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树医生”保护“城市之肺”高招迭出
姐妹花记者体验园林管护人员工作日常

06 YONGKANG DAILY

当我们悠闲地享受着这座城市的绿意盎然时，有一群“树医生”正忙得脚不沾地，为各类树木问诊、打针、复
检⋯⋯日前，随着气温不断攀升，树木开始萌芽，这也意味着“树医生”与病虫害的战争就此打响。趁此机会，记者
跟随市园林管理处管护人员现场学习如何给树治病，感受园林管护工作的苦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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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服务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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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明早准备给几株梧桐树补

漏打针，去看看？”4 月 19 日，管护人

员胡士富邀记者次日在永一中门口

碰面。说起永一中附近的那片梧桐，

大部分市民应该不 陌 生 。 因 其 树 冠

大、枝叶茂盛，每逢春季，飞絮总是

肆意撒欢。市园林管理处接到了不

少市民来电反映，于是“树医生”们

出动了。

4月20日7时，记者见到了这群特

殊的“医生”。他们的行头简便：开一

辆三轮车，后座载着两袋化肥、一个篮

筐和各式工具。“先配药吧。”还没来得

及寒暄，胡士富就匆匆忙活开了。

胡士富今年 54 岁，从业 11 年，经

验老道——他瞟了眼树干粗细，转身

从篮筐里拿出 4 管粉剂。另外两位管

护人员吕龙汉、胡勤正连忙上前搭把

手，往粉剂里注水，摇晃均匀后，药就

算配置完成了。随即，胡士富屈膝半

蹲，握紧电钻，“嘟——”锋利的钻头开

道，在坚硬的树皮上钻出小孔，再迅速

剪开针剂封口，将针管插入孔中。他

动作利索，不一会儿，眼前的树已经扎

满一圈针剂。

看着操作如此简单，记者跃跃欲

试，但拿起电钻才意识到这活其实“分

量不轻”，更何况钻孔的角度和深度还

有讲究。三位师傅在旁热心地传授经

验：“小姑娘，眼神要准，盯住一个点，

快速把钻头向下 45 度角倾斜打进去。

注意控制好时间，不能打太深，5 厘米

就够了。”记者握着电钻摇摇晃晃、手

忙脚乱的窘样，不但没帮上忙，还逗笑

了大家。

果然，各行各业的老师傅，本质上

都是熟能生巧的“卖油翁”。15 分钟左

右，几株梧桐树都完成了就诊。“这样

打完针就有效果了？”面对疑问，胡士

富把粉剂递过来，指了指包装上“植缘

赤霉酸”五个大字，神色得意：“这种生

长调节剂真的很神奇！去年打过针的

梧桐树，今年飞絮量就明显减少了。”

一追问才知道，并非所有梧桐树

都要打针，当天需就诊的“病患”主要

是雌株。“飞絮其实就是雌株的种子。

给这些梧桐树打针，可以抑制它们的

花芽分化，相当于‘避孕’。最终种子

量减少，飞絮自然也就少了。”经过胡

士富一番科普，记者恍然大悟。

给梧桐树打针
“避孕”有技巧

8 时左右，马路上的车辆逐渐排起

长龙。“我们到明珠大酒店对面那儿

碰。”三位师傅抛下一句话，便迅速转移

阵地，开着小三轮车消失在上班早高峰

的车流中。

待记者抵达时，看到“树医生”的配

备变样了——电钻被铁锹代替，针剂也

不见踪影，改拿一柄斗勺。一问才知，

第二项任务是给紫微中路上的樟树埋

杀虫剂。吕龙汉扛着铁锹走在最前面，

在每棵樟树的四角各凿出一个30厘米

深的坑洞，胡勤正紧随其后，用斗勺舀

出约莫300克药料依次倒进坑里，胡士

富负责扫尾工作重新覆土填坑。

胡勤正今年 69 岁，三人中最为年

长。他手上忙着干活，嘴里还不忘讲

解：“5 月份前趁虫卵还未长成就消杀

是最好的。因为虫卵藏在树干里，普通

洒药不一定见效。挖角埋药不仅便于

操作，药效直接，而且更安全环保。一

旦埋上这种药，害虫少了，本来分给种

子的养分留了下来，树木的长势自然就

好。”他仿佛看穿了记者的顾虑，又耐心

地补充道，“放心吧！一下雨，药水就能

渗进树根，药液会慢慢向上输送的。”

记者突然想起此前在南溪湾公园

看见一大批树木挂“点滴”的场景，好奇

不同的治疗方式有何区别。“那是在给

它们输营养液呢！挂吊针液的通常是

年幼体弱、新移栽的、长势不佳的树

木。”胡勤正说，药液会由导管直接输入

树干中心，树木容易吸收，最大限度保

证其成活率。

“这总比拿电钻稳吧？”记者从吕龙

汉的手中接过铁锹，迫不及待要大干一

场。握紧光溜溜的锹把，就准备对着树

根铲下去。“慢！别站那么近，要离树根

30 厘米左右。”在吕龙汉的指导下，记

者总算掌握了要领，也不由得向这群老

师傅竖起大拇指。挖坑虽不难，但因行

道树四角有瓦砾砖石，铁锹难免受阻，

必须用足力气。挖第 6 个坑时，记者已

经手掌发烫、脖颈出汗了。

反观三位师傅，压根没歇息，挖坑、

埋药、覆土⋯⋯一人一道活儿，配合相

当快捷默契。喘口气，喝杯水，三位师

傅又踏上新征程，赶往丽州南路去给行

道树翻土施肥了。

因材施治保证成活率

经过一路上的闲聊，记者大致了解

到这群“树医生”的工作常态。追肥松

土、移栽防虫、整枝打桠、修剪造型⋯⋯

园林管护工作繁琐，他们十八般武艺样

样精通，攀高趴低不在话下。干上三五

年，基本上就能练成一身眼力准、手脚

快、胆子大的本事。

吕龙汉入行 13 年，与成千上万的

树打过交道，平常在家又爱好打理花

木，所以在植物的养护上很有一套。

他 说 ，现 在 的 园 林 管 护 工 作 多 以 预

防、保养为主，提高树木自身免疫力，

减少其病虫害。可如果面对已经生病

的树木，他们就需要凭借经验辨证施

治、对症下药。

“给树看病也可以望闻问切，看看

树皮、树叶的形态，闻闻树的气味，听

听敲击树干发出的声音，我们就能知

道它的身体状况如何。”吕龙汉来了兴

致，直接现场教学，“比如有的树叶子

卷曲发枯，树液比正常的少，我们就可

以估测它遇到了病虫害或者水土不良；

健康的树木会发出清脆的声音，如果敲

打树干声音沉闷，就得注意了，这说明

这棵树的根部空洞，倒伏风险大。”因

此，这些”树医生“在扫街时，也会顺便

记下出现树势衰弱、修剪不当、病虫害

感染等问题的树木及位置，方便日后

补漏治疗。

俗话说，园林景观“三分种，七分

养”，后期的悉心养护尤为重要。为了

守护这满城葱茏，园林管理处建立了树

木日常管理保护工作机制，普查建档，

分级管理，根据不同树木的生长规律及

各类病虫害的发生特点，针对性地开展

树木防护工作。

据园林管理处副主任应金娟介绍，

除了养护、诊治外，管护人员还要不定

期地排查“风险”树，“在极端天气到来

前，我们会派出多批管护人员去关键路

段巡查，预判是否有可能折枝、倒伏的

树木，以便提前采取措施。”

永城那一片一片的绿意，正是靠这

群辛勤的园林工作者用一点一滴的细

致缔造出来的。

汗水浇灌出满城葱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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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针对树

木的诊疗措施愈发得到重视，所以我

们现在总能在路上、公园里看到正在

打针的大树，但很少有人会去关注

“树医生”。

不同于给人看病，面对无言的树

木，“树医生”只能依靠自己对树木的

了解，巧用长年积累的经验，探索出

与树木对话的特殊方式，辩证施治。

事事有学问，行行出状元。给树看

病，不仅得具备专业知识和实际经

验，还要有一颗爱树的心。

闲暇时伺弄花草，是惬意雅致

的事，而一年到头不停歇地照料植

物，更多的自然是辛劳与责任。在外

人看来枯燥的工作，这些老师傅却乐

在其中。“树渴了，你要给它浇水；树

病了，你要给它医治”“就跟人打疫苗

一样嘛，树也需要早预防”“你对它

好，爱护它，它当然会还给你一片绿

色”⋯⋯记者最初与这些园林养护人

员攀谈，效果甚微，他们只顾着埋头

苦干。相处了半天时间，才慢慢热络

起来，打开了话匣子。他们文化程度

普遍不高，性格内敛，言辞简单，但又

无比真挚动人。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

谁甜。”跟随园林管护人员忙活了一

个上午后，记者脑海中浮现出这句

诗 。 他 们 不 就 是 蜜 蜂 一 般 的 存 在

吗？终日掩藏在树荫下，默默无闻地

用辛劳为大家营造出有滋有味的甜

蜜生活。这群美好城市家园的缔造

者和守护者，应该得到大家更多的尊

重和关注。

融媒记者 马忆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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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医生”为梧桐树配备药剂 扎上针剂的梧桐树

辛勤劳作营造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