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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老树助新生
“前段时间，城管局和园林处的工作人员来了好几

趟。这些袋子就是他们挂到树上去的。”家住一楼的陈女
士指着门前正在接受治疗的老树说。

只见靠近围墙的两棵树上挂着几个输液袋，袋子下
方连接着一根带粗针头的软管，粗针头正插在树干上，
缓缓地输送着养分。

据了解，给树木“打点滴”是一种病弱树拯救技术，
和人们输液打吊针的原理类似，是绿化养护的常见手段
之一。园林工作人员首先要在树干分叉处等位置钻孔，
再像人体输液一样，直接在树干上注射。

“这种方式可以让营养液由导管直接输入到树干中
心，有利于树木快速补充所需的水分和营养，增强病弱
树的恢复力，促进根系生长和芽的萌发，改善树木长
势。”某园艺用品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对比之前的照片发现，得益于近期的输液治
疗，这两棵树顶部的新枝叶确实冒得更多了，更显生机
与活力。

此前，为快速响应居民护绿的诉求，市城管部门、列
东街道和梅岭社区相关负责人召开协调会，就如何救治
修剪后的7棵白玉兰树进行讨论，并形成了初步意见。

会议召开的次日早晨，园林专家就来到了现场，用
专业仪器对7棵白玉兰树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详细检测，
并对其中两棵树开出了“打点滴”的治疗方案。

“园林中心工作人员到场指导后留下了一些输液
袋，还教会了我们具体的更换方法，我们会根据消耗
情况，两到三天换一次。”梅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杨华
招说。

此外，针对居民反映几棵树木中有白蚁的问题，相
关部门喷洒了杀灭白蚁的药物，以此缓解白蚁的侵袭。
见记者走访，家住低楼层的一对老夫妇从窗户探出头
说：“喷药以后树干就不容易被掏空，我们也不用担心会
有树干倒下来，砸伤人。”

后续处置不缺位
对于另外5棵白玉兰树，经园林专家初步判断，存

活的可能性比较小。“当时刮开树皮和钻孔后发现，树
干基本处于干枯的状态，因此园林专家没有进行输液
治疗，而是采取了杀虫杀菌、浇水施肥等保护措施。”
杨华招介绍。

依据园林部门以往经验，不论是“打点滴”还是施
肥，都需要持续跟踪、观察。后期的存活概率还需考虑具
体天气，气温、降雨等因素都会对树木生长产生影响。尽
管困难重重，园林工作人员仍表示将竭尽全力，让受伤

的大树重焕生机。
树势衰微、病虫害入侵、树干中空腐朽……考虑

到另5棵大树现状不佳，相关部门已开始着手准备后续
方案。

如果这些白玉兰树经抢救后，仍不能恢复健康的生
长状态，社区将按流程上报，由园林专家到场对树木进
行检查，根据树木的树皮、树干、树根、生长环境等实际
情况进行综合判断。如果最终确认树木难以存活，城管
部门将对其移除，并安排后续补种。

出于美观考虑，小区内树木一般都会保持品种、高
度的基本统一。在补种选择上，城管部门与社区正广泛
收集居民意见，计划栽种既不会遮挡光线又兼具绿叶花
香的桂花树，以更好地满足居民亲近自然的需求。

三明学院风景园林专业的石老师也提出了建议，考
虑到该老旧小区楼间距较窄，在绿化方案上可以更换成
低矮组团绿地。补种时，需注意控制植物与建筑间的距
离，并做好后期的科学养护工作，确保树木正常生长。

加强沟通齐参与
园林专家现场指导时，社区专门安排小区的卫生

员前来学习树木日常养护的基本知识。如今，小区卫
生员每天会对花草树木进行巡查，确保每一寸绿意都
得到妥善呵护。在小区绿化养护方面，社区已经实现
从被动接受居民反映问题到主动排查上报，并协助解
决问题的转变。

小区是居民共同的家园，每位居民都应保护好小区
绿化，从自身做起，维护绿色舒适的生活环境。连日来，
城管、派出所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均来到小区入户宣传，
还在小区里张贴了爱护花草树木的温馨提示。“通过他
们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园林绿化方面的法律知识，也增
强了爱护绿化的意识。”居民张先生说。

“警方通过调取小区监控，近期并未发现个人擅自
摘绿叶的行为。”梅岭社区警务室的林警官告诉记者。近
期，他经常到小区各幢楼宇间巡逻，在上门走访和摸排
的同时，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为美丽家园保驾护航。

正是有关部门采取的一个个有力措施，让小区的住
户看到了植绿护绿的希望。“政府有行动，相信受伤的树
木会好起来，也会对个人破坏绿植的行为起到一定的震
慑作用。”老住户王大爷满怀期待地说。

让推窗见绿成为居民触手可及的幸福，还需要加强
和居民的沟通与合作。“园林绿化的专业人员不可能每
天在小区蹲守，对于树木的健康和安全问题，居民可以
直接向社区反映。我们都会第一时间报告给园林等有关
部门，争取尽快解决。”梅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
王宗花说。

11月27日，在尤溪县西滨镇库区
基点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员韩秀琼
正在调解一起经济纠纷。经调解，双
方当事人就矛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并约好日期签订后续相关协议。

今年，尤溪县大力开展“微改革”
活动，在社会治理领域探索“基点调
解”助力乡村振兴模式，以基点调解工
作室为载体，按照“统一受理、分类调
处”的工作思路，打破村与村之间封闭
运作、各自为战的调解壁垒，做到矛盾
纠纷“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深化
人民调解全覆盖，夯实社会治理基石。

作为国家重点工程水口电站库区
移民重点镇，西滨镇下辖 21 个建制
村、1个社区，其中包括10个移民村，
因村民跨村居住，各类矛盾纠纷时有
发生。为此，西滨镇成立库区基点人
民调解工作室，聘请熟悉当地情况的
专业调解员，发挥“人熟、事熟、风俗
熟”的优势，矛盾纠纷得以高效解决。

“原先遇到类似经济纠纷，我要诉至梅
仙法庭，还要请律师，花费大、耗时
长。现在好了，‘家门口’就能调解，省
时省钱省心。”库区基点人民调解工作
室的成立，大大方便了西滨镇居民，企
业主纪先生对此予以点赞。

目前，根据各乡镇、建制村的人口
和矛盾纠纷数量，尤溪合并设置农村
基点调解工作室 4 个、集镇基点调解
工作室4个，聘请专职调解员10名、兼
职调解员62名，累计解决矛盾纠纷百
余件。

“基点调解”助力乡村振兴模式是
尤溪县 2024 年“微改革”项目之一。
今年以来，尤溪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市委改革部署，坚持“小切口、大纵
深”，开展从细节处着眼、从细微处创
新的“微改革”活动，聚焦影响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痛阻难堵”，
总结推广一批“微改革”案例，谋划实
施一批“微改革”项目，以“微改革”服
务大民生，让改革成果更多更好惠及
群众。

目前，全县累计开展村干部“工分
制”管理模式、“一网三管五保障”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工作机制、农村寄宿
制学校半军事化管理模式等43个“微
改革”项目，涉及党建引领、经济建设、
民生福祉、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诸多
重点领域。各乡镇、部门以富有创造
性、针对性、实效性的工作举措，进一
步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以

“改革领先”的良好成效，为打造革命
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尤溪样板增添
动力。
（尤溪记者站 王 琨 通讯员 徐 天）

“微改革”
服务大民生

举枪、瞄准、扣动扳机、射击……11月27
日，2024年“奔跑吧·少年”福建省青少年射
击冠军赛（飞碟项目）暨选星训练营竞赛在清
流县开赛。福建省各地90名青少年“神枪手”
齐聚一堂、同场竞技，决出最强射手。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紧张，选手们身
着专业的射击装备，眼神专注而坚定，展现
出良好的竞技状态。随着指令枪响，飞碟呼
啸而出，选手们迅速举枪、瞄准、射击，一
气呵成。这次竞赛项目为少年甲组 （个人赛）

和少年乙组 （个人赛） 男/女子多向、双向飞
碟射击。

“通过比赛，让各地市发现更好的苗子，
为省队输送更优秀的人才。”三明市飞碟射击
双向教练员金艳说。福建清流开元射击训练基
地是省重点项目，建设内容有全进口六套国际
标准飞碟靶场，气步枪、气手枪室内外射击场
馆，射击俱乐部，户外狩猎场，枪械博物馆，
民兵训练基地，接待中心，运动员宿舍等。

（清流记者站 温玉婷 黄启鹏 文/图）

90名“神枪手”清流竞技

记者手记

专业的人要把专业的事做好

树木修剪是园林绿化养护的一项重要措
施，合理的修剪在消除安全隐患和调节园林景
观方面有重要作用。但近年来，居民小区绿化
养护中树木修剪变“毁绿”事件越发受到广大市
民的关注，也成为许多城市共同面临的一大问
题。如何避免修树变毁绿事件的发生？“让专业
的人把专业的事做好”或许是解决之道。

在记者采访的列东街道梅岭社区红岩新村
修树变毁绿事件中，整个修剪树木流程合法合
规，修剪的队伍也是专业队伍，但为何还会出现
小区居民认为的“过度修剪”问题？树木修剪后
为何会濒临死亡？

客观说，老旧小区布局本身比较拥挤、部分
居民受树木遮挡采光不好，修树意愿强烈、树木
生长过高存在安全隐患，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修树修到什么程度”的定夺。树木本
身体质的原因，也会影响树木修剪后的生存质
量。但下手是否太狠、是否在听取群众意见过
程中有不足、修剪后是否有精心养护也是造成
目前红岩社区“修树变毁绿”的尴尬现状。

既然是专业队伍，就要坚守自己的专业素
养，综合各种诉求和客观因素进行科学评估，在
保证树木生存不受修剪影响的情况下，多用点
心，找到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这样，才能既兼
顾群众呼声又能把专业的事做好。

好在，发现问题后，相关部门马上采取行
动，对症下药，全力抢救小区受修剪影响的老
树。此举赢得了小区居民的称赞。

打造有温度的绿色城市，就要从爱护身边
的树木、规范绿化修剪做起。无论是城市管理
队伍、专业绿化队伍还是管理小区的物业企业，
都要多一点绣花般的精细功夫，多用点心，把专
业的事做好。这样，修树变毁绿的事件就不会
成为城市管理中的一个痛点，才能让“夏有树木
可遮荫、冬有阳光可沐浴”成为每个人都能感受
到的幸福。

《是修树还是毁绿？》追踪——

受损老树“上措施”
●全媒体记者 徐尔文 金 鹏 文/图

11月11日，本报“新
闻关注”版刊登《是修树还是毁

绿？——三元区红岩新村老树修剪引
争议》，报道了红岩新村树木修剪后出现老

树濒临死亡的问题。文章刊出后，引起了相关
部门的重视。

这7棵有着40多年树龄的白玉兰树，承载着
小区居民对绿意生活的向往，每棵都十分珍贵，小
区居民与它们朝夕相处，有着深厚的感情。

28日，当记者再次踏入红岩新村时，目睹了
令人欣喜的景象。32幢与33幢之间的白玉兰
树底部，浇水与施肥的痕迹清晰可见，一些

树上还悬挂着输液袋，宛如生命之泉正
缓缓注入这些老树体内。有一棵

老树顶端，可见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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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老树得到了救治。

一棵老树树头上添了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