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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给老树“理发”？
红岩新村建于20世纪80年代，这7棵被

修剪的白玉兰树是小区建成之初种下的，历
经四十余载风雨，曾经繁茂的枝叶为居民提
供了阴凉，也扮靓了小区环境。

随着树木的不断生长，也带来了一系列
问题：树冠遮挡阳光，导致低层住户采光不
足；根系发达，影响居民生活设施；枝干易断，
存在安全隐患……这些问题逐渐让老树成为
居民生活中的烦恼。

通过梅岭社区居委会提供的照片，记者
看到，33幢门前原来的白玉兰树长得很高，树
冠甚至超过了五楼的顶部。“遇到大风大雨天
气，树枝被刮断，从高处掉下来，有几次差点
砸到人。”梅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华招已经
得知了好几例树木坠落的事情。

“没修剪之前，低层住户常年没什么光
线，老年人想在一楼晒太阳都很难。每次一
下雨，树底下还会长出一大片青苔，导致路面
湿滑，容易摔跤。”陈女士指着树下发黑的苔
藓印记说。

白玉兰树的根系发达，也对居民生活造
成了困扰。住在一楼的王大姐告诉记者：“有
树根长到化粪池中，堵塞下水道，脏水都漫出
来了，恶臭难忍。”

2022 年 5 月 19 日，梅岭社区召开了一场
“居民夜谈会”。当晚，居民提出了关于树木
修剪的诉求：小区内树木长得高、树冠大，影
响到居民采光，有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
时对树木进行病虫害防治、修剪。

“从两年前开始，居民就不断通过社区网
格群、固定电话、e三明平台等多种方式，提出
树木需要修剪的诉求。”梅岭社区党委书记、
居委会主任王宗花说，群众利益无小事，因

此，他们向区城管局提交了修剪申请报告，给
树木“理发”。

修剪到什么程度成为焦点
看似简单又理由充分的小区树木修剪，

为何掀起波澜？小区里部分热爱绿化的居
民，主要针对此次的修剪程度提出了意见。

“原先这些白玉兰树一年四季绿意葱葱，
夏季可以遮阴，给人们带来凉爽。现在只剩
下躯干，没有了枝叶，像被剃了光头。”老住户
王大爷不满地说。

在这里居住了十几年的张大妈，对窗前
的这几棵树很有感情。她无奈道：“本来开
窗见绿，现在看到老树被剪成这样，我感到
很痛心。”

“这次修剪得狠了点，只要修剪部分分枝
就行，没必要把树冠都修剪了。”家住五楼的
黄先生则表示，之前的修剪方式就挺好，不理
解为什么这次修成这样？

为解答居民的疑惑，三元区城管局工作
人员小陈向记者详细介绍了红岩新村这两年
的树木修剪情况。

原来，红岩新村于 2023 年 2 月完成改造
后，区城管部门针对树木的分枝进行了统一
修剪。然而，仅仅维持了半年左右，由于白玉
兰树生长速度快，关于树木过高、枝叶太茂盛
的投诉信又纷至沓来。

2023年11月，梅岭社区向三元区城管局
提交了对白玉兰树进行修剪的报告。区城管
局立即组织园林绿化施工队进行现场勘察，
并将现场树木的实际情况上报。经审核通过
后，当月底，区城管局安排专业人员，在社区

工作人员的协调配合下，对白玉兰树进行了
修剪。

“修剪时，部分居民反映树木主干不要留
得过高，免得影响采光、通风。经社区和居民
充分沟通后，在一定的技术标准下，我们将7
棵树修剪得更短了一些。”小陈说。

修剪方式和程度是否合规？
小陈表示，修剪是出于安全考虑和居民

需求，而且是在确保树木存活的前提下进行
的。关于树木距离住房的最低间距、修剪幅
度等方面，虽然目前没有强制性标准，但他们
努力在满足居民需求和保护树木之间找到平
衡点。

依法护绿，化解“绿色烦恼”
关于小区树木管理问题，记者从城管部

门了解到，根据《三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
条例》，红岩新村属于未实行业主自主管理
又未聘请物业服务企业的住宅小区，应由所
在街道办事处向相关部门申请实施绿化养
护，并对影响交通、管线、居住安全以及居
民采光、通风的树木及时修剪。

如今，距离小区树木的“剃光头式”修剪
已经过去了近一年时间，新问题又摆在了居
民面前。

“被砍掉树冠的大树能不能活？这样修
剪会不会影响树木生长？”王大爷担忧地说，

“去年被修剪的白玉兰树在今年长出了一些
新的绿叶，但新长出的叶子4次被一些居民私
自掐掉。这是想让树木彻底死亡吗？”

就业主是否可以自主修剪小区内树木的
问题，记者来到福建如贤律师事务所咨询，叶
律师表示，小区业主不可以随意修剪小区内
树木。小区是大家的共同家园，小区绿化属
于小区的全体业主共有。如果绿化植物影响
了生活，业主应向业委会、小区物业或所在社
区反映。业主擅自修剪行为损害了小区业主
的共同利益，是不可取的。

为了营造爱护公共绿化的浓厚氛围，今
年6月，城管部门和梅岭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
户上门宣传了《三明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条
例》，并在墙面上张贴了爱护花草树木、保护
生态环境等文明标语和相关法规条文。

“城管部门和社区的这些措施起到了一
定效果，但破坏树木的行为仍时有发生。”王
大爷补充道。

正从二楼拄着拐杖下楼的吴奶奶对记者
说出她的担忧：“这几棵树现在是死是活都不
好说，每天经过这里时，我都担心树木死后会
倒下来，砸伤人。”

王宗花表示，希望每位业主自觉遵守相
关法律条文，做园林绿化的守护者，邻里多些
相互理解包容，这样才能让小区更加文明和
谐、整洁美观。

小区绿化作为城市绿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体现了一
个城市的文明程度。树木的修剪，需要兼顾
居民对生活便利和环境绿化的需求，这样才
能让小区大树成为一种生态享受而非群众的

“绿色烦恼”。

援疆“医”路情 白衣照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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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三明援
疆医生，林先强是家
人眼里平凡的儿子、
丈夫、父亲，也是患
者眼中的白衣天使。
在新疆这片炽热的土
地上，林先强用自己
在医学上的所学所能
解决患者的病痛，为
当地引进医疗新技
术、培养高水平医疗
人才队伍贡献了自己
的力量。

被“剃头式”修剪的几棵玉兰树经过一年的生长，冒出了些许绿叶。

林先强在接诊。

走进三元区列东街道梅岭
社区红岩新村，干净整洁的墙
面，有序停放的车辆，以及花圃
中绿意盎然的植物，让人感受
到一股温馨和谐的气息。然
而，在32幢与33幢之间的空地
上，7棵原本枝繁叶茂的白玉兰
树，如今却只剩下光秃秃的树
干，显得有点突兀。

树木修剪犹如人之理发,
“头发”长了要“理”。这些树木
是否修剪过度，引发了居民的
争议。

近一年过去了，这棵被修剪的玉兰树还是光秃秃
的样子。

援疆故事援疆故事

接棒
到新疆做一个医生应该做的事
2023 年 3 月，在三明市第一医院工作的

林先强主动报名参加对口援疆工作，经过选
拔和考核，成为了福建省第九批援疆干部的
一员。

林先强曾无数次被身边的人问：“你怎么
会想到去援疆？”

“我想多做点事，做一个医生应该做的
事。”答案发自肺腑，简单而纯粹。

2023 年 5 月，林先强前往“比遥远更遥
远，比美丽更美丽”的碧玉之都——凤城玛纳
斯。初至玛纳斯，还没来得及领略这里如诗如
画的风景，就要面对水土不服、时差以及干燥
气候等诸多艰难挑战。身体上的不适尚且能
够克服，内心对故土对亲人的思念却越发浓
烈。选择了援疆，注定对家人有所亏欠，工作
的忙碌和长期的分离，有时会让妻子忍不住
抱怨：“这个家呀，有你没你一个样，需要你时
都找不着人！”年迈的老人、家庭的琐事，一切
都需要妻子一人照顾，这让林先强内心愧疚。
吐槽归吐槽，但妻子明白，丈夫在做一件更重
要的事。

到玛纳斯不久，林先强就自己掏钱买了
一辆小电动，每天骑着它上下班。玛纳斯的冬
天，寒风呼啸，空气带着丝丝凛冽。对此，林先
强感受特别深：“冬天特别冷啊，有时候骑车，
风一吹，鼻涕就流下来了，到了医院才发现，
脸是僵的，手也冻僵了。”小小的电动车，日复
一日地驶过住所和医院间的这段路程，陪伴
他走过援疆的每一个日子。

医改是三明的金字招牌。林先强在玛纳
斯分享、宣传三明医改的见闻和经验，曾有玛
纳斯的医生向他询问医改到底是什么？他回
答：“其实，就是通过医疗、医保、医药‘三医’
联动，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质、药品回归治
病功能、医生回归看病角色。”面对一些不理
解医改的医务人员的疑问，他主动解疑释惑。

如今，玛纳斯县总医院已挂牌成立，全县
医疗资源一张网、一盘棋，县乡村一体化管
理，县里的名医在各个医院轮流坐诊。有一
次，林先强到凉州户乡镇卫生院坐诊，一位来
就诊的老年患者，当她听说林医生是县中医
院援疆的中医外科主任时，很是高兴：“现在
家门口就能看到专家，不用大老远跑县城去
了，方便多啦！”

守护
关爱每一位病人
林先强的门诊常常是病人一个接着一

个。面对患者各种急切的询问，他总是认真地
聆听、耐心地回答。

很多求诊的病人路途遥远，进城一趟很
不容易，林先强对他们给予了特别的关心。一
天清晨，林先强刚坐下，就迎来了三位病人，
这是从乐土驿驱车几十公里赶来找他看病的
一家人。最初来看病的是姐夫，他有汗症，怕
风又怕水，稍微动一动就满头满身大汗，此前
来林医生这里开了几副药，药量少，价格便
宜，疗效还很好。回去后，他赶忙介绍自己的
小舅子王永兵来找林医生。由于新疆的气候
和饮食习惯等原因，王永兵也有汗症，还老是
腰酸、腿痛、膝盖疼。林医生通过望、闻、问、
切，迅速判断出他是肾虚，细心叮嘱他不要吃
辣，要清淡饮食，平时不能太过劳累。

林先强深知，医学不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缓解患者的病痛还需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王永兵的妻子患有乳腺结节，但她想先观
察一阵，再决定做不做手术。林医生给她开了
调理的中药，亲切地拉起了家常，劝慰她要保
持良好的心态，积极乐观地对待生活。还打趣
一旁的丈夫：“你要多关心妻子，少让她受
气！”食饮有节、作息规律、心情舒畅、气血畅
通，病自然而然容易好了。果然，没过多久，王
永兵妻子的病便有了很大的好转，她激动得
和亲朋好友分享，就这样口口相传，很多当地
和周边的群众都慕名前来就诊，无形之中提

高了玛纳斯县中医院的知名度。
为解决当地老百姓看病“急难愁盼”问

题，让更多患者受益，林先强经常上门为少数
民族患者进行体检、康复等健康指导服务。玛
纳斯县乐土驿镇白杨树庄村的村民达吾提拜
克·马坦因为一场意外事故导致高位截瘫，他
有一双儿女，都在上学念书，生活比较困难。
林医生主动上门为他测量血压，进行心肺听
诊，仔细交代他和家人做好身体功能锻炼的
各种注意事项，力所能及给予达吾提拜克一
家关怀和温暖。

传承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林先强深感人才培养是医疗事业发展的
关键，“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培养一
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他
在平日里更加注重“传、帮、带”工作，对科内
医生进行全面的理论和技能培训、手术示范、
实践指导。经常组织业务学习和病例讨论，
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临床思维能力。如
今，玛纳斯县中医院已有两位当地医生能够
独立开展中医外科常见疾病的诊疗工作。其
中，就有王万里主任，他跟着林先强将近一
年半的时间。说起林医生，他眼睛一亮：

“林主任成功开展了多例复杂肛肠科手术，
像骶尾部藏毛窦、高位复杂性肛瘘等手术，
填补了玛纳斯县中医院中医外科领域的多项
空白。中医药辨证治疗前列腺、皮肤等疾病
的疗效相当好。而且他特别敬业，总是手把
手地教我们，毫无保留。经常在科里给当地
的医生讲课，指导我们总结临床经验，传授
如何撰写医学论文、如何拓展视野、开阔诊
疗思路，他为玛纳斯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培养了中医人才，真的很感谢林医生！”王万
里的言语里流露出感激、敬佩之情。

林先强常说，优秀的医生不仅是会看病，
还要让老百姓知道如何不生病，预防疾病的
发生比疾病发生了再治疗更重要。因此，他经

常深入社区、乡村举办健康讲座，开展形式多
样的健康宣教活动。为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他每周五都会到凉州户乡镇卫生院坐
诊，普及健康知识。一位哈萨克族大娘，胃疼
一直不会好，听说三明来的援疆医生来坐诊，
便去看了看，用药几个疗程后，胃不疼了。此
后，凉州户的村民们都盼望着林先强的到来。

情怀
一段经历一生情谊

谈到来玛纳斯印象最深的事情，林先强
首先想到的是旱卡子滩抗洪抢险救灾。当时
他刚到玛纳斯不久，就遇到旱卡子滩哈萨克
族乡被洪水冲毁了家园，他主动参加当地抢
险救灾活动。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到玛纳斯
头工村开心共享菜园种菜、到山上与哈萨克
族牧民一起种植苹果树。种树的时候，很多牧
民听说他是中医，纷纷递来手腕让他把脉、伸
出舌头请他察看，林先强很乐意为他们义诊，
耐心地答疑解惑，并借此机会与老乡聊天，了
解玛纳斯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宗教信仰、风土
人情、生活习惯等等，增进感情和友谊。

付出真心，收获真情。林先强为当地的一
位哈萨克族干警做过高位复杂性肛瘘手术，
手术效果显著。术后，林医生经常和他联系，
询问他恢复情况。一来二去，他们成为了很好
的朋友。前段时间，干警朋友还盛情邀请他来
家里做客，一起去塔西河的牧场骑马……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患者会带来
茶叶或自家种的瓜果，感谢林医生精湛的医
术和关心，林先强虽然不收，但心里却盛满感
动。还有患者听说林医生即将离开玛纳斯返
回家乡三明时，纷纷表达依依不舍之情，期盼
他能留下。在这些或热情或羞涩的表达中，充
满了当地患者真挚的情谊。

援疆，是爱的传递。援疆工作不仅是一段
难忘的经历，更是一生的情怀。“等这段援疆
之旅结束了，若干年以后回想起这段时光，我
一定会觉得骄傲和自豪。”林先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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