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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城区绿化带咋成了一片麦地？
滨州市园林处：种麦子是应急绿化，市民可随便采摘

本报滨州5月2日讯(记者 张
卫建) 眼下离滨州小麦成熟期还
有40多天时间，在滨州城区一路口
的一片麦地里，郁郁葱葱的小麦高
低不齐，成为市区内一道独特风
景。驻足观看的市民对此意见不
一，有的认为挺新鲜，有的则认为
绿化带内根本不该出现小麦。

街角绿化带一般都会种植各种
苗木或者草类，但在滨州市区黄河四
路渤海九路路口东北角，面积不小的
一片绿化带却成了麦田。麦田宽约5
米，从路口向东、北两个方向延伸，总
长度在100米左右，这样算起来面积
接近一亩。随着成熟期临近，绝大部
分麦秆已经长出了麦穗，由于缺乏管
理，麦秆高低不一，但远远望去绿油
油一大片，总体长势很是喜人。行人
路过此处，大多驻足观看。

对这片位于闹市区的麦田，市
民意见不一：“从农村出来好多年
了，突然能在市区里看到麦子，感
觉既新鲜又亲切，我感觉挺不错
的。”一名市民在接受采访时说。但
有的市民不这样认为：“在绿化带
里出现麦子，这本身就不正常，虽
然看起来挺有意思，但绿化带不是
种麦子的地方啊。”一名在附近居
住的市民告诉记者。

据了解，这片麦地最早出现于
去年秋冬之交，起始没人注意，感
觉就是一般的绿化带。但随着天气

逐渐转暖，“绿化带”越长越高，直
到开始长出麦穗，市民才注意到绿
化带里种的是麦子。但麦子究竟是
谁种的？又由谁来管理？受访市民
都表示并不知情。

与麦田紧邻的是去年刚完工
的一排门头房。一家门头房的负责
人向记者介绍，麦田原来是建筑工
地，工地在去年秋冬之交时建好。
由于已经错过了绿化季节，工地上

又是光秃秃的一片，为了补绿，土
地所有方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
彭家居委会才在门头房前的空地
上撒上了麦种。“刚开始麦苗和绿
化带一样还看不出来，但没考虑到
会长高、成熟，现在长成这样子也
没人管了。”该负责人说道，“其实
这也算一种新型绿化方式吧，而且
这些麦子从没打过农药，纯粹的无
公害、纯天然。”

该负责人的话得到了滨城区
彭李街道办事处彭家居委会党支
部彭书记的证实：“当时这么做确
实是为了应急，这片麦地用掉了
200斤小麦和两车牛粪呢。”在问到
如何处置这片麦田时，滨州市城管
执法局园林处相关负责人称：“现
在等着市里的统一绿化规划，这样
子肯定不是长久之计。至于麦子，
市民可以自己去采摘。”

枣庄六旬老人获评

国家“优秀自考生”

本报枣庄 5 月 2 日讯
(记者 李淼 ) 近日，枣
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的
闫吉虎老人在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第四届全国自
学成才奖励基金优秀自
考生的评选活动中，被评
为国家级优秀自考生荣
誉称号。

今年 6 8 岁的闫吉虎
自幼家境贫寒，无法圆读
书梦。1 9 8 6 年底，他经过
三年努力，通过了全部科
目考试，成为山东自学考
试首批本科毕业生。

1998年，54岁的闫吉
虎内退。2 0 0 2 年，为了帮
助一些需要法律援助的
人，闫吉虎开始自考法律
专业，但是由于后来突发
脑梗塞瘫痪在床，因此并
未考上。病情好转后，他
继续学习，在 2006年下半
年考上法律专业本科。

自学法律本科的同
时，他还帮人代理案子，
帮市民打赢了不少官司。
直到现在，他的左臂还不
能抬起，左手不能握拳，
但他仍然坚持学习。他的
这种精神鼓舞了很多人，
因此获评第四届全国自学
成才奖励金优秀自考生。

▲行人路过这片麦田，大多驻足观看。

格园林部门：

应急绿化种小麦

其他城市也曾有

滨州市城管执法局园林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滨州近年来城区各项建设迅速发展，绿化带面积也在逐步增加，
但像黄四渤九路口这样的绿化死角还是有少量存在。

该负责人介绍：“由于小麦生长条件宽泛，成本低，经常被用作应急绿化品种，但仅限于应急之用。这种情况不
仅在滨州，其他城市也经常出现。” (张卫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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