎炎烈日
下，市民骑在自行车、电动车上

安静地等待红绿灯。
市民李小姐坐在自行车上

告诉记者，“遮阳棚并不影响交
通，而且对我们骑行族来说很
是受用，以前的时候走到这边
就犯愁，现在则希望在这等会
儿红绿灯，顺便乘凉了。”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市
民，皆对此表示赞同，希望这样
的凉棚能够多一些，最好在全
市普及一下。记者看到，遮阳棚
上有济南交警市中大队字样。

“路口遮阳棚，本来是要在
全市推广，因为作用比较明显，
无论是高温天，还是下雨天，很
受市民欢迎，但是推广中遇到

了很多困难。”一位交警透露，
因为有些单位不愿意，所以这
个话题暂时不提了。

记者获悉，石家庄、杭州、
济宁、枣庄等地，均大规模设置
了遮阳棚。济宁市便是由政府
牵头运作，当地一家银行出资，
在遮阳棚上印上这家银行的名
称作为回报，比较成功。

其实，外地不少城市在此
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问题，有
的刚装上遮阳棚，但被城管部
门拆除，有的因遮挡信号灯和
行人视线遭到交管部门反对，
广告的设置涉及到一些部门的
审批，有的城市规划部门、住建
委有参与。

不过李小姐对此还是很不
解，不管单位之间协调如何困
难，作为一项便民措施应该是
值得推广的，不然就保证不挪
大树，可以让骑行与步行的市
民不受烈日曝晒。

等等个个红红绿绿灯灯，，人人都都晒晒蔫蔫了了
学学济宁，路口多设遮阳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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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袭城

大明湖路西起趵突泉北
路，东至黑虎泉北路，全长1833
米左右。北侧是大明湖新区，南
接百花洲片区，是济南老城区
的一条东西方向的老路。

虽然大明湖路南北两侧
规划了非机动车道，但是两侧
的行人个个掩面而行，在大明
湖路北侧居然一棵树都没有
种，也没有预留树穴，只在一
些花箱上栽种了小松树，路南

的树也比较少。
“以前两边是很粗的法

桐，走在路边，就跟逛大明湖
一样凉快。”住在县西巷的王
女士告诉记者，但是现在趵突
泉北路、黑虎泉北路上都是大
树，大明湖景区内更是阴凉遍
地，但走到大明湖路上，就像
进了大火炉，现在回家都是从
大明湖新景区里绕着走。

苏先春介绍，2008年前

后，大明湖路翻建、完善雨污
水系统，同步实施电力、通讯、
燃气、热力等市政公用管线设
施建设。地下埋了大量管道，
大树根系伸展不开，栽上也无
法成活。

“所以只能布置一些移动
花箱，但是里面栽种的树木根
本长不大，更多的是起到美化
作用，带不来有效的阴凉。”苏
先春说。

大明湖路北，地下管线太多只能用花箱

据介绍，修路前期的行道
树规划、栽植都是由市政部门
主导，后期的养护管理才交由
园林部门，道路修建的交通主
导，致使道路的绿化功用被淡
化。

经十路是省城道路绿化
的标杆，道路两侧专门为非机
动车道与人行道设计了道旁
树，不过仍存有缺陷。在经十
路泉城公园段，当初栽植的是

黄山栾，但是因为地下铺设了
管线，致使树穴中的积水不下
渗，树木根部腐烂而死。“现在
都换成了比较耐涝的旱柳，黄
山栾还剩下四五棵。”苏先春
介绍。

记者从园林部门获悉，
城市进行道路规划时，对绿
化标准有一定的硬指标。根
据绿化条例的要求，新建、
改建、扩建道路红线宽度大

于五十米的，绿化面积不低
于百分之三十。但在省城50
米宽的道路中，绿化面积达
标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经
十路，一条是旅游路。

“道路设计修建时，应
该给树木生长留下充分的空
间。”苏先春说，这样园林部
门介入后，才可以更好地养
护管理，让树木快速生长成
荫。

市政只栽植不管理，绿化功能被淡化

20日中午12时，室外气
温已有31摄氏度，棋盘小区
的王女士坐在楼前唯一一
棵法桐下的石凳上休息。

“楼间距本来就小，草
和树都不多，前段时间树上
招了虫子，砍了几棵，剩下
的最后一棵法桐的树头也
被砍了，今年夏天长出了一
点树冠。”王女士边抹汗边
说，只能在晚上日落后才敢

下楼活动。
记者在棋盘小区内看

到，大多数楼前有几棵树，
不过因为楼间距小，所以树
冠也很小，且楼下空地大都
被车辆占据，所以很难寻找
到可以休息的阴凉地。

其实不只是棋盘小区，
省城很多老旧小区内大型乔
木都很少，路面大都已经硬
化。

据统计，2010年到2013
年，四年内济南市建成区的
绿地率分别是33.6%、33.6%、
34%、34.6%，四年之内仅提高
了一个百分点。市园林局城
市绿化指导处的有关负责人
说，济南市城区内老旧小区
较多，当时建设时并无绿化
标准，而老旧小区的绿化率
很多不达标，再加上老城区
内寸土寸金，难再开辟绿地。

老旧小区绿地少，也无物业管理

在三孔桥附近的力高·
盛世名门是近年新建小区，
楼间距很大，但是空地大都
栽植了草皮，乔木则很少。
居民王女士告诉记者，因为
小区内有一地下停车场，地
下被挖空了，新栽的乔木扎
根不深，成活率不高，而且
也长不大。

居民王女士称，菜市场
就在小区门口，步行不过200
米，想着不用带遮阳伞，但是

下楼后突然发现，自己原先
的想法很是错误。王女士说，
现在更多是在家里吹吹空
调，不喜欢在小区内逛，遮阴
地仅仅是楼的背阴面，很羡
慕一些绿化较好的小区。

上午11时许，领秀城主
道两侧的树木较大，不少市
民在两侧休息，但是记者注
意到楼间的乔木大都是新
栽，树冠很小，不少走路的
大爷将手遮在额头上，眯着

眼睛行走。
“按规定，新建小区内绿

地率不能低于30%，刚建成时
一般小区都可以达到。”市园
林局绿化指导处负责人称，
但因为新建小区地下被开
发，建成了地下停车场或是
商业设施，大型乔木长不高。

“根深才能叶茂，可是乔木的
根被水泥地所阻，难以成
材。”没有大型乔木，自然绿
荫也就成了奢侈品。

新小区草多乔木少，树荫难觅

因为居住空间并非主
要目的，所以不少单位内的
绿化做得不错，如山东大学
与山东师范大学的老校区。
这两个老校区因为建成时
间较长，几十年树龄的大型
乔木较多，整个校区都被树
荫遮盖。

在山大老校内，路两侧
有很多高耸的白杨树，枝叶

遍布校园上空，树下看书、
聊天的学生三三两两，走在
路上比室内空调还舒服。

“在老校呆时间长了，
不习惯到新校区上课，尤其
是夏天，在老校行走基本上
不用遮阳伞，但若去齐鲁软
件园与兴隆山校区，里面的
树太小，很晒。”山大老校的
学生陈晔说。

谈起一些绿化较好的
单位大院，盛世名门小区
的王女士颇为羡慕，很希
望 可 以 有 那 样 的 生 活 环
境，也希望有关部门或开
发商在规划时，将大型乔
木这一元素加入，让更多
的市民在夏季不用躲在家
里吹空调，可以漫步小区
却不用遮阳伞。

山师、山大老校：大树底下好乘凉

本报7月20日讯(记者 孟燕) 从
18日入伏开始，省城的天便开始“热情
似火”起来。20日最高温达到35 . 7℃，
成为今年的第13个高温日。截至目前，
今年的高温天数和2013年全年的高温
天数(13)已经持平，超越去年高温天
数是肯定的了。

19日傍晚开始的降雨结束后，虽
然带来了短暂的清凉，但并未真正“解
暑”。20日太阳一出来便注定了又是一
个大热天，不少市民家的空调几乎处
于24小时开启的状态。

35℃、37 . 6℃、35 . 7℃，这是18日、
19日、20日三天省城的最高温。记者统
计发现，今年截至目前共有13个高温
日，其中5月份7个，6月份2个，7月份4
个。而2013年全年一共有13个高温日，
全部集中在7月份(5个)和8月份(8个)。

根据预报，21日的最高温预报
38℃，将轻轻松松跨过高温的标准，而
连续几天的高温也将在这一天“登
顶”。济南市气象台7月20日15时50分
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副热
带高压影响，预计21日省城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7℃，市区、长清、
章丘、济阳最高气温可达38℃～39℃，
由于湿度较大，天气十分闷热。

持续多日的炎热将在22日彻底落
下帷幕。从21日傍晚开始，雷阵雨将频
繁光顾，给省城解暑降温，雨水将持续
至23日。

未来几天具体天气预报如下：
周一(21日)白天多云，傍晚到夜

间阴有雷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3
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温26℃～
29℃，最高气温38℃左右。

周二(22日)阴有雷阵雨，南风转
北风都是3级，雷雨时阵风7级，最低气
温25℃左右，最高气温31℃左右。

周三(23日)阴有雷阵雨转多云，
偏东风3级，气温略有下降。

周四至周日(24日～27日)多云天
气为主，偏东风转南风都是2～3级，气
温变化不大。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徐浩 曾轲

解决之道

延伸调查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记者 王倩 实习生 徐浩 曾轲

他山之石

省城不少道路两侧并无高大乔木，骑行与步行市民，
等红绿灯时便得受太阳曝晒。有关部门在经七纬二路口、
天桥南设置了遮阳棚，深受市民喜爱，但全市推广受阻。

本报见习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徐浩 曾轲

今日气温“登顶”38℃

傍晚雷雨解暑，将持续至周三

天气预报

和平路修路后，两侧的大树向外平移后只剩下难以成荫的小树冠。
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文化西路两侧的大树让行人很舒适。 见习记者 李师胜 摄

鲁能领秀城内绿化得不错，但也少见大型树木。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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