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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下午，杭州市召开“西湖
风貌和文化保护”民意恳谈会。浙江省
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刘捷在会上认真
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代表市委、市政
府对大家多年来对杭州工作的关心支
持表示感谢，也为西湖沿湖部分柳树移
栽事件的发生表示歉意。他说，西湖是
杭州的文化名片，是杭州区别于其他城
市的独特标识，也是所有杭州人心中的
精神家园。西湖沿湖部分柳树移栽，破
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
貌，伤害了人民群众对杭州的美好记忆
和深厚感情，教训十分深刻。要认真反
思、提高认识，更加深刻认识到做好西
湖风貌和文化保护是检验政治担当、政
治能力的重要试金石，是高水平建设历
史文化名城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人民共
建共享美好生活空间的重要举措，不断
增强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的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要本着敬畏历史、敬畏文
化、敬畏生态的态度，更加坚定地扛起
保护西湖的使命担当，进一步健全机
制、完善方法、落实责任，凝心聚力、共
建共享。

刘捷强调，要坚持保护第一，统筹
做好保护、管理、经营和研究工作，切实
守护好西湖文化神韵。要突出生态优
先，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西湖自然景
观，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西湖生态环
境，严格落实责任，始终坚持“最小干
预”原则，高标准推进西湖环境品质提
升。要站稳人民立场，坚定不移推进还
湖于民、还园于民、还景于民，坚持为民
办实事长效机制，坚持“民呼我为”，坚
持科学民主决策，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
参与到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中来，不断
提升幸福感和满意度。

“西湖换柳”
“断桥垂柳”变“断桥月季”？
西湖边移栽七棵柳树引争议

桃、柳是西湖经典的植物配置。“西
湖十景”中的“柳浪闻莺”“苏堤春晓”都
与“柳”有关。《西湖志》载“滨湖垂柳万
株，间以桃杏梅李。”

5月10日22时许，因收到好友发来
的断桥边柳树变月季的照片，浙江电
视台经济生活频道新闻评论员舒中胜
就杭州西湖景区与白堤接壤的北山街
圣塘段正在进行的沿湖绿化提升发了
一条微博：“西湖边景观提升改造露出
一角。几处早莺争暖树，树呢树？绿
杨阴里白沙堤，杨柳呢杨柳？这是谁
的主意呀？”

原来，西湖景区北山街圣塘段近期
正进行沿湖绿化提升、道路铺装改善，
而近日来经过西湖边北山街（断桥—保
俶路段）的杭州市民却纷纷发现，这一
段的7棵柳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
种上的月季花。

5月11日上午，话题#杭州西湖柳
树被换成月季#冲上微博热搜，绝大多

数网友留言称“不理解”“不接受”，不
少人留言：“没有杨柳的夏天西湖缺少
灵魂”“文化被破坏了”“完全无法接
受”。

11日下午3时，西湖景区岳庙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和树木专家接受媒体采
访时回应质疑称，这 7株柳树长在悬
铃木树冠下，得不到充足光照，出现老
化、空洞、“驼背”和严重倾斜，部分存
在安全隐患。柳树是强阳性植物，这
一段路日照条件差，已不适宜柳树生
长，因此将柳树迁移，透出湖景，下层地
改种月季。

但专家的释疑未被杭州市民、游客
接受，网友在网络上留言称：“老化空
洞？我们怎么没发现。驼背？驼背也
挺好看的。严重倾斜？斜柳才美”“柳
树写意，更适合西湖，月季不大气”“请
把柳树换回来”。

11日傍晚6时许，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在其官方微博上表示：“我
们将在尊重专家、市民等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挑选高度不高、造型优美的柳树
进行补种，但新种的柳树需对柳枝进行
适当修剪，可能无法一下子有‘杨柳依
依’的景观效果，希望大家给柳树一定
的生长时间。”

对此，网友纷纷对杭州西湖风景名
胜区管委会“听取民意，并且迅速反馈”
点赞，称“西湖还是那个西湖，支持因地

制宜的改变！”
“面对几乎一边倒的批评，管理部

门改正，实现了良好互动，这是好事。
知错能改是善政，它好过面对舆论时强
词夺理、用谎言掩饰或将错误进行到底
的做法。据我所知，舆论发酵后，杭州
相关部门连夜开会，检讨反思，承认错
误，迅速采取改正措施。”舒中胜说。

“西湖还柳”
“断桥垂柳”一夜“回归”

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看到杭州市民、游客及广大网友对
“7棵柳树被迁移”反响很大，西湖景区
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并于5月11日发布
了一则情况说明，表示景区将尽一切努
力，将大家心心念念的柳树补种回来。

西湖景区还表示，今后，在对西湖
文化景观进行保护提升与改造之前，将
充分听取社会公众意见，让更多的市民
游客参与到西湖的保护管理工作中来，
真正打造属于人民的大公园。

5月13日凌晨，虽然天空下着雨，
但西湖景区北山街（断桥—保俶路段）
仍然非常热闹，施工人员不停忙碌，将
一棵棵柳树抬到湖边进行栽种。经过5
小时紧张作业，当日凌晨5点，备受市民
游客关注的北山街（断桥—保俶路段）
沿湖7棵柳树全部补植完成。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表示，
即日起将启动追责，调查履职不力、失
职失责等问题并进行深入调查，依规依
纪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针对此
事，景区已深刻反省，后续将进一步强
化审批流程和公示制度，把西湖建设得
更有品质、更有魅力、更有文化。

“被迁移走的7棵柳树，目前在余
杭仁和苗木地里进行‘迁地保护’，希
望它们能好好生长，将来回归到西湖
柳树大家庭中来。”杭州西湖西溪管委
会副主任陈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次重新种植7棵柳树也是比较有讲
究的，经过反复讨论斟酌才确定了种
植方案。

相较以往，景区将种植位置做了
微调，错开了悬铃木生长空间，选择了
两棵悬铃木的空隙位置。接下来，还
会根据柳树的生长情况对悬铃木进行
适当修枝处理，让柳树生长得更好。
同时，还要结合实时监测，多方面综合
评估柳树生长状况。“这些柳树也不是
一日能成景，希望大家也给它们一些
生长时间，相信不久的未来，美景就会
回来。”

上好这堂民意课
一座城市的脉搏不在别处

而在每一份民意中

传统和文化，继承自先人，理应由
我们妥善保管看护、留给后辈。传承的
前提，是形成珍视其价值的共识，也正
是民意的凝聚。“城，以盛民也”，尊重民
意、善用民意，既是城市发展的本质与
核心要求，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与治
理能力的关键。城市公共事务，时时处
处涉及公众情感和利益，城市管理者更
要聆听公众的声音、接受公众的监督。
特别是基层微权力运行，要具备共情能
力和敬畏之心，摆正心态、放下身段，方
能赢得民众支持。

近年来，一些城市在发展进程中，
也会出现与一草一木“较过劲”的案
例。回顾这些案例，初衷未必有错，却
往往因为没有充分体察民意、听取民
声，从而引发公众不满。

在“西湖换柳”风波中，决策的初衷
其实也是为了“护柳”，却存在“与市民
间互动不足，听取民意不够”的问题。
好在政府部门及时回应、纠正、致歉和
反思，实现良好互动，“以天下之耳听，
则无不闻也”。

十余年前，杭州西湖“还湖于民”之
举留下美谈。如今，“还柳于民”也为我
们上了深刻一课：一座城市的脉搏不在
别处，而在每一份民意中。尊重民意、
倾听民意，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基础。
现代城市管理者一定要牢记“金杯银杯
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说好才是真的好”
的道理，把“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在城市规划
建设中增加与市民的互动。

综合杭州日报、澎湃新闻、新华每
日电讯等

就西湖沿湖部分柳树移栽事件

杭州市委书记致歉：教训十分深刻

5月13日清晨，西湖断桥西侧北山街沿湖岸边，七棵柳树已补种完成。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供图

柳树被移栽后换成月季花的绿化带。
图据《杭州日报》

杭州市民“打卡”西湖景区北山街断桥
至保俶路段补栽的柳树。 图据《杭州日报》

▶近日，杭州西湖边7棵柳树被移走并换种成月季花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和热议，相关话题屡屡登上社交媒体热搜。西湖边的
几株柳树，缘何如此牵动人心？

▶千百年来，西湖与柳，相随相依、相映成趣，既是美学意象、诗词叙事，更是文化的赓续、城市的记忆。“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
里白沙堤”“西湖景致六吊桥，间株杨柳间株桃”，是白居易与苏轼两位杭州“父母官”在千年之前就为西湖奠定的美学基调。而千年之
后，西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印证着其价值不仅在于湖山之美，更在于人文内涵。

▶5月16日下午，杭州市召开“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民意恳谈会，听取专家、媒体、市民代表对进一步做好西湖风貌和文化保护工作的意
见建议。至此，在经历了群众质疑、部门解释、政府致歉、断桥“柳还”之后，“西湖换柳”事件已从“柳暗花明”的怅惘，演进到“兼听则明”的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