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尊重多数市民意见 优化道路改造方案

和平路651棵大 树暂时缓了口气
刀下留树，应成为修路常态
本报记者 葛亮

改造和平路，两侧的行道树有
望保留下来了。连日来，媒体和市民
的呼吁首次得到政府部门的积极回
应。在为那些绿油油的大树感到庆
幸的同时，也为政府的决定叫声好。

修路就要砍树，似乎已成了道
路改造的路径依赖。把树砍了再修
路，这是一种最简单的办法，反正大
树又不会骂人或哭泣。其实，这反映
的是有关部门的偷懒思维，因为留
着大树修路不仅增加成本，修路的
方式和方法也要发生相应的改变。
砍了树再修，如果没有监督和约束，
肯定会成为首选。

从另一方面来说，修路到底是
为了什么要搞清楚。有人说，挖了
又修，是为了GDP。这种说法应该
是偏颇的。说白了，修路的目的不
外乎是为了便利、畅通出行，提高
城市的形象。这两个目的，和大树
的存在是不矛盾的。相反，大树的
存在，恰恰舒适了市民出行，也美
化着城市。

也有人会说，砍了树之后，还可
以再种，为什么非得较真儿那些大
树呢？可是，这些人知道行道树的脆
弱吗！不用说屡见不鲜的道路挖了
又挖，大树即使有幸保留了下来，还
要担心野蛮施工和机动车的横冲直
撞等人为破坏。迄今为止济南只有
两条城市主干道绿化达标，就是一

个很好的说明。
修路的目的搞清楚了，大树的

存在理由就更充分了，也更加突显
出此前市政部门出台的修路方案是
不合适的。

目前，济南正在密集地修路，路
该怎么修，能否借和平路改造来一
个大转变呢？

哪些路该修？如何修？什么时候
修？这些事关市民切身利益的事情，
没怎么见过征求市民的意见。要不
是市民和媒体最近密集关注，和平
路上的大树或许早被砍了或移走
了。可是，如果每次修路，市民和媒
体都要呼吁好多天才见积极回应，
这既让大家心累，更不符合以人为
本的执政理念。

这种状况怎么改变？其实也简
单，纳入法治的轨道或建立一套规
范的修路程序就行了。修路之前，能
不能多征集一下民意？修路方案能
不能早公示出来？市民提了意见，能
不能得到采纳？把这些问题回答好
了，修路或许就不会再引来这么多
的质疑。

无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约束和
监督的施政，往往会一意孤行或办
错事。真心希望，和平路改造不仅仅
是个例，规范的修路程序能以此为
基础建立起来。这既是大树之幸，也
是数百万泉城人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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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召开听证会
本报记者 穆静 王光营

在市民的建议和媒体
的广泛报道下，根据市民
和新闻媒体提出的建议和
意见，有关部门表示会优
化和平路道路改造方案，
争取做到保留和平路两侧
的行道树。对此有专家建
议召开听证会，广泛吸纳
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
授王忠武表示，和平路上
的大树对市民来说，有养
生、绿化、美化的功能，如
果把树移走，会涉及市民
的利益，应该满足市民的
知情权，在此基础上吸纳
民意。

“建议召开听证会，将
优化的方案向市民公示，
并听取各方建议。”王忠武
表示，有关部门在吸纳了
民意的基础上着手优化和
平路改造方案，在此方案优
化完成后，也应该向市民进
行公示，听取各方的意见。

“即使有的市民的意
见或建议不理性，有关部
门也不应不予以理睬，而是
把利害关系摆明。”王忠武
说，如果民意有不理性、不
合理的地方，相关部门也应
当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而对于根据市民和新
闻媒体提出的建议和意
见，有关部门表示会优化
道路改造方案的做法，有
专家表示，这本身也能反
映社会的进步。

“随着媒体的报道、网
络的发达，居民诉求意见
的途径增多了。在居民对
一件事情的意见倾向一致
时，会引起主管部门的关
注。”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
传播学院教授冯玮表示，
舆论是社会公众倾向于一
致的意见，在和平路拓宽
挪树这件事情上，多数市
民倾向于保留大树，这就
形成了舆论，引起了相关
部门的重视。

“主管部门关注舆论、
采纳市民意见，这是一种
进步。”冯玮表示，在市民
的舆论压力下，有关部门
表示对方案进行优化，争
取保留和平路两侧的行道
树，是舆论影响决策的表
现，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体现。“如果之前进行城市
规划建设时，能够公示并
广泛吸纳市民意见，相信
很多树会留下，老火车站
也会保留下。”

格记者述评格

道路改造优化有前车之鉴
本报记者 张子森

29日，园林部门就和平路大树
在改造中是否移植，对外发布前几
天的公示结果。此前，该部门曾透露

“绝大多数市民不同意移植”的信
息，29日的信息披露被很多市民解
读为“不移植”。

在媒体和市民连日来的讨论
中，本报记者采访发现多数市民的
观点一致：和平路大树生长了26年
多，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

“谁舍得砍掉这些大树啊，都这么多
年了。”园林部门一位不愿具名人士
也这样表示。

但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本报
记者此前探访发现，文化东路改造
后，原本遮天蔽日的大树换成了碗
口粗的小树，枝叶根本没法和以前
相比。“现在走在文化东路上，不仅
晒，而且没有美感。”家住文化东路
的魏先生对这条路的改造颇有怨
言，“这条路移植树木好像没有公
示，忽然就没有了，非常可惜。”

连日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
多位专家表示，城市市政工程是城
市进步的一个方面，但城市道路的
扩展也不能以牺牲绿树为代价。“汽
车越来越多，道路就显得越来越窄，
如果每条路都要扩修，是不是代表

济南所有的大树都会被砍掉？”有专
家这样质疑。

在和平路改造涉及大树移植一
事上，很多市民指出历山路和解放
路的改造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本，而
且得到了市民的认可。“既扩展了道
路，又保留了绿树。解放路的例子证
明，对市政和园林部门来说，改造方
案完全可以达到双赢。”上述专家
称，“这样的例子应该成为以后道路
扩建的标本案例，其经验可以作为
样本推广，像和平路改造完全可以
直接拿过来用。”

本报记者了解到，新的方案日
后优化后，和平路大树极有可能留
下。但具体优化方案相关部门正在
制定。29日，记者就此信息咨询了和
平路沿线多位市民，这些市民一致
认为“这个方案最完美，留下大树就
是留下绿荫、留下纪念。”

也有专家和市民再度通过本报
建议，和平路的改造方案，希望相关
部门能够借鉴解放路和文化东路的
经验教训。“事实很明显：解放路绿荫
蔽日成为一道景观，人们赞叹管理者
和设计者的智慧；文化东路太阳直射
难寻阴凉之地，无论对市民还是城市
景观，都是难以理解的举措。”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王光营 穆静)

和平路拓宽改造，651棵大树有望不再移植。29
日，在大树移植公示结束后，济南市园林部门
公布了意见征集结果，将优化和平路改造方
案，争取在保留道路两侧行道树的基础上完成
改造工程。

5月中旬，济南市市政部门着手准备对和平
路进行改造，将其拓宽为双向六车道。在和平路
改造计划公布后，道路两侧651棵行道树的去留
引起了市民的关注，本报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

根据改造公示，和平路拓宽需移植503棵
国槐、148棵法桐，拆除绿地7000平方米。先期
工程完毕后，当年不能移回行道树，不能建绿
地。工程竣工后计划种植行道树755棵，建设绿
地8048平方米。

“虽然看起来绿地是多了，但移植这些大
树太可惜了。”在公示期间，不少市民向本报反
映，由于交通拥堵，和平路急需进行改造。但这
些大树生长了近30年，绿荫很好，希望能够调
整施工方案，在改造的同时将大树原地保留。

济南市园林部门表示，和平路西起历山
路，东至二环东路，全长3000余米，是省城东西
走向的主干道，也是行道树最有特色的道路之
一。和平路改造公示期间，广大市民与新闻媒
体给予热心关注，通过电话、留言等各种方式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
意见，园林部门对此非常感谢。

据介绍，济南市政府主要领导也进行批
示，和平路道路改造工程要统筹、合理、科学安
排好改造方案。下一步，济南市园林部门将会
同和平路道路改造工程建设单位，进一步优化
和平路道路改造方案，让和平路道路改造方案
更加符合民意，争取做到在保留和平路两侧行
道树的基础上完成道路改造工程。

“优化”是否“不移”

“说是要对和平路改造方案进行优化，但
是否就意味着不移树呢？”对此，不少市民认
为，根据公示结果，济南市园林部门虽然并未
审批通过原有改造方案中的大树移植计划，但
也没有明确说明道路改造不再移植大树，这些
大树的命运仍然悬在半空。

施工能否不伤树

“在山师东路附近，施工机械来来往往，不
少国槐都被蹭掉了皮。”在道路改造公示征集
意见中，有市民反映，和平路两侧的国槐曾被
大型施工机械刮破皮。如果和平路在保留大树
的情况下进行改造，施工机械来来往往，这些
大树是不是也会遭到破坏呢？

记者了解到，在解放路施工改造中，施工
方为了保护路边的大树，部分路段就弃用大型
机械，甚至改用小机器,在大树周边增加围挡
对大树进行保护，这种措施也应该包含在方案
优化中。

格专家建议

和平路大树总价值200万以上

如买新树至少还需90余万元
本报记者 穆静 王光营

据了解，目前济南市
的行道树有法桐、国槐、银
杏树、白蜡树，新修道路多
选择胸径 1 5厘米粗的行
道树。记者采访发现，胸
径在十几厘米的行道树，
胸径每增加 1厘米，在价
格上要增加 3 0 0元。如果
和平路上的树木挪走后
再移植新树，将是一笔不
小的花费。

“和平路上的树再次
移植回来不太可能，只能
是从其他地方移植新的树
木。”业内人士称，和平路上
的大树移植后，成活率并不
高，即使成活的大树，也需
要好几年才能缓过苗来。

“14厘米的原生法桐
一棵售价680元，15厘米的
原 生 法 桐 一 棵 售 价 9 0 0

元。”据济南南部某苗木基
地的工作人员介绍，一般
工程上用得最多的树为胸
径15厘米、18厘米、20厘米
三种规格，15厘米的原生
法桐带土球售价为900元，
比14厘米的要贵出220元。

而如果树木胸径达到1米
以上，则需要好几万元。

据另一家专门出售银
杏树的苗木基地介绍，胸
径在10厘米左右的银杏树
价格在240元，胸径20厘米
的银杏树价格则达到3000

元，而胸径到50厘米后，售价
将在四五万元。

国槐15厘米全冠带土
球的价格为1400元，18厘米
的为2000元，20厘米的则为
2600元。

如果和平路651棵大
树被挪走后全部换上胸径
为15厘米的国槐，其买树
就得花费91万余元。如果
选择再粗点的树木，花费
将会更多。而据园林部门
工作人员介绍，济南市目
前并没有大型的苗圃园，
济南市的行道树多从市外
购买，如果再加上运输费
用，其成本将超过百万元。

按照以上的市场行情
来估算，目前和平路上的
651棵大树至少价值200万
元以上。

和平路上的国槐长势很好，对施工方案进行优化使这些大树暂时缓了口气。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摄

解放路修路时的优化方案留下了清凉。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历山路修路时“刀下留树”，给泉城留下了
这么美好的道路绿荫。 本报记者 张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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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之后留悬疑
本报记者 王光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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