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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0余余人人齐齐聚聚，，为为大大山山添添绿绿
绿化驱霾累点也值，周日还会有一场植树活动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李
静 实习生 王世羚 ) 9日，
本报与烟台市林业局联合举办
的“植绿树驱雾霾”公益植树活
动在牟平高陵镇徐村举行。现
场有一起出动的家庭，有三五
结伴的朋友，也有充满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200多人齐聚高陵
镇，共同携手植树驱霾，为绿化
环境、净化空气使上一把劲。

9日上午9点，参加植树的
200多人一起向高陵镇徐村进
发。队伍中，年龄最大的是年过

七旬的退休教师，最小的是七
八岁的小朋友。

“有点累，不过能够植树对
抗雾霾，累点也值得。”13岁的
柳新雨说起话来像个大人，一
气儿挖了十多个坑，也不愿停
下来休息。

家住福山区的赵绥东今年
77岁高龄了，为了能赶上植树
大部队，他早上5点多就起床准
备了。车开到山下，赵绥东一路
小跑上山。植树过程中，赵绥东
动作麻利，不仅自己栽树，还为

不懂植树的市民做指导。
活动中，还有市民带了一

些祝福卡片系在栽好的小树
上：“小树伴我一起成长。”“植
树造林，净化空气。”“树叶绿
了，雾霾走了。”一句句简单的
话语，书写出大家的心声。

在大家忙活着植树的过程
中，牟平区林业局工作人员也
在一旁为大家进行技术指导。

“有的挖的坑太小，有的填的土
太多，没有给树苗留下存水空
间，这都不利于树苗成活。”林

业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次
种植的是黑松，对防风固沙有
积极作用。市民栽下的小树苗，
林场的工作人员将统一进行浇
水灌溉，并进行后期管护。

没能赶上本场植树的读
者也不要难过，3月16日在牟
平高陵镇徐村还有一场“植
绿树驱雾霾”公益植树活动。
每场植树活动都名额有限，
如果您也想为森林城市出把
力 ，可 拨 打 热 线 电 话
18254595733进行报名。

共带去两千棵树

栽好后统一维护
牟平区林业局副局长华德告

诉记者，本次活动一共带了2000棵
树苗。“树苗的根部都是带土块的，
这样可以提高树苗的成活率。”

华德说，林业局将统一安排工
作人员进行日常浇水和后期的维
护管理。“必须保证树苗的成活率，
避免出现年年栽树不见树的情
况。”华德指着对面山坡告诉记者，

“那一片树都是2008年栽的，今年
计划把这一片都绿化起来。”

本报记者 李静 实习生
王世羚

与硬土“斗气”

土行孙在就好了

□柳新雨(牟平第二实验小学)

今天，我和同学一起去了高陵
镇徐村南山义务植树。

我左手拿着铁锹，一边走一边
玩，不一会就来到山顶。领到小黑松
苗后我先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拿起
铁锹往地上一铲，结果地上只留了
个印，我却退了好几步。

经过一番与土“斗气”，我已经
是满头大汗，终于挖出了一个浅浅
的坑。但是老妈说还不行，需要挖到
20厘米树苗才能活，我心想，如果土
行孙在这里就好了。

看着山坡上忙碌的人们，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每个人都尽自
己的义务，那么世界将会比现在更
加美好。

我多想把荒山

变成一片绿洲
□徐浩宇(南山路小学)

今天我们全家人参加了植树
活动。我和爸爸先用铁锹在地上挖
了个坑，再小心地把小树苗放在坑
里，接着我用手在树根的周围埋上
泥土。

小树栽好了，我拍着手开心地笑
了。妈妈说：“小树也要喝水的呀！”于
是我和爸爸提着水桶去山下的小河
边提水，我们用铁锹抬着满满一大桶
水，给每一棵小树浇水。我对小树说：

“我要和你一起成长，过几年看看谁长
得高。”

我多想把每座荒山变成绿洲。

植树驱雾霾，企业也来尽份力

9日，来自山东世基发展
集团的20多名员工，一大早就
从蓬莱出发，赶到牟平参加植
树活动。

能到户外活动活动，孩子
们是最兴奋的。队伍中4岁的
代学枫跟着爸爸一起来体验，
虽然扛不动铁锨，但他也忙活
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希
望小树苗赶快长大，到时候再
回来看它。”代学枫一边浇水

一边说着。
烟台世基酒店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代新人说，这已经是
他们第3次跟随着齐鲁晚报参
加植树活动了，“一方面可以
让大家放松下，另外就是想多
栽一些树，让烟台变得更美
丽。”

“ 早 晨 5 点 半 就 起 床
了。”烟台世基置业有限公
司行政经理谷永壮介绍说，

因 为 现 在 公 司 在 蓬 莱 开 发
蓬莱诚园项目，离植树的地
方比较远，他一早就坐车往
烟台赶。

到了中午，每个人都种了
六七棵树。“明年我们还要继
续来植树。”代新人说，每年参
加植树活动成了企业的一种
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营造
更多的绿色。

本报记者 王永军

7旬老人刨坑种树堪比小伙儿
“不累，这点活对我来说

太简单了。”9日，在植树活动
中，来自福山的赵绥东高举铁
镐刨坑种树，吸引了不少人的
注意。赵绥东告诉记者，虽然
自己今年已经77岁了，但身板
很好。

赵绥东告诉记者，早上5

点多他就起床了，6点多坐上
公交车，倒了3趟车，8点到了

集合地点。“我到了以后发现
其他人都还没到呢，我就在
那里打了一阵太极拳。”

植树中，赵绥东高举铁
镐刨坑种树，一气儿种了五
六棵树也没休息，旁边的小
伙儿连连称赞表示佩服。赵

绥 东 告 诉 记
者 ，他 小 时
候在农村

长大，干了不少农活，后来又
当体育老师，“所以有的是
劲”。

看着土层干，赵绥东多次
询问林业局工作人员如何进
行后期浇水，得知林业局工作
人员将统一为树苗浇水、管护
后，赵绥东才放了心。

本报记者 李静 实习
生 王世羚

能做到不破坏

也是一种绿化
每到植树节，都会有大

量企业和市民咨询植树，可
是过了这个时节，很少有人
再提起植树和绿化的事，不
少小树缺乏护理就夭折了。

义务植树的意义不仅
仅在于当天种了多少棵树，
而是形成一种绿化护林、生
态文明的理念。

林业专家称，从现在到
雨季，都适合树木栽种。想
为绿化做贡献，不必要非得
挤在植树节，也不一定非得
种树，把已有的树护理好、
不破坏也是一种绿化的表
现。我们希望“年年植树不
见树”的现象不再出现。

山上一片树林5到10年
才能长成规模，一把火就能
把它们全都毁掉；道路两旁
的小树，如果大家都去系晾
衣绳，久而久之就夭折了；
为了吃上自己种的“放心
菜 ”，开 垦 山 坡 破 坏 绿
化……市民谈论雾霾的时
候，也要反思自我，即使不
绿化，也不要去破坏。

保护生态从身边的事
情就可以贯彻，护林爱绿、
生态文明的理念根植于心，
将是绿化大地、美化环境的
内在动力。

本报记者 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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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读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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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200多人齐聚牟平高陵镇植树。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福山区77岁老人举镐刨坑特别带劲。
见习记者 吕奇 摄植完树，一家三口开心地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小朋友
的力气虽然
小，但是干
起活来一点
也不含糊。

见习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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