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三湘都市报带你游洲岛”

5月16日上午，长沙三一大道和万家丽路交接处，市民拍下了砍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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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丽路修高架桥
路边的大树去哪了
一位细心市民抓拍砍树瞬间，发帖质问
园林回应：691棵搬迁树木已建台账，2年后迁回

本报5月16日讯 今天上
午， 长沙三一大道和万家丽路
交接处， 电锯声响。15分钟后，
一棵大树应声倒下， 留下一个
光秃秃、 高出路面不到10厘米
的树墩。

一位细心的市民在旁边将
砍树过程记录了下来， 随后他
发帖质问，“路树哪去了？”

“对路树挪移应做好规范，
包括树移到哪儿去了， 几时移
走？” 帖子引发热议。随后记者
展开调查。

影响马路，无奈砍倒泡桐树

上午10点， 记者来到事发
地，一棵泡桐树倒在一旁，树干
上标着“编号39”。

现场没有发现工作人员，
记者来到万家丽高架桥互通修
建点， 看到一台吊车正在起吊
一棵大树， 树根已用绳子捆扎
好。 马路两侧的绿化带大面积
的黄土裸露， 两边堆放着被挖
出的树木，树枝已剪裁。

不过除了砍倒的泡桐树，
记者沿着施工地点找了一圈，
并没有发现其他树被砍。

“这棵泡桐树长在马路边，
和水泥地挨得很近。而且泡桐树
在城市景观树中已经是被淘汰
的树种。” 开福区园林局绿化管
理科科长童建民说，在砍伐这棵

树之前，局里已派人勘察现场，
在综合此树没有回迁价值、挖
树会影响马路水泥地等因素
后，批准施工方将树砍掉。

“谢谢市民的监督，我们不
会乱砍有生命力的东西。” 开福
区园林局党委书记盛建军表示。

691棵搬迁树木已建台账

“城区施工搬迁绿化是不
可避免的， 但绝不是砍树，只
是移树。”童建民说，迁改的树
木会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保
证树木的存活率，比如迁改之
前修剪树冠，这样可以减少运
输途中的损伤。

万家丽路修建高架桥，共
有691棵大树须搬迁， 该局派
人带记者来到位于捞刀河的
成功基地。基地已有移栽的樟
树、杜英树等树种，每棵树都
披着保湿布。基地负责人张洪
说，4月29日起，万家丽路附近
直径在20厘米以上的大树逐
渐搬迁，目前已迁来400棵。预
计5月底全部迁完。

张洪称，迁来的每棵树都
会建立台账，统一护养，保证
树木存活。

此外，马路中间的灌木和
杜鹃花等也迁到了开福区三
汊矶大桥底下，那里已栽了近
3万平方米的灌木树。

“等万家丽高架桥
修完， 这些树木全部会
回迁。” 童建民说，只要
土建施工完成， 地面即
可交由园林部门进行复
绿。 每一棵被挖倒的大
树都有编号， 迁移时都
要填写记录。“这片土地
要重新规划， 大树根据
编号统筹安排‘回迁’的
位置， 太小的树就移种
到公园或其他地方。”

施工时如何保护城
市绿化？有市民提出，能
否让市民与单位领栽，
领树时签订责任书。

对此，园林局负责人
表示，直径在20厘米以上
的大树成长期都在20年
以上，搬迁后需要特殊护
理， 包括安装喷雾装置、
撒入生根粉等，市民和单
位不适合领养。 预计2年
半的时间，这些树木将回
迁至万家丽路，回迁后市
民可领养。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杨艳

湘江15个江心洲的概念规划
出炉后，本报随即向读者发出邀请
前往7个洲岛巡游（详见本报5月12
日A07版）。5月15日， 本报从众多
报名读者中挑选了5位， 一起驱车
踏 上 了 湘 江 入 长 沙 的 第 一 大
洲———兴马洲。

兴马洲上有村民1405人，有自
己的小学和卫生所，依旧是一派田
园之风。

坐渡船是唯一通道

沿着湘江大道一直往南开，可
以看到沪昆高铁客运专线的跨洲大
桥。桥下有个渡口，渡船看到有人等
就会从对岸驶过来， 船既能载人也
能装车。5位读者一登上船就忍不住
感叹，“没想到交通这么方便！”

在洲上等候大家的兴马村村书
记宋明亮说， 兴马洲西岸往湘潭九
华工业园的渡口已经废止， 游客上
洲只能通过湘江路边的汽渡口，这
也是洲上村民的唯一进出口。

15日上午，读者洲岛巡游团抵
达洲上，村民正在地里用木板抽打
油菜秆，好收集菜籽榨油。洲上水
草肥美，有良田1040亩，村民过着
农耕生活，夏天收油菜、秋天收谷
稻，逢七赶集。

洲上学校共15个学生

如今兴马洲上共登记有村民
1405人，以留守老人为主，年纪最
大的有94岁。

洲上村委会和小学、卫生所共
用一栋两层楼，学生在楼上教室里
上课， 摆了3套桌椅的教室是五年
级的，摆了12套桌椅的教室是三年
级的。读者洲岛巡游团中的焦国秋

有点不相信地问宋明亮，“学校总
共只有15个学生吗？”

“除了 15个学生还有 6个老
师。”62岁的宋明亮解释说，在上世
纪80年代鼎盛时期，洲上学校曾有
两百多名学生，甚至还有自己的初
中和幼儿园，“现在人少了，不过只
要还有一个学生， 学校都要办下
去。”

规划自行车环岛

在上周末由市规划局组织的
湘江洲岛概念规划专家评比会上，
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研
究院的概念性规划获得第一名。在
这份规划里，将兴马洲定位为生态
农业岛屿， 规划保留村落格局，构
建环路加组团的岛上社区结构，在
村落组团周边栽种橘树四旁林，成
为丰产的社区典范。

根据这份规划，兴马洲未来会
有3个码头， 一个在洲尾西岸和洲
头西岸、 对接湘潭市九华工业园，
另一个在洲头东岸，对接长沙暮云
组团。洲上步行道交错，环洲有一
条自行车道，同时兼作电瓶车道。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杨稳 曾慧荻

洲岛巡游团首站走进兴马洲
一派田园之风，规划为生态农业岛，自行车道将环岛

下一站———鹅洲
三湘都市报读者洲岛巡游团

下一站将走进鹅洲。 鹅洲在兴马
洲的北边， 位于岳麓区坪塘街道
境内， 洲上桑蚕养殖一直兴盛到
上世纪90年代。 有意向者可拨打
本报热线96258或在新浪微博上
@三湘都市报报名参加。

兴马洲是湘江过昭山进入长沙境内的第一大洲，
高程30米以上的面积有200公顷，历史上多有记载。

目前兴马洲上共登记有村民1405人， 以留守老人
为主， 年纪最大的有94岁。 洲上有自己的小学和卫生
所，有15个学生、6个老师。

洲上以种植、养殖、苗圃、捕捞为主要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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