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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天山小区居民。小区 5 号

楼、7 号楼之间的区域本为绿化带，是公共用地，后来开发

商私自改变用途，建成车库出租出售（见下图）。这些库房

已被相关部门认定为违法建筑，但迟迟没有拆除。违法建

筑不仅侵占了公共用地，还挤占了消防通道的空间，对我们

小区来说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重视这一情

况，督促拆除违法建筑。

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网友

违法建筑存隐患

■身边事R

■百姓关注R

“边刷视频边赚钱”“轻

松日赚百元”……近期，在部

分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平

台上经常能看见这样的广告

语，推广一些号称可以通过

刷视频赚钱的 APP。刷刷视

频就能赚到钱，看上去颇有

吸引力，但其中套路不少：有

的宣传用语极尽夸张，根本

无法兑现；有的在提现过程

中设置了许多门槛；甚至有

些不法分子制作非法 APP，

借此设局欺骗消费者。

记者在一些应用商店找

到多款号称可以“刷视频赚

钱”的 APP。用户只需通过

积累视频观看时长、完成任

务、邀请新用户等方式，就可

以获得“金币”等各种名目的

代币，进而提取相应数额的

现 金 。 但 对 几 款 APP 试 用

后，记者发现，积累代币、提

取 现 金 的 过 程 存 在 诸 多 障

碍 ，而 且 提 现 门 槛 比 较 高 。

比如一款 APP 宣称“轻松赚

钱，提现秒到账”，可是当记

者 打 开 提 现 页 面 却 发 现 ，

APP 设置了多个档位的提现

门槛，账号上的现金要达到

一定的数额后方可提取，即

使最低一档也需要积累大量

观看时间。

河 北 读 者 梁 先 生 曾 使

用过某 APP，通过观看视频

积 攒 了 几 元 钱 。 当 梁 先 生

尝试提现时却发现，需要凑足 15 元才能提现。“观

看视频攒下的‘金币’很有限，要想凑足 15 元，还要

再花不少时间精力看视频，或者参与五花八门的

‘活动’。为这么点钱付出过多时间精力，太不值

得了。”梁先生说。

除了数额门槛，还有些 APP 要求用户达到一定

等级，或积累代币以外的其他道具方可提现。但这

些要求在 APP 的宣传推广广告中只字未提，不少消

费者下载后直呼上当。

还有的 APP 设置了“邀请好友得现金”“降低提

现门槛”等条件，鼓励用户“拉人头”。比如，某款

APP 活动页面上“邀请 1 位好友立得 40 元”几个大

字十分醒目，后面却用小字标注“最高”。细读规

则才发现，原来这 40 元并不是邀请好友后立即可

得，还需要新用户在若干天内连续观看视频。山东

读者魏先生说：“设置了这么多的限制，怎么还能

说是‘立得’呢？按它的要求，这 40 元得看多少小

时的视频才能得到啊。”

记者了解到，有些运营主体不明的 APP 借助社

交媒体平台进行传播，诱导用户充值消费，令不少

用户上当受骗。

江苏读者江女士下载过一款 APP，广告宣传上

说的回报率看起来相当高，可是每天能免费观看的

视频数量有限，需要充值才能解锁权限，看更多的

视频。“我算了算，虽然需要充值，但通过刷视频获

取 现 金 ，很 快 就 能 回 本 。 可 充 完 钱 后 我 却 发 现 ，

APP 里的‘账户余额’根本无法提现。向平台投诉

也一直没有反馈。”江女士说。

“这种业务模式涉嫌不实宣传和欺诈，而且存在

诱导消费者的行为，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中

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说，有关部门

应予以关注，及时填补监管空白，建立有效的投诉举

报机制，积极响应用户投诉，保护用户的权益。同

时，平台也应加强风险提示，及时告知和建议消费

者、用户注意相关风险。“还可以建立黑名单制度，将

不良服务提供者纳入阻断的范围。”吴沈括建议，相

关部门可以通过发布典型案例、风险提示等方式，提

醒公众重视和防范这类风险。

广东读者江华表示：“经过多轮打击整治，一些

骗 取 钱 财 的 非 法 APP 在 应 用 市 场 上 已 经 销 声 匿

迹。但有些则转换跑道，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以‘拉人

头’的方式隐匿传播。对于这种来源不明的 APP，消

费者要小心防范，尤其是涉及充值时，更应该谨慎对

待，以防上当受骗。” （陈之琪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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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街道风景。 张思林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原来

修剪行道树可不只是体力活，

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

修剪行道树，首先要做到

分枝点高度齐整。一条路上

同一树种分枝点的高度应基

本一致，以不妨碍车辆及行人

通行为宜。对于上方有线路

的行道树，还要让树冠向两边

展 开 ，并 及 时 修 剪 垂 枝 。 而

且 ，新 栽 植 的 行 道 树 满 一 年

后，就要适当截短，以扩大树

木根系，防止出现倒伏。

此外，行道树伴随道路生

长，安全是第一位的考量。及

时修剪移除长势密集的枝杈，

能使路边景观更具层次，也能

避 免 司 机 视 距 受 限 和 视 觉

疲劳。

绿化是美化城市的重要

手段，对保护城市生态、改善居

住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都有

重要意义。行道树的管护应当

尽力提升专业化水平。专家建

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编制行道

树管护的技术规程，使这项工

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对作

业方式、管护频次等制定细化

要求，强化量化考核，同时加强

监管和街面巡查指导。此外，

还要加强园林绿化工作人员的

技能培训，打造懂专业、技术

强、肯钻研的绿化队伍，多措并

举提升城市养绿护绿专业化水

平，让行道树茁壮生长，更好地

装点城市、服务市民。

提 升 养 绿 护 绿

专 业 化 水 平
史一棋

今年夏天，南方多地出现持续

性高温天气。烈日炎炎下，有些城

市道路两旁行道树树冠浓密，交织

出一道“绿色长廊”，给行人带来缕

缕清凉；而有些城市道路两旁的行

道树或长势不佳，或树冠稀疏，行

人只能顶着烈日行走，着实辛苦。

浙江杭州园林部门曾做过一

次实验：在夏日同一时间段，分别

测量树荫下的路面温度与全光照

的路面温度，前者为 30 多摄氏度，

后者高达 50 多摄氏度。这凸显了

林荫道显著的降温作用。

行道树的作用不仅仅是遮阳，

还有降噪除尘、净化空气、调节小

气 候 等 多 种 功 能 。 然 而 ，近 段 时

间以来，我们收到不少读者来信，

反 映 城 市 行 道 树 存 在 的 一 些 问

题 ，比 如 所 选 树 种 不 适 合 当 地 环

境 ，难 以 存 活 ，或 者 忽 视 日 常 管

护，导致病虫害，再有就是忽略了

树种易飞絮、易落果等缺点，影响

群众生活。

行道树对城市建设和人们的

生活如此重要，如何种好管好行道

树？专家和读者表示，应当坚持从

实际出发、从科学出发，尊重科学

规律、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行

道树的适宜性、经济性，避免照搬

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首 选 乡 土 树
种，随城市发展与
时俱进

“我们这儿经过多年栽种培育，

形成了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

有绿的绿化格局，主要树种有银杏、

桂花、樟树、含笑、玉兰等。但是从

今年 3 月以来，把行道树都换成了

桂花和樟树，不仅把银杏、玉兰等全

部移走，而且还把已经长大成景的

桂花和樟树也移走，又重新移栽一

批新的桂花、樟树。这是为什么？”

前不久，一位湖北网友在人民网“领

导留言板”上留言，直呼当地的换树

工程让人“看不懂”。

杨树换银杏、柳树换罗汉松、栾

树换紫薇……近年来，有的城市热

衷于“四季常绿、一路一景”，甚至要

求“一夜成林、一夜成景”，行道树挖

了栽、栽了挖，造成不小的浪费。

前些年，一些北方城市为了营

造“四季常绿”的景观效果，大规模

引进樟树、小叶榕树、棕榈树等南

方树种。然而，一到寒冷的冬天，

这些行道树都必须“穿”上厚厚的

“衣服”，提前喷上防冻液，否则很

容易被冻死。这些越冬“装备”往

往价值不菲，养护成本很高，而且

即便是精心呵护，很多树木仍然熬

不过北方的冬天北方的冬天。。

““行道树种在道路两旁行道树种在道路两旁，，从植从植

物 生 长 的 角 度 来 讲物 生 长 的 角 度 来 讲 ，，生 长 环 境 欠生 长 环 境 欠

佳佳，，土壤条件差土壤条件差，，营养及水分均与营养及水分均与

自然土壤不同自然土壤不同，，对根系发育影响较对根系发育影响较

大大。。而且行道树暴露在城市环境而且行道树暴露在城市环境

中中，，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空气污染空气污染、、光污染等光污染等

都对其生长有不利影响都对其生长有不利影响。。因此因此，，城城

市行道树的树种选择尤为重要市行道树的树种选择尤为重要，，应应

主要选择环境适应力强主要选择环境适应力强、、生命力旺生命力旺

盛盛、、根系发育能力强的树种根系发育能力强的树种。。首选首选

就是本地就是本地乡土树种乡土树种。”。”青岛农业大青岛农业大

学建筑系副主任郑涛说学建筑系副主任郑涛说，，乡土树种乡土树种

经历过长期环境选择的检验经历过长期环境选择的检验，，是最是最

适合当地气候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的树种土壤的树种。。相比相比

较 外 来 树 种较 外 来 树 种 ，，乡 土 树 种 的 成 活 率乡 土 树 种 的 成 活 率

高、养护成本低、长势好，在道路绿

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不少地方、部门不断

完善政策措施，遏制“大树进城”、

高价买绿等城市绿化中存在的问

题，越来越多的乡土树种进入行道

树行列，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京市出台的行道树“专项规

划”——《南京市行道树树种规划

（2014—2026 年）》提出，适当增加

栾树、女贞、榉树、朴树等适生树种

的应用，以丰富植物多样性，营造

多元化景观。“南京在树种的选择

上兼顾适应性、功能性、节约性、特

色化和多样性，优先选择本土适应

性较强的树种。”南京市绿化园林

局 规 划 建 设 处 副 处 长 杜 佩 剑 说 ，

“行道树树种要通过实际栽培应用

情况来确定是否适合推广，同时行

道树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需要视

树种的繁育、苗木市场和城市绿化

发展情况等与时俱进。”

进一步加强日
常管护，实现精细
化管理

“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总医院

路南站牌旁的行道树，树枝较低，

经常碰剐过往车辆的前挡风玻璃

及车顶，很不安全。”

“江苏苏州市某小区路口处的

行道树，枝叶过于茂盛，把红绿灯

都挡住了，最好将遮挡的树枝叶修

剪一下。”

…………

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反

映行道树疏于管护、存在安全隐患

的留言较多。这表明，一些地方还

是存在“重种植、轻管理”的现象，

在完成行道树种植后，疏于管理，

后期出现诸如长势过旺遮挡交通

视线、长势不良有倒伏风险、根系

延展破坏铺装路面等问题。

去年，黑龙江哈尔滨市市民反

映 ，部 分 道 路 沿 线 有 数 十 棵 行 道

树 枯 死 。 后 经 园 林 绿 化 部 门 确

认 ，行 道 树 死 亡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树

木栽植后管护不到位。园林绿化

部 门 的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这 些 行 道

树 移 栽 后 根 系 发 育 不 良 ，没 有 及

时 采 取 生 根 复 壮 、水 肥 管 理 等 养

护 措 施 ，部 分 行 道 树 主 干 部 分 存

在 铁 丝 勒 痕 ，也 没 有 及 时 防 治 控

制 烂 皮 病 发 展 ，导 致 行 道 树 生 长

不良，以至于枯死。

记者在一些城市调查时发现，

行道树疏于养护管理的情况并不

少见，对行道树的养护依然处在粗

放管理的状态中。比如一些城市

的行道树因为树池中的土壤板结

而 提 前 落 叶 ；在 行 道 树 上 搭 接 电

线、固定重物、绕线绑扎等现象屡

见 不 鲜 ，不 仅 危 害 树 木 的 正 常 生

长，也破坏市容市貌；还有些城市

道路旁的绿篱、灌木等缺乏修剪，

显得杂乱无章。

在园林界有在园林界有““三分种三分种、、七分养七分养””

的 说 法的 说 法 ，，意 思 是 高 水 平 的 植 物 养意 思 是 高 水 平 的 植 物 养

护护，，是保证园林树木健康生长是保证园林树木健康生长、、保保

持良好园林景观的重要保障持良好园林景观的重要保障。。在在

管护方面管护方面，，一方面是要做好行道树一方面是要做好行道树

的病虫害防治工作的病虫害防治工作，，避免行道树病避免行道树病

虫害蔓延虫害蔓延，，另一方面则是要根据不另一方面则是要根据不

同树种的生长特点同树种的生长特点，，进行有针对性进行有针对性

的养护的养护，，包括水肥管理包括水肥管理、、整形修剪整形修剪、、

调节生长发育等调节生长发育等。。

近年来近年来，，针对城市园林绿化养针对城市园林绿化养

护管理中存在的设备落后护管理中存在的设备落后、、技术含技术含

量低、养护管理人员专业水平偏低

等问题，很多地方都采取了相应举

措 ，利 用 信 息 技 术 推 进 标 准 化 作

业，逐步提升管护水平。

“2019 年，我们就成立了成都

市公园城市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

平台，形成了城市道路绿化日常巡

查、管理维护的市区两级联动工作

机制，对成都全域城市道路绿化进

行巡查、监督、指导。”四川成都市

园林绿化管护中心副主任汪建平

说，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一旦发

现行道树的养护质量问题，比如需

冲洗除尘、施肥复壮，存在断枝枯

枝、倾斜倒伏、缺株断行、病虫害等

问题，马上拍照、定位，并上传到精

细化管理平台，很快就能将问题反

馈给有关部门、单位，迅速解决，实

现了城市绿化日常养护的精细化

管理。

科学务实做好
规划设计，赋能城
市文旅功能

行道树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

分，不仅发挥着绿化造景、防风遮

阳等实际作用，而且也是城市历史

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一环。选好、种

好好、、管好行道树管好行道树，，不仅仅是园林绿不仅仅是园林绿

化部门的工作化部门的工作，，也是全社会应当关也是全社会应当关

心关注的事情心关注的事情。。

““行道树是城市空间规划与设行道树是城市空间规划与设

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到整应该纳入到整

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之中个城市的规划设计之中。。这需要这需要

住建、园林、交通等诸多部门的协

同，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郑涛表示，城市绿化的重点应放在

规划设计上，根据不同道路的实际

情况进行深入调研和分析，对行道

树进行精准化设计，既避免“千路

一面”，又综合考虑道路及树池分

布，做到各安其位。

成都市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

督 站 副 站 长 游 绍 力 表 示 ，园 林 绿

化 建 设 应 当 完 善 市 场 监 管 工 作 ，

全 面 严 格 监 管 行 道 树 质 量 、强 化

施 工 过 程 管 理 、监 督 做 好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质 量 评 定 等 质 监 措 施 ，并

将绿化企业纳入市场诚信管理体

系 。 同 时 ，通 过 市 场 专 业 品 控 管

理队伍将质量监督工作贯穿于每

个 细 节 ，逐 步 完 善 园 林 绿 化 工 程

质监管理体系。

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往往是立

体的，除了高楼平地起，地下空间

也在被逐渐开发利用。对此，南京

万荣园林实业有限公司工程师吴

锦华表示，要重视行道树生长的地

下空间。“地下空间决定了绿化树

木根系范围，进而影响树木整体的

形态、高度、健康状况。建议相关

部门在进行规划、施工时，通过管

线 的 合 理 深 埋 ，或 进 行 模 块 化 设

计，扩宽树木根系的生长空间。”吴

锦华说。

在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执

行院长胡小武看来，行道树不仅是

城市的道路绿色生态屏障，更是城

市街道空间的主体，塑造着城市街

道的符号与形象。“如南京老城区的

法国梧桐、鸡鸣寺的樱花、仙林的桂

花，还有进香河路的水杉、北京西路

的银杏、苜蓿园大街的月季等，都是

城市生态景观名片。”胡小武建议成

立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行道树的选

种育种等工作，最大化提升和发挥

行道树的实用功能，同时广泛传播

行道树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记忆，让

市民更了解自己城市的行道树，打

造更多“网红街区”“最美街道”等，

为城市文旅功能赋能。

种好管好行道树要因地制宜
本报记者 彭 波 史一棋 向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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