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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天气

今天：晴，25℃～34℃

明天：多云，24℃～35℃

（济南气象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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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中午，济南历
下区解放路办事处副主任
林玉开在二楼办公室内忙
碌，正冲办公室的窗外是
郁郁葱葱的绿植，本来直
射的阳光被挡在窗外。

在二楼凸出的约200
平方米的楼顶，种植蔷薇、
女贞等十几种草木。还有
小凉亭与板凳，裹满草木
的石径贯穿楼顶。漫步其
中，犹如逛花园。

“以前楼顶上尘土多，
每逢大风则尘土飞扬，不

敢开窗，现在则正相反，窗
外的绿植覆盖了尘土，还
净化了空气，尤其是在3月
份到9月份。”说起绿化楼
顶的好处，林玉开滔滔不
绝，绿植在夏季让室温降
了两三度。

“二楼的绿植主要是
靠街道办的绿化科在管
理，成本并不是很高，主要
是浇水，也是历下区的典
型。”林玉开介绍。

不过市民王先生称，
具备这种养护专业人员与

各种条件的单位并不多。
历下区园林局社会绿

化 科 宋 科 长 告 诉 记 者 ，
2011年开始试点，历下区
现在有19个单位实现楼顶
绿化，面积在25600平方米
左右。

历下区已经实现楼顶
绿化的单位有原历下医
院、山东省农业厅的保安
室、历下大厦、燕山办事
处、文东办事处等。“绝大
多数是机关单位，少有居
民单位申请。”宋科长称。

7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泉西大酒
店，远远就望到酒店的顶层布满了一
片翠绿之景。当记者表明身份时，前
台的工作人员以经理不在为由，拒绝
了记者上楼观赏的要求。

但记者到酒店对面的一座六层
楼高的写字楼上观察时，还是隐约看
到“空中花园”的远景。大约一小时
后，记者又进入酒店，在一楼电梯入
口，赫然立着一块牌子，写着“楼顶空
中花园烧烤”、“活羊现宰”等字样。

记者恍然大悟，原来空中花园是
为顾客烧烤而布置。趁工作人员不
备，记者乘坐电梯达到顶层，映入眼
帘的是一番别有洞天的景象，楼顶是
一簇一簇的绿色，种植的冬青，错落
有致的分布着，还有几棵记者不知名
的树木被冬青团团围了起来；两座亭
子各占一角，还有数张石桌、石凳散
落在绿地中央。显然成了烧烤摊。

据悉，泉西宾馆的屋顶绿化共
1000平方米，2010年就已经完工。该处
屋顶绿化被纳入了槐荫区园林局屋
顶绿化的任务总数中。

济南市园林局的补贴，由单位向
区园林局申请，而后发放。然而《济南
市2011年度屋顶绿化建设管理有关规
定》规定，以生产经营为目的的屋顶
绿化，不能享受政府的补贴。

不过记者查阅有关城市园林绿
化条例，省城并没有关于楼顶绿化后
期监管的举措。对此，徐科长也表示
很无奈，“我们只有监管权，但我们发
现维护不好的楼顶绿植，让产权单位
进行维护时，他们却说，工人工资都
发不下来了，怎么有钱维护这个？”

七贤文化广场

领导很是支持

楼顶郁郁葱葱
“其实，楼顶绿化的推广，还得靠

各个单位的认知，比如七贤文化广场
的领导对此比较感兴趣，所以就申请
了楼顶绿化。”济南市园林局社会绿
化科徐科长说。

7月30日中午，记者看到，七贤文
化广场内有十几栋楼，楼顶都被铺上
了草皮。记者从物业借来梯子，爬上
屋顶观望，十几栋楼顶皆是郁郁葱葱
的草皮，与其他楼顶光秃秃的局面形
成很大的反差。广场物业刘主任说，
共有约四万平米的楼顶被绿化，工作
人员经常去浇水，所以维护得不错。

“七贤文化广场上的草名为佛甲
草，耐寒耐晒，抗冻抗寒，比较好管
理。”徐科长说，城市内地面绿化面积
有限，所以楼顶绿化是增加城市绿化
率的一个方法，但是楼顶绿化需要各
个单位的配合，也需要社会对于楼顶
绿化的认可。

泉西大酒店

楼顶绿化变身

空中花园烧烤

现有楼顶绿化寥寥，主要是些机关单位

楼楼顶顶绿绿化化看看着着挺挺美美推推广广却却难难
奖励难抵成本，维护也很不易，只能靠园林局到处动员

“大多楼顶的设计初
衷是防水，并未考虑到承
重的因素，楼顶绿化需要
设计防水层、漏水层、泥
土、草皮，而很多楼顶很难
承受此重量。”历下区园林
局工作人员介绍，而且需
要考虑到防水因素，所以
楼顶绿化很难在居民小区
内落脚。

按规划，燕山新居要
实现楼顶绿化。“燕山新居
的楼顶绿化早就停止了，
去年开始筹备的，后来可
能是由于技术、人力的原
因，就不告而终了。”该小
区居民张先生说，“建设的
时候，楼顶全是泥水，还不
如不建，这样还可以到楼
顶去走走。这个想法倒是

挺好，但是现在人力、物力
都达不到。”

居民栾先生则告知记
者，因为自己不住在楼顶，
楼顶绿化对自己并无影
响，而且顶层的居民肯定
不愿意，因为一旦漏水，只
能是顶层居民承受。小区
内的居民对楼顶绿化不理
解，也并不感冒。

文华园小区内的5号
楼三层约有500平米也进
行了绿化，蔷薇、冬青、草
皮，还有盛开的月季，加上
木质走廊，着实让人眼前
一亮。“楼顶上环境很好，
不过土层薄，他们经常来
浇水，这边的物业费是每
平方米1 . 95元，好的环境
也是以高额的物业费换来

的。”正在楼顶乘凉的田先
生说。

文华园物业保洁绿化
部经理成凤告诉记者，其
他小区极少有楼顶绿化
的，文华园物业有专门的
绿化人员，每天进行巡查，
通常情况下，一个星期浇水
四五次。浇水、人工、施肥、
喷药等加起来每月在1000-
1500元之间，照此算来，楼顶
绿植每平米每年维护成本
在24元以上。而这些费用都
是单位自己缴纳。

根据条例，小区的楼
顶绿化居民并无权申请，
只有物业与业委会来申
请，可是物业并不会自己
割肉，拿出资金来做这件
事情。

楼顶难承重、居民不支持，在社区推广很难

7月30日，记者在燕山新居小区
就楼顶绿化进行了调查，在小区服
务中心的楼顶，记者看到确实有楼
层绿化，也是经过精心规划的，而
且还建有凉亭和凳子。但是这些树
木花草中有很多杂草，显然是很长
时间没人管理。

“济南市园林局每平米给予补
助，不少单位认为可以从中赚钱，
便提出申请，不设防水层以节省成
本，由专业的公司进行楼顶绿化。”
园林部门有关工作人员透露。

不过这是得不偿失之举，因为
不设防水层便会有漏水问题，仅仅
设防水层，每平方成本在50元左右，
只是铺上草皮，成本在160元左右，
随着近年来人工成本的上升，价格
还得涨。更不用提后期维护。

“如果不铺设防水层，两三年
就漏水，而且植物也长不好。”市中
区园林局社会绿化科徐科长介绍，
楼顶绿化单位便会再让施工单位
查验修补，不过不会付钱。所以，有
些施工单位还要赔钱，因此不再接
楼顶绿化的活。

徐科长说，其实，楼顶绿化主
要是一些效益好的单位在做。开始
时需要单位出钱，而且后期的维护
也需要产权单位自理，如果没有效
益单位不会把钱放在可有可无的
楼顶绿化上。这样就导致想要推广
楼顶绿化，只能是各区园林局去做
各个单位的工作，去找各个单位协
调，极少有主动申请楼顶绿化的单
位。

后期维护难

有的绿化楼顶

仅为换取奖金

延伸调查

七贤文化广场内的十几栋建筑楼
顶皆种植了佛甲草，楼顶郁郁葱葱。与
周围的楼顶反差很大。

本报记者 李师胜 摄

本报记者 李师胜 实习生 张海静 曲晶

2011年，省城开始推广楼顶绿化，给予实施单位每平方米补助80到100元。但是记者调查发现，楼顶
绿化推广困难重重，承重与防水限制了大部分楼顶；补助难抵成本，后期维护由产权单位出。且楼顶绿化
主要是在机关单位，难进居民区。这些致使楼顶绿化在省城推广缓慢。

解放路街道办的楼顶种植了十几种绿植，还设有凉亭，草木维护得很好，是楼顶绿化的典型。 本报记者 李师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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