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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专题

历下山体绿化纪实之五

植植树树确确保保成成活活 养养护护注注重重长长效效
水网保证树木“喝痛快”

养护队伍“驻山”管理

上山植树，首先要解决的是
“路”的问题。除了不具备开路条
件的燕翅山，在山体绿化工程实
施之初，历下区园林局和市政局分
别对牧牛山和其他四座打通了施
工用的车行道路和游步道，从而摆
脱了靠人力背土上山的局面，不仅
为日后养护车辆上山提供了条
件，又保证了消防通道畅通。

植绿保绿，供水不可忽视。
“我们建了四个蓄水池，总容积达
到900立方米，现在又在修建一个
完善的水网，为长期苗木管理打
下基础。”周克强说。在五顶茂陵
山，除了建有临时蓄水池，还调用
了洒水车作为应急供水方案。负
责山体绿化的历下区城管局工作
人员介绍，计划在山体东坡建造
一个大型蓄水池，布设整个山体
的灌溉系统，各区域段将增设自
动喷淋浇灌系统，解决苗木浇水
问题。燕翅山则是利用砚池现有
水源，由砚池引水至山顶蓄水池，
通过布设“一横五纵”的灌浇管
网，利用高功率水泵在不同区域
加压送水。

此外，五座山上均有专业人
员养护管理。“开工之初就成立了
工作领导小组，分别负责技术、施
工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历下区
市政局工作人员介绍，在动员机
关干部对转山进行山体绿化之
前，他们就邀请相关专家对机关
干部进行了培训，保证树木的成
活率。在转山的每个区域，都有山
体管理房，有两名专业人员长期
驻守，负责山体安全监护、日常保
洁、苗木养护等工作。

乡土树种保证成活率

打造景观注重长期效果

“凡事预则立”。为保证工程
效果，在工程启动之初，各牵头
单 位 在 树 种 选 择 上 也 非 常 讲
究。“我们主要选择的是适合济
南气候、土壤等条件的乡土树
种，比如本地栾树，提高成活率。”
负责牧牛山山体绿化工程的相关
人士介绍说。

而对于以石质山体为主的五
顶茂陵山来说，历下区城管局工
作人员可没少费脑筋，除了选择
以松柏为主的耐旱树种，还穿插
栽植了香花槐等植物。为保证成
活率，他们还将原计划聘请一年
养护队伍的合同延长为一年半，
由专业人员养护两个夏天，确保
树木稳定生长。

同样情况比较复杂的还有
鳌角山。“山的北侧不具备修路
通车的条件，山的南面碎石较
多，有地质灾害的隐患，施工难
度大。”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历下
分局相关人士说，“我们首先要
解决的是消除地质灾害，然后
才能进行绿化植树的工作。”如
今，鳌角山的环境不仅得到了
美化，更消除了视觉污染以及
地质灾害隐患。

在以断崖为主的燕翅山，
负责单位除了采用挂袋方式植
绿，还要兼顾断崖除草、除害工
作。“断崖上主要种植了扶芳
藤，四季常青。”工作人员介绍
说，“我们还专门从泰安运来了
树龄五六十年的树木，使景观
更具多样性。”此外，工作人员
还在山上垒砌了5000余个鱼鳞
穴，保土保水。

开“便民之门”人气旺

设施建设强调“人性化”

山体绿化的最根本的目的是
还山于民，最大的受益者是居民
群众。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各相
关单位也非常重视与周边百姓的
沟通交流，采纳百姓的意见和建
议。“之前五顶茂陵山就很受周边
居民的欢迎，我们根据市民的习
惯，又增开了大门。”历下区城管
局相关人士表示，在与市民沟通
过程中，有市民建议“在小支路上
留个口，方便通过”，他们经过论
证予以采纳，“目前每天晚上都有
数百人来爬山”。

同样人气很旺的还有转山。
历下区市政局相关人士表示，由
于前来游玩的市民很多，他们在
设施建设上也非常重视人性化，
如山上设置了20多盏太阳能路
灯，确保市民夜间安全爬山，还通
过风力发电装置作为驱动建造了
跌水瀑布，极大提升了山体景观。

对于解放战争时期济南战役
东部主战场的五顶茂陵山，历下
区城管局也非常重视它的历史意
义。在山体绿化提升过程中，重点
对当年战争期间的战壕、山顶战
斗遗址进行了强化保护，本着“尊
重历史、不改变原貌”的原则，对
遗址周边最大限度地进行保护性
整治，依托济南战役茂陵山战场
遗址，形成一处具有爱国主义意
义的教育基地。

如今，随着五座山体绿化改
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不少市民
已经尝到了“增绿”的“甜头”。而
各单位也将一如既往地重视百姓
的需求，让这项工作更好、更长久
地惠及百姓。

“以后从这里往上看，东南角的山上将不再是光秃秃
的了。不仅有绿、黄、红多个颜色的植物，而且这些植物将
很有层次感，非常美。”站在旅游路和洪山路交叉口的路
边，已经在这里忙碌了5个月的历下区园林局山岭容貌管
理站站长周克强期待中透着自信。

作为历下区“为泉城增一抹绿色”绿化专项行动的
“主阵地”之一，牧牛山的变化是五座山体的一个缩影。对
于“周克强们”来说，除了要让过去的荒山变为随处见绿
的景观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样的劳动成果保持下去。
为此，各牵头单位多措并举，在植树时保证成活率的同
时，更注重养护上的长效机制，确保五座山体今后年年有
绿可赏。

本报通讯员 杨晓琳 杨荣超

新建的护林房。 本报通讯员 杨荣超 摄


	C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