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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联合团市委“创城植绿”活动掀高潮

六六百百余余读读者者岔岔河河边边挥挥锹锹栽栽杨杨柳柳
花絮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李

榕 孙婷婷 ) 春风拂地万物
苏，又是一年植树时。9日上
午，本报联合德州团市委举办
的“创城植绿”义务植树活动在
新河路岔河桥东岸举行，本报
六百余位读者参与植树活动，
为城市又添了一道防护林。

上午8点，不少市民赶到
德州市公共汽车公司门前集
合，免费前往植树地点。“我没

有报名就来了，能让我们植树
吗？”9日上午，在植树现场，家
住中建华府的赵先生询问能
不能现场参与植树。原来赵先生
在周五的报纸上看到了本报的
植树消息，没来得及报名。他们
一家可谓是本次植树最环保的
家庭，17岁的儿子赵新刚骑着
自行车，赵先生和妻子则共骑
一辆电动车来参加植树。

挖坑、栽树、搬树苗……

植树现场，大家各司其职，忙
得不亦乐乎。“这种活动很有
意义，孩子早就盼着来植树
了。”新湖南路小学的老师刘
玲玲说，这次他们组织了二年
级6个班的部分学生和家长一
起参与植树。别看只是小学生，
干起活来可是很卖力。家长本来
打算只让孩子扶树苗，可整个植
树过程，大人很少能摸到铁锹。

“过一段时间等它发芽了，我

会过来看看它的。”新湖南路
小学二年级2班的刘方洲在现
场和父母共同种下一棵树。

据德州团市委统计，当天
共有来自社会各界人士2000
余人植树4000余株，其中本报
六百余位读者将1500余株柳
树和杨树种在新河路岔河桥
东岸。后期将会有专业人员对
市民植种的树木进行精心养
护，确保植树成活。

本报3月9日讯 (记者 李
榕) 9日，记者了解到，去年全
市累计参与义务植树市民200
万人次，共植树3000万株，全
市义务植树造林成活率达90%
以上。

“植下树后的一到三年是

最关键的。当年种下去的树，
成活率主要受当年天气、土地
条件和后期管理等三方面影
响。”德州市林业局绿化科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为保证市民义务
植树的成活率，各级林业部门
专门聘请专业的管护队伍，对

新种林木进行抚育管理。
据了解，去年全市累计参

与义务植树市民200万人次，
造林30万亩、总植树3000万
株，全市义务植树造林成活率
达90%以上，保存率85%以上。
2014年，全市总造林25万亩、

总植树3000万株，今春全市造
林绿化总目标是造林8万亩，
植树600万株。重点工程是德
龙烟铁路、京沪高铁、济乐高
速两侧208公里的绿化，以及
京台、德滨、青银高速等交通
干线绿化的补植提升。

义义务务植植树树成成活活率率超超九九成成

9日上午，在植树现场，
到处可见德州学院、德州二
中、湖滨南路小学等志愿者
的身影。

从指定地点将铁锹、树苗
搬运到植树地点，德州学院体
育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的30余名志愿者忙得热火朝
天。“我们体育专业的学生力气
大，干这活儿正合适。”体育学
院大二学生刘芳敏和学院其他

志愿者，自觉担当起搬运工，将
分发到的铁锹和树苗分发给来
植树的市民。

“创城植绿”活动中，德州
二中青年志愿者服务队的18
名老师一大早骑自行车赶到
植树地点。“很高兴今天能亲
手栽下小树苗，为大地增添一
抹绿色尽自己的一份力。”德
州二中卢岳生老师介绍。

本报记者 孙婷婷

主动担当搬运工

给小树苗浇浇水。我是小小“大力士”。

原本是父子二人的植树
之旅，儿子杨浩明执意要带上
自己的好朋友王俊超，植完树
三个人还吃了一顿自助餐，热
热闹闹地度过了一个周末。

“前两天，看到齐鲁晚报
上的植树通知，就决定带儿子
来参加，春天到了，带孩子感
受一下大自然。”父亲杨用利
说，儿子认为外出植树是件好
事情，一定要带上自己的好朋

友前往。
杨浩明和王俊超一组，他

们负责运送树苗，挖坑、埋土，
忙得不亦乐乎。“现在两个孩
子不在同一个学校，平时很少
聚在一起，正好借着植树的机
会在一块玩一天。”父亲杨用
利说，两个孩子都很有爱心，
为了奖励他们，植完树专门带
他们在外面吃午饭。

本报记者 陈兰兰

带上自己的小伙伴

有不少小朋友参与其中，在大人的引导下学得有模有样。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现场

植树现场，7 5岁的伏广祯正拿着
一把生了锈的铁锨挖着树坑，旁边7岁
的小孙子拿着一把玩具铲子帮忙挖
土，孩子的妈妈拿着树苗站在旁边指
导着孩子。

伏先生年轻时在部队当了多年的
兵，1978年转业后在市区上班。“在部队
那会儿，我们经常种树，大片的空地，栽
满树，来年长成大树，看着特别有成就
感。现在住的地方是公用的，没有种树的
地方，铁锨都生了锈，今天带着孩子过
来，种得很过瘾。”伏先生说。

祖孙俩人奋力地挖着树坑，“坑挖深
点，树根扎得深，越容易成活”，伏先生一
边挖坑一边教导小孙子。“瞄准点儿，看
树苗在不在一条线上，瞄不准，树成不了
排，就不规整了。”

伏先生和小孙子约定，等树成林了，
一起到河边钓鱼，坐在树下，听着风吹树
叶的沙沙声。

祖孙三代齐上阵

老爸老妈来指点

年仅4岁的郝厚伟在父母的陪同下
来到了植树现场。还不会使用铁锨的小
厚伟双手抱着铁锨的木柄，有模有样地
挖着树坑，小厚伟的妈妈站在后面帮孩
子使力，母子两人一点一点地把土挖出
来。小厚伟的爸爸站在旁边指点着孩子
的动作、姿势。

记者问小厚伟知道“植树节”的意
思吗？“植树节就是种树”小厚伟简单
的回答逗乐周围的市民。“我们想从小
教育孩子热爱环境，让他知道种树的
好处，懂得这个节日的意义。”小厚伟
的妈妈说。

冯泽昕和王嘉伟都是来自新湖南路
小学的学生，因住在一个小区，看到周
末去植树的信息就一块报了名，他们
一共植了4棵树，每棵树都用红头绳做
好标记，决定下个周末回来看看植的
树有没有成活。

“昨天听妈妈讲了植树技巧，树坑一
定要挖深，这样树苗成活的机率才会
更大。”冯泽昕告诉记者，看到很多树
苗的树根还露在外面，不免对树苗能
否成活有些担心。他们还用工具测量了
树苗的间距，争取把种好的树苗保持在
一条直线上。

“一共种了4棵树，每棵树都做了标
记，下个周末会回来看一看成活了没
有。”王嘉伟说，希望自己种的树能够长
成参天大树。

做个标记常来看

家住十三局宿舍的柳女士早早地带
着读二年级的蔡方州来到了植树现场。

“平时上学都是我叫他起床，为了来植
树，昨天他定了闹钟，一大早就把我喊起
来。”

柳女士介绍，孩子很喜欢种树，但小
区没有空余的地方用来植树，以前在小
区都是找个不妨碍大家的角落，让孩子
种上棵小树苗，满足一下孩子。“今天来
这儿，空地很大，树苗也很多，这次孩子
可以种个够了”。

小方州在每棵亲手种的小树旁拍照
留念。“以后有时间会经常带孩子来这边
看看，看看自己种的树。”柳女士说。

拍张照片来纪念

本报记者 李榕 陈兰兰 实习生
李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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