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矗立在天府绿道中间的黄葛树。

黄葛树枝繁叶茂。

一棵黄葛树，树身青苔密布，树下
生长新芽，矗立在成都天府绿道中间，
枝蔓舒展，满目葱郁。路过此处的人，
都不免好奇打量：为何畅行无阻的绿道
上，却唯独保留这样一棵“钉子树”？

这棵黄葛树，是天府绿道延伸至成都
市新都区的一处别样风景，其根部还修筑
了一个树池。有附近住户说，树被保留下
来，是因为树龄较大，轻易移栽可能会造
成伤害。也有居民表示，对于这棵树，他
们有特殊的感情，平时会到这里看看。

绿道为何要保留这棵树？这棵“钉
子树”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7月25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了
绿道建设方天府绿道建设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及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
院孙大江教授，他们就城市有机更新以
及保护生态文明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这棵树“面子大”
修建绿道时被单独保留
“这棵树有点年龄了，面子很大

……”说这话的黄先生，家在新都区赵
家寺路附近某小区。黄先生说，十多年
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已是高楼林
立，绿道穿梭其间，形成一片城市园林
风光。

黄先生说的树，正是生长在绿道中央
的那棵黄葛树。准确地说，是成都环城生
态区生态修复综合项目（东、西片区）一
期、南片区（二期）项目白沙路至川陕路标
段林田商肆特色园附近的那棵树。

在黄先生印象中，他还年轻的时
候，树就在那里，平时并未过多留意。
后来，修建天府绿道时，这棵树被单独
保留下来，成为绿道上的一道独特风
景，附近居民才留意到它。

那是一棵高约20米、直径约两米的
参天大树，树干上布满青苔，冠盖如伞，
树皮卷起褶子，但树根深深扎进地面，
苍劲有力。

按照《中国植物志》记载，黄葛树多
分布在我国贵州、广西、四川、云南等地，
根系发达，树冠广展，为良好的遮荫树。

天府绿道上的这棵黄葛树，让原本
双向、笔直的绿道，在它面前像“扭了个
腰”一般，被分割成一个弧形，又合在一

起。春去秋来，寒来暑往，这棵树生长
得异常茂盛，充满活力。

居民对它有感情
夏夜会到树下聊天乘凉
7月22日上午，记者从赵家寺路往

西行约300米，穿过一个岔口，就看到
了这棵大树。

由于树身上没有标牌，附近居民都
说不清楚大树的具体年龄，只知道这是
一棵黄葛树，夏夜散步时，大家会到树
下聊天、乘凉。久而久之，他们对这棵
树也有了特殊的感情。

居民刘先生告诉记者，三年前他家

搬进附近小区时，这棵树就已经生长在
那里。对于这棵树被保留下来的原因，
他也不是很清楚，“绿道修建的时候，特
意给它留了位置，一种原因可能因它是
古树，轻易移栽的话容易死亡；另一种
原因可能是人们对它有感情，周边居民
估计不愿意搬走它。”

刘先生说，在他印象中，大树生长
得一直很茂盛，白天站在阳台上，可以
看到大树和绿道和谐共生的场景；傍晚
散步时，他们会在大树底下歇息。“如果当
时施工方要移走它，我估计很多人不愿
意，因为生态保护很重要嘛。”刘先生说。

在这棵大树周围，生长着一棵棵小
树苗。居民们说，这棵树的根仿佛就是
城市肌理的延伸，即便年代久远，但它
依旧生机盎然。

建设方修改方案
把树留下，让人绕着树走
7月22日，记者与天府绿道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该标段工程项目建
设的一位负责人李先生取得联系。李先
生说，关于这棵黄葛树的保护工作，由于
当时绿道线型已经确定，而这棵树又刚
好位于绿道中央，遵循生态、绿色、环保
的理念，建设方修改了方案，充分利用现
状道路，因地制宜确定路由。

“当时，我们经过核查和测量，确定
了大树的胸径和树龄等信息，在不破坏
原有生长基础的方案上，给它修建树
池。”李先生说，之所以没有采用移栽方
案，是因为考虑到如果轻易移植，肯定

会对树木造成损害甚至是死亡。因此，
在后续施工方案中，他们修改了设计规
划，采用“把树留在路中间，人绕着树
走”的方式，为树改道。

记者注意到，按照《成都市天府绿
道保护条例（草案）》，天府绿道的规划
建设保护利用，应当遵循生态优先、节
约优先、依法建设、保护耕地的原则，坚
持可进入、可参与和景观化、景区化的
理念。对此，李先生表示，类似“为树改
道”的案例，在其他项目标段也有相关
应用。他举例说，在某标段项目施工
中，按照“就地造景”“就地生态保护”的
原则，他们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新建与
改造相结合的方式，利用原有的植被，
就地取材，没有大规模移栽和补植，而
是注重保持当地生态的协调，没有影响
原有植被生长。

专家解读

“为树改道”体现了
怎样一种城市发展观

为一棵树修改设计方案，体现了怎
样一种城市发展观？7月22日，记者采
访了四川农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园林
研究所教授孙大江。

孙教授表示，为何要保留这棵树，
要从多个层面来分析：

第一是情感寄托层面，以成都平原广
泛分布的黄葛树、皂荚树、香樟树为例，其
实很多老树、古树和古建筑等，都是人们
寄托精神情感的载体，保留这些树和建
筑，是追忆乡愁、保留情感载体的体现。

第二是生态保护层面，建设方在施
工过程中保留这棵树，体现了一种新的
生态伦理观，说明在城市发展、开发的
过程当中，生态保护、低碳绿色的理念
已经高过了物质需求，保护和尊重原生
态开始渐渐成为共识。

第三是文化场景延展和保护层面，
以整个环城生态区为例，很多传统的村
落、建筑和居民生活痕迹不仅要保留，
还要培育好它，把它曾经的生态价值、
文化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放大，拓
展它的空间和功能，把它变成一个可参
与、可进入、可体验的文化场景。

孙教授建议，下一步相关部门应该
对这棵黄葛树的保护工作再下一些细
致功夫，比如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制作科
普树牌，介绍植物的学名、科属、产地和
分布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 张宗耀冯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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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市民、多部门接力救助娃娃鱼。

7 月 25 日早上，成都市民孙先生
晨跑的时候，在华阳双华桥下发现一
条体型巨大的娃娃鱼在河边搁浅，他
立即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救助。相关部
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将娃娃鱼放
生至深水水域。谁知放生后没多久，
又有市民在下游几百米处的河边发现
了这条娃娃鱼，工作人员再次对它进
行救助。

这条娃娃鱼何去何从呢？参与这
次救援行动的成都天府新区动物卫生
监督所负责人周德传表示，由于这条
娃娃鱼可能生病或者受伤了，最终将
把它送到成都市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
地接受救助。

娃娃鱼河边搁浅
放生后再次游回河岸边
“我是早上6点过发现的娃娃鱼。”

孙先生说，他跑步路过双华桥时发现
一条娃娃鱼在河边搁浅，这条娃娃鱼
体型巨大，体重约20多斤。由于娃娃
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害怕有人伤
害它，孙先生赶紧打电话联系相关部
门，希望能将娃娃鱼送到安全的地方
去。

早上8点50分左右，接到消息的
周德传、民警及社区工作人员等赶到现
场，他们用框子将娃娃鱼装起来，放生
到水较深的河中心。谁知道没过多久，
又有市民在距放生地点700米左右的
河边浅水区发现了这条娃娃鱼。

资料显示，娃娃鱼学名大鲵，体大
而扁平，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娃娃鱼可能生病
被送往保护基地接受救助
“这条娃娃鱼可能受伤或者生病

了。”周德传说，经过观察，这条娃娃鱼
年龄比较大了，状态不是很好，可能是
生病了或者受水质问题影响，身体没有
外伤。

周德传说，他们联系了成都市农业
农村局，决定将这条娃娃鱼送往成都市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进行救助。

孙先生得知娃娃鱼安全送到保护
基地救助后表示：“娃娃鱼有了安全的
归宿，我就放心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博

娃娃鱼河边搁浅 热心市民和多部门接力救助

这棵黄葛树面子大，天府绿道为它“改道”
专家：体现了城市发展中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