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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4日讯（记者 张頔）“从本月
起，信用卡还款晚一天就要影响征信记录
了。”最近这样一则有关个人征信系统调整的
消息被频繁转发。记者多方求证后发现，该传
言并无依据，目前持卡人逾期后只要在三天
内还清，便不会影响征信记录。

“不特别注意的话，信用卡还款偶尔会晚
上一两天，要按这条规定来说，那也太容易破
坏征信记录了。”济南市民徐女士最近看到的
一条消息让她有点担心。这条在朋友圈里流
传的“温馨提示”称：“逾期一天都要被征信列
入黑名单了！按照央行T+1接口规范要求，个
人征信数据T+1项目于2014年9月1日正式上
线！数据报送频率由原来的每月变成了每日，
银行原有的3天宽限期也将统一取消。珍惜信
用，及时还款！”

这条并没有注明出处的消息看似言之凿
凿，但9月4日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了
解到，该中心并未向各家银行下发过调整个
人征信数据报送频率的通知，而对于是否调
整征信数据报送频率，该中心目前也不知情。

随后记者向多家银行的信用卡中心求
证，得到的回复也都是目前并未接到报送频
率调整的相关通知，银行对个人征信的报送
频率仍为“每月一次”，银行原有的缓冲期政
策并没有变化，依然在执行。

记者了解到，目前银行对信用卡逾期的
行为可以留出3天的缓冲期，持卡人在到期还
款日后的第三天晚上，只要把最低还款额还
上就不算逾期。此外持卡人还完最低还款额
后，如果所还金额比全部应还款金额少10元
人民币以内，可以视作全额还款，剩下没还的
小笔款项可以算到下一个还款日再还。

“对于非故意逾期造成的失信行为，银行
还是会给予一定的宽容度。”银行信用卡中心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提高个人征信数据的报
送频率，在一定程度上能使银行更及时地掌
握申请人的信用状况，同时也提高了对信用
卡盗刷等不法活动的监控力度。然而如果报
送频率真的从每月一报变为每日一报，不仅
会使银行的工作压力大为增加，而且也容易
误伤非恶意逾期的客户。

4日，记者从济南市园林局获悉，今年入夏以来，济南
市城区部分道路及公园景区内栽植的银杏树出现叶片枯
黄现象。目前园林部门已开展银杏生长状况调查工作，防
控、复壮工作全面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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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城区绿地、公园、
风景区栽植银杏总计2 . 9万余
株。其中，城区主要道路栽植数
量2 . 2万余株，公园、风景区栽
植7000余株。”4日，济南市园林
局公共绿地管理处副处长哈新
英介绍，银杏树在济南市的行
道树种里算是个不小的家族。
然而，今年入夏以来，部分道路
及公园景区的银杏树却出现了
叶片枯黄现象。

在山大路和经十路交界路
口附近，一排银杏树看起来都
不大精神：不仅叶子稀疏，而且

都泛了黄。有几棵甚至掉光了
叶子，但树梢上却结了不少银
杏果。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千
佛山景区内的两株20多年的银
杏上。银杏树高处硕果累累，但
叶子却黄了边。

“目前，城区银杏叶片枯黄
的植株数占总量的38%。”哈新英
说，这种现象并非个例，经十西
路、八一立交桥一带的银杏树都
出现了类似情况。“公园、风景区
银杏树叶枯黄现象呈散点式发
生，数量相对较少。”哈新英说，
道路两旁的情况一般比较严重。

咄咄怪事

银杏果子格外多，叶片却黄了

专家会诊

气候干旱、主干道环境差是主要病因

好好的银杏叶子怎么突然
发了黄？今年8月底，济南市园林
局邀请相关园林专家对银杏会
诊。经专家论证，银杏树叶枯黄
主要有生理性和病理性两大原
因，具有小树重于大树、弱树重
于强树、雌树重于雄树的特点。

生理性病害主要为银杏叶
枯病，这也是济南市银杏叶枯
黄的主要原因。山东农业大学
林学院教授郭善基称，银杏具
有“四喜六怕”特性，即喜光、喜
水、喜肥、喜适宜气候环境，怕
遮阴、怕干旱、怕瘠薄、怕积水、
怕盐碱、怕高温高湿及严寒大
风。

但济南自去年冬天以来干
旱少雨，特别是今年夏季平均
降雨量较往年偏少40 . 6%，气

候干热，空气湿度较低。银杏虽
然是全阳性植物，但对气温非
常敏感，当气温超过35℃时，银
杏树叶就会出现生理性枯黄现
象。气候异常也让银杏结果量
较往年明显偏多，这也导致营
养消耗过大，树势衰退，因而雌
树树叶枯黄也明显重于雄树。

此外，从病理性病害来说，
专家认为目前道路绿地内银杏
树叶枯黄程度要比公园景区绿
地内严重，究其原因是城区道
路绿化带较窄、树穴偏小、地下
埋有管线、周边硬化多不透水
不透气，影响银杏正常生长，造
成银杏树势衰弱，病情加重。银
杏本身对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
物比较敏感，空气污染将会加
剧银杏病害的发生。

据园林部门初步了解，不光是
济南，近年来北方许多城市特别是
黄河流域城市的银杏，夏季都有叶
片枯黄现象发生。尤其是今年夏季，
北京、沈阳、天津、郑州、合肥等许多
城市的银杏树叶枯黄现象明显重于
往年。

针对银杏树叶枯黄这种新型且
带有普发性的病害现象，济南市园林
局也已作为重大植物病害进行研究和
防控。一方面因地制宜，合理复壮。结
合城区绿地实际情况，合理制定复壮

措施。通过扩大树穴、改良土壤、增施
肥水、防控病害等有效措施增强银杏
生长势头。

由于结果量增多是树叶枯黄的
直接原因，技术人员也将控制银杏
雌性植株生殖生长，采取抑制授粉、
人工疏果等方式，减少结果数量，降
低养分消耗。“此前已经打落了一些
果子。”千佛山的李先生说。

济南市园林科研所还联合山东农
业大学林学院成立专项课题组，开展
济南市银杏树树势衰弱原因分析及复

壮措施项目研究。同时组织各区园林
部门及公园景区联合开展银杏复壮示
范区域建设，加快推进济南银杏科研
项目研究及科技成果转化。

此外，由于银杏的社会面栽种
量也很大，园林部门将动员和指导
全市栽植有银杏的社区街巷、单位
庭院、居住小区等，采取科学有效措
施进行养护管理，对长势衰弱、出现
病害的银杏因地制宜实施复壮和防
治技术措施，确保城市绿化整体景
观质量不受影响。

救治措施 扩大树穴、改良土壤、人工疏果多措并举

相关新闻

银银杏杏将将来来会会退退出出行行道道树树？？
园林部门：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早在2011年，“银杏一条街”山大
路建成快两年时，就有市民发现银杏
树长势不旺，担心银杏树长期在污染
严重的主干道旁边难以存活。时至今
日，银杏树也的确因气候、道路环境
等因素出现了树叶枯黄现象，于是更
有不少人怀疑银杏是否适合作为行
道树继续在济南种植。对此，济南市
园林局工作人员表示，今后会根据具
体环境情况考虑是否选择银杏树。

“不同的树种本身各有优劣。”济
南市园林局的苏先春说，银杏作为行
道树在多个城市都得到了普遍运用。
就在济南的情况看，即便是在管线
多、土层浅、土壤偏碱性的山大路旁，

银杏树在往年也未出现如此严重的
树叶枯黄的情况。

“更多是由于气候的原因。”苏先
春说，去年是暖冬，本身就可能造成
病虫害高发，园林部门也曾提前进行
预防，但今年夏天的干旱也让人始料
未及，种种因素相加才造成了银杏叶
枯黄的灾情。而目前银杏树的灾情也
比较可控，不至于造成银杏树死亡，
一些银杏树经救治后已长出新叶。

但苏先春也表示，今后在选择行
道树时，会更全面地考虑道路、土壤情
况，尽量避免在条件不适合的大主干
道旁栽种银杏树，而是在土壤肥沃、树
穴大的绿地环境中使用银杏树。

▲受干旱和病害等影响，山大路南段近500棵银杏近半开始枯黄，甚至落叶。

▲这棵银杏树上的叶子有一多半变枯黄了。

▲千佛山景区内的银杏树硕果累累，但叶子却黄了边。

▲这棵银杏树上的叶子几乎都落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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