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高空修剪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春回大地，“沪上粮仓”备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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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毛要飞了，工人还没回来，

怎么办？”上海已入春，再过一段时
间，全市 30多万棵悬铃木行道树即

将进入“飞絮季”，但人员短缺等难
题急煞了绿化部门。记者 25日获

悉，尽管人员未齐，目前各区的冬
修、尤其是对悬铃木果球的修剪工

作已陆续恢复，相关部门准备了种

种方案提前应对“飘絮的烦恼”。
戴好口罩，减少交流，保持分散

式“小分队”队形⋯⋯今天下午，徐
汇区余庆路上，6 名上树工正在高

高的悬铃木上修剪，20位地勤人员
则快速清理着枝条。疫情当下，行道

树修剪也做出了“微调”，最明显的
不同，就是拉开了组与组间距离，减

少人员集中。
徐汇区现有行道树 42163株，

超过 60%是悬铃木，多在衡复风貌
区中。每年 4、5月，悬铃木果毛飘

落，虽本身无毒害，但会给部分体质
敏感人群带来呼吸系统不适等困

扰。今年，我们首次将果球修剪与冬
修结合在一起，降低果毛飞絮对市

民生活和城市运行安全的影响，修
剪工作非常繁重。

由于还有部分工人无法返沪，
区绿化市容局决定在常规行道树冬

修的基础上调整方案，集中复工人
员推进衡复风貌区行道树修剪，尽

量减少果毛乱飞的“烦恼”。
尽管果球修剪迫在眉睫，但工

人的安全防控不能马虎。徐汇园林

发展有限公司表示，67 名上树工
中，尚有 17人还没返沪。每一名回

来的员工，都已登记排查，开辟了倒

班房供他们隔离，并在隔离期满后
根据健康“随申码”逐步复工。同时，

随队还带好测温计，工人一天两次
测温，并全部配发口罩和消毒液。

专家表示，按往年惯例，正月十
五工人陆续返沪后就会恢复冬修，

物理修剪悬铃木果球，可减少约

90%的果毛。但截至 2月 18日，全
市 757名上树工中，约有一半工人

尚未返沪或仍在隔离期，对修剪工
作是很大挑战。

2 月 19 日，本市下发了《关于

疫情防控期间合理安排行道树冬修
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区绿化管理部

门充分利用目前良好的交通条件和
时间窗口，组织有条件上树的单位

推进冬修，特别是做好果球修剪。同
时，修剪应尽量以小分队方式开展，

利用机械化作业，确保疫情防控和

安全防护。
“通知下发后，不少作业公司

采取各种方式帮助工人返沪，并根
据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相关指

示精神调整计划，尽快启动了复

工。”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副站
长许晓波表示，绿化部门已紧急协

调了 1万多只口罩，分发给复工的
修剪工人。最新统计显示，上海中

心城区中，黄浦、静安、徐汇、长宁、
浦东、杨浦等区已陆续恢复冬修，

市区完成冬修工作量约 50%。而本

地工人占多数的郊区，更是已完成
约 80%的冬修。

针对中心城区存在的悬铃木
多、人手不足等难题，下一步绿化部

门将采取多种方式解决。“一种方案

是，协调几支郊区的‘小分队’支援
中心城区，增加人手。同时，合理调

整路段，先修剪果球多的悬铃木道
路，减少果球数量。”许晓波表示。

此外，上海今年已向长三角兄弟
城市“取经”，将在个别路段试点“吹

冲扫”的方案。即在四五月先对炸裂
的果球进行物理冲刷，并用高射程喷

雾机的水雾将果毛“黏合”成团，最后
再清扫干净，确保果毛飘絮明显少于

去年同期。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疫情凶猛，“闷”在家中，已然

月余。即便现在，还有不少人没有
复工。长久如此，人要“发疯”，总得

寻思：能干点什么？

比如追剧，70集的 《新世界》，

三四个通宵就能看完，似乎一点都
不觉得剧情拖沓，反而有意犹未尽

之意；比如做饭，从高压锅蒸蛋糕

到包子馒头花卷样样学会，由此诞
生了一大批全民厨神、 面点大师，

技艺精湛到自己都不相信。

以上两种方式， 拿来打发时

间，还是不错，但也都有“后遗症”

和“副作用”：影响健康。躺在床上

或者窝在沙发里长久不动，不出门
却又吃得太多， 等于是极速 “催

肥”。去照照镜子，惨不忍睹。

想起什么来了？对，运动呢？但

难题也有———就这么几平方米大
的地方，怎么个动法？

眼下，各种大大小小的体育赛
事都延期或取消，体育新闻有点“无

米下锅”的尴尬，部门领导最近便推
出了一个“抗击疫情、居家锻炼”的

策划，请各路体育明星们来“传经送

宝”。刘翔师父孙海平、乒坛名将王
励勤、帆船奥运冠军徐莉佳、男排功

勋教头沈富麟，螺蛳壳里做道场，个
个都有自己的妙招绝招。

我采访了前奥运冠军、世界拳
王金腰带获得者、有着“中国拳击

第一人”之称的邹市明，他现在也

是上海市拳击协会会长。邹市明的
做法蛮有意思， 他教两个儿子打

拳， 还像模像样地在家里组织拳
赛，让两兄弟把客厅当拳台，自己

是裁判兼教练，妻子冉莹颖则当起
了摄影师。

所以，与其抱怨一个人在家健
身受局限又太闷，不如学学邹市明，

动员孩子、伴侣，乃至年纪大的父母
一起来参与， 营造一个全家运动的

氛围。平板支撑、仰卧起坐、健身操、

广场舞……都可以一起来 “赛”。健

身锻炼的同时， 还能更好地增进家
人之间的感情，何乐而不为？

还犹豫什么？憋久了，来几场
家庭运动会正当时！

“飘絮”时节至，树上飞毛谁来剪

“螺蛳壳”里做运动 关尹

    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苹。有

“沪上粮仓”之称的松江区，田野已
经恢复生机。

清晨 7时许，小昆山镇的大农
户范红辉早早来到农场。自家 336

亩农田里，去年冬翻过的土地开始
长出青青小草，不远处，作为绿肥

种下的蚕豆和油菜花已经含苞待

放，或白紫或粉黄，点缀在一片嫩
绿间，煞是好看。

春天来了。趁天气晴好，范红
辉开始忙活起来：拖拉机、播种机

等十多台农机一一保养润滑，调准
插秧机上的秧针精度，粉碎、翻晒

要装进秧盘的泥土⋯⋯范红辉说，
现在他们正忙着备耕，三月份就要

正式进入春耕阶段了，“到那时，许
多白鹭都会飞到田头，就像拖拉机

在召唤它们一样”。
而在石湖荡镇，一些农户更是

准备好了分割齐整的水稻秧板田，
新鲜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万事俱

备，只待育苗。
人勤春来早，供应种子、化肥

的相关部门也行动起来，为春耕备
耕提供物资“刚需”。“现在仓库里

有 500多吨的农肥，磷肥、尿素等
底肥可以满足春耕时期的用肥需

要。”松江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潘继勇介绍，上周公司又采

购了 40多吨肥料，在春耕大幕即
将拉起之前，已经分发至散布在松

江各涉农街镇的 10家农资超市。

“松江大米”香飘万家，自然离
不开优质种子。松江现有水稻种子

88.7万公斤，其中优质品种“松早

香 1 号”有 7.5 万公斤，“松香粳

1018”有 21.4万公斤，能保质保量
满足全区 15万亩水稻种植用种。

泖港镇农技站副站长、高级农
艺师梁荣介绍，作为松江三家种子

基地之一，泖港镇种子基地的种源
已经准备就绪。“去年秋天收好的

稻谷种子，经过控制水分后在常温

仓库中进入休眠期，松江区农业执
法大队通过专业的恒温箱检测，出

芽率可以达到 90%。”梁荣说，目前
这批种子主要供泖港、新浜两镇近

5 万亩农田用种，按照超 15%至
20%的原则，泖港镇种子基地共计

准备了近 6万亩的种源，保证春播

时有充足的种子供应。

今天上午，松江区农机维修
中心里，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农用

机械作维护保养。“松江区现有
360 多台拖拉机、140 多台直播

机、40多台高速插秧机和 1000多
台耕整田机具，在春耕工作全面

开展前，我们将对农机作上门维

修保养，目前正在有序安排分批
次服务计划。”松江区农机管理所

所长陈勇说，对于维修用的零配
件，年前已经采购好，目前库存充

足，这些农机将以良好的技术状
态投入后续生产中。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李谆谆

■ 松江农机维修中心工作人员正在为农用机械作维护保养

本报记者 郭新洋 摄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2月 28

日 24时，天目路“大转盘”上的乌镇
路上匝道、梅园路上匝道将同步封

闭，并启动拆除工作。

以往走乌镇路上匝道和梅园路
上匝道的车辆，可以走新建成的

ZB、ZC匝道。

根据规划，北横通道建成后，天
目立交仅作为南北高架与北横通道

的转换连接立交，原跨铁路、苏州河
车辆，仍需通过新建的跨铁路、苏州

河匝道通行。

天目路“大转盘”明起再改造

▲ 地勤人员清理剪下的枝条

新民随笔

相关部门：行道树修剪已陆续复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