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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过期伐树告示引市民关注

又又见见修修路路砍砍树树，，幸幸亏亏被被叫叫停停了了
被誉为济南“最美林荫路”的马鞍山路上的毛白杨要被砍除？近日，一条告示碰触了济南市民

的痛点。济南的林荫道本来就少，前几年修路又伤了一批，夏日炎炎，行走在路上很是遭罪。告示
贴出后引起市民高度关注。最终，有关部门决定不再伐除毛白杨。

文/片 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任群

为修海绵路
要砍74棵大树

13日，在马鞍山路上某单
位工作的济南一市民微博爆
料，她看到一张公示，马鞍山
路上的参天大树要被砍伐。

公示是由济南市历下区
园林绿化管理局和济南市政
公用资产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共同发布，其中提到“迁移马
鞍山路南侧行道树法桐6株，
伐除杨树74株，用于马鞍山
路海绵城市改造。”公示期是
6月21日至27日。

该消息爆出后持续发
酵，可谓触碰到了济南市民
的痛点。

网友“不孤散人”说：“马
鞍山路的树必须砍吗？回植
可以吗？像历山路那样把树
放在路中间行吗，想想办法
吧！！！”

网友“约等于零4”说：“济
南本来大树就少，而且大树能
涵养水源，和海绵城市并不矛
盾啊，别再干傻事儿了。”

因为路窄，并且道路两
侧大树参天、绿荫成景，马鞍
山路一直被称为“最美林荫
路”。爆料者说，“如果济南能
够有什么可以和国外古老城
市相媲美的，那就是马鞍山
路上的这些参天大树。建设
城市不能以破坏城市文化为
代价。”

据悉，目前马鞍山路（玉
函路-舜耕路段）正在进行道
路径流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
的施工，在这914米长的道路
上，将要进行海绵城市工程
建设，并进行新建非机动车
道以及人行道等项目。

已伐五棵毛白杨
移植三棵法桐

目前已经过了告示上的
公示期，马鞍山路上的74棵
毛白杨是否已经被伐除？

14日，齐鲁晚报记者来到
马鞍山路，道路一侧被设上施

工围挡，里面工人正在处理人
行道路的石板砖，路边的绿化
带已经不见了踪影，但现场并
未看见被伐除的树木。

济南市历下区园林绿化
管理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公示上说要伐的树不砍
了，因为不少市民都反对这
个事儿。13日刚接到通知，要
暂停伐除杨树的行动，目前
正在撤掉公示牌。”

不过，树真的没有被砍
吗？在马鞍山路东头，路边的
三棵法桐树不见了踪影，还有
两棵法桐树死亡。在马鞍山路
北侧的绿化带中，则新移栽了
三棵法桐，但只剩下主干。

该项目施工单位山东顺
河路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因为要进行道路改造，
移植了三棵法桐树，并且已
经伐除了五棵毛白杨。

对于移植的法桐，上述负
责人表示，“马鞍山道路改造
中，将在道路东头60米处增设
一条右拐车道，缓解马鞍山路
的交通堵塞问题。”道路改造
过程中，不得不将树木移植。

“马鞍山路上的毛白杨
已经有近30年树龄，经常会
有死掉的枝干掉落，很容易
砸到路人，所以才想借着道
路改造的机会，对它们进行
更替。”上述负责人介绍，“近
日会新移植过来 11棵法桐
树，恢复景观。”

该负责人还介绍，根据
马鞍山路道路改造方案，马
鞍山路将增设非机动车道。
方案中路南侧法桐下面的人
行道将变成一条绿化带，在
其南侧将设人行道和自行车
道，再往南靠近墙角的地方
还留有50厘米的绿化带。在
路北侧，同样设置绿化带，绿
化带北侧改为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则计划设置在路北侧
绿化带中。

改造后的马鞍山道路绿
化 面 积 将 比 改 造 前 增 加
1000平米，虽然目前路北侧
绿化带的最终设计方案未敲
定，但绿化带中会种植大量
时令花卉、花灌木、垂直攀援
绿化等，并且增加一些节点
绿化。

和平路改造时迁树
两年后仍难成绿荫

马鞍山路上数十棵树的
生死，牵动着很多济南市民。

“我们不反对将马鞍山路
改造得更美，但是像马鞍山路
这样，在夏季有树荫能乘凉的
道路确实太少了，不愿意这么
美丽的路上少一棵树。”济南
市民张先生说，“对砍树一事
如此看重，是因为济南像这样
的路太少了。”张先生说，随着
城市的发展，道路被越拓越
宽，路边绿化却越来越少，每
年夏天走到路上都“烫得慌”。

2013年到2014年和平路
进行拓宽改造时，将部分国
槐向路边移动了两米，部分
则是先迁移到苗圃而后迁
回。为了保证成活率，减少养
分、水分的挥发，只得将大
树去冠。14日下午，记者在
和平路上看到，两年多过去
了，国槐树冠只形成小型球
状，根本达不到遮阴效果。
经十路、泉城路、文化东路也
都经历着这样的问题。

目前济南称得上树荫浓
密的道路屈指可数，除了马鞍
山路外，只有历山路、舜耕路、
济大路、解放路、堤口路等还
算有些绿荫。

除了行道树，其实济南城
区内的绿地也很“金贵”。

去年，济南获得“国家森
林城市”称号，但此称号来之
不易。2010年2月，济南作出创
建国家森林城市的部署，五年
来，共投入资金140亿元，全市
森林覆盖率达到35 . 2%，城市
绿化覆盖率达到40.2%。

虽然济南成功创建了国
家森林城市，但很多市民却依
然觉得城市中看不到绿色。济
南林业部门工作人员曾表示，
济南林木分布严重“贫富不
均”。“林木山区多、城区少，像
南部山区的这些山头都已经告
别荒山，实现100%的森林覆盖，
而有的城区仅10%多一点。”

可以说，城区中的每一
寸绿地都值得市民珍惜。当
然，保护绿地，更需要城市管
理者去守护。

近日，一纸砍树告示引来泉
城市民吐槽。要砍的74棵毛白杨
是济南市民最为珍视的“最美林
荫路”马鞍山路上的，砍树的理
由是要修“海绵路”。

海绵工程是为留住雨水，而
大树具有同样的功能。且不论毛
白杨吸水功能能否比得过海绵
路，大树除了吸水，还有诸多益
处，如吸收二氧化碳、提供绿荫
等。从相关部门的最后回复来
看，大树不砍也能修成海绵路。
鱼与熊掌本可兼得，为何非得舍
弃一个？

市民的感受也很能说明问
题。炎炎夏日，无论是步行还是
驾车，走在马鞍山路上，前方像

“绿洞”，两侧是“绿墙”，把济南
的火炉味儿隔绝在外，这和走在

光秃秃的路上，比如和平路、文
化东路上的感觉截然相反。一边
是绿荫，一边是“被烤”，市民的
反应也就顺理成章了。

得知砍树消息，济南市民反
应强烈，也有深层次的原因。近
几年济南大规模修路。修的是
路，却伤了不少树。比如文化东
路、和平路等。和平路修路后即
便保留了原来的树木，绿荫也大
不如以前。修路时600多棵大树
树冠被砍掉，而胸径三四十厘米
的树，需五年左右才能形成较好
的遮阴效果，胸径更大的则年数
更长。和平路上绿荫想要成形，
还得再等几年。前后一对比，市
民自然想留住现有的“绿”。

其实，大树也是城市的“市
民”，它们见证了城市的历史变
迁，也扎根在市民的心中，成为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修路砍树，
还真得谨慎一些。

此次砍树风波，城市管理者
最终听取了市民的建议，事件也
算终得善果。 （李师胜）

行行道道树树也也是是济济南南的的““市市民民””

马鞍山路上原先要被砍掉的毛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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