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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屠瑜）金山和平
湖将携手共建毗邻共治示范点，建

设长三角科技城客运中心。近日，

在金山平湖两地共同举办的长三角

科技城党建联建启动仪式上，长三

角科技城党建联建首批“十大合作

项目”启动。

2023年年底前，两地将完成

建设长三角科技城客运中心前

期准备工作，2025年年底前投入

运营。

据介绍，张江长三角科技城位

于平湖市新埭镇与金山区枫泾镇的

交界处，是全国第一个跨省市合作

的先行先试实践区，且创造了跨区

域合作发展的新模式。

金山平湖携手
建长三角科技城客运中心

落地生根150多年
要了解这棵古树，与它相伴20年的周良最有发言

权。“听公园里的老人说，是上海开埠后，有人从国外带来

的。”作为高级植保技师，他觉得上海大街小巷的悬铃木

如果论资排辈，都及不上这棵的“辈分”高。

据史料记载，1866年意大利的汉璧礼爵士将这棵悬

铃木从故乡带来，送与了英国地产商霍格作为礼物，霍格

随即将其种植在了兆丰花园内。

时过境迁，兆丰花园变成了中山公园，小树苗也长成

了“巨无霸”。历经150多年，树高已达22米，胸围约5

米，树冠长24米，现在成了华东地区树身最高、树干最

粗、树冠最大的悬铃木。

对于“华东第一悬铃木”，养护人员不敢松懈。接手养

护工作后，周良每天都会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悬铃

木周围的土地上都是他工作过的痕迹，“那里的洞是之前

用来监测地下水位，这里的坑是清除白蚁病害留下的。”

至于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徒弟，58岁的他强调，

古树“和这片土地已浑然一体”，“就像人一样，它有自己

的生态体系，不需要过多用‘药’，重在观察和呵护。”

给古树做个“体检”
除了日常养护，古树保护的重要一环就是给它们定

期体检。

“绿化管理指导站目前主要通过树木雷达探根、树体

无损探测、地下水位监测等现代仪器来给古树‘诊脉’。”

上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科工程师乐

笑玮介绍，比如技术人员会在树体打上“探针”，通过敲打

“探针”发出应力波，从而掌握树体中的空洞位置与情况。

今年，在给古树“体检”后，利用中山公园改造升级的

契机，它的家园也焕然一新。

按照《上海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名木后续资源保护条

例》中关于古树保护的相关规定，百年古树树冠外缘垂直

投影外5米范围内均为古树保护区。在一次次论证过

后，绿化部门不光拆除了原本公园的管理用房，还扩大了

古树的保护范围，让它的生活空间更加“舒展”。

“我们在其周边设置了红外线报警设备和摄像技防

系统，加强提示和防护，减少过度踩踏对于树根系的干

扰。”长宁区绿化管理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周振伊表示，还

有古树信息化系统的启用，将风速、温度、湿度等数据记

录下来，为“一树一策”提供科学保护依据。

一棵古树出墙来
伴随着中山公园改造，古树旁的围墙拆除了，古树的

保护手段升级了，显而易见的变化还不止这些。

从3号门往2号门走，原本狭窄的万航渡路经拓宽后

不再拥堵，以古树为起点，一条长约700米的林荫道延伸

开去，连接起另一头的公交20路终点站。

“可以看到，与古树一路之隔就是苏州河华政段的公

共空间，无论是从那儿散步过来的人们，还是乘车经过这

里的居民，都能领略这棵树的风姿。”周振伊总结，变成

“行道树”后的百年古树，离大家的距离更近了，自然也受

到了更多人的青睐。

本报记者 萧君玮 黄于悦 董怡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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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十分上海”，我们的主角
正是这样一棵树——位于中山公园
3号门，编号0909号的悬铃木古树。

一路向南，遇见未见。今天上

午，随着新民晚报联合上海邮政

App“订了么”开展的便民收订暨

“新民晚报读者服务日”活动在奉贤

区南桥镇文化广场举行，“贤文化”

与“报文化”相融相合。现场市民表

示，新民晚报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希

望与新民晚报一起地久天长。更有

市民准备一次性为亲友订十份

2023年度的新民晚报，在新年第一

天给他们一个惊喜。

听闻这场活动今天将在这里举

行，早上八时多，75岁的季瑞珍阿

姨就来到了现场。在她眼里，奉贤

是一座敬奉贤人的城市，“贤文化”

是这里的主流。“我对逛超市买衣服

不太感兴趣，最感兴趣的就是看报

纸看文章，报纸就放在床头柜，爱不

释手，有的文章要看五六遍。”她说，

新民晚报不但是她越看越开心的

“精神食粮”，更是她健康长寿的“秘

诀”之一。说着，她转动脖子，“你

看，现在一些年轻人，天天刷手机，

刷出了颈椎病，我看报纸，了解到的

知识也不少，但脖子比他们好。”

在奉贤，同季瑞珍一样对新民

晚报有很深感情的，还有钱式君先

生。他住在西渡，深信助人为乐自

得其乐，昨天去淮海公园参加读者

日活动，现场订好两份新民晚报后，

今天准备再为十位亲友各订一份新

民晚报。“新民晚报历史悠久，内容

丰富，信息量大，贴近平民百姓，有

保存价值……”他至今还保存着新

民晚报复刊以来的所有报纸，昨天

订好报纸后就开始整理亲友详细姓

名和地址等信息——其中一个亲友

还只有二十来岁。他希望在明年第

一天，亲友们在收到报纸的同时也

收到惊喜，然后跟着他一起养成看

新民晚报的习惯。

同样为亲友订报的，还有上海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上海评弹团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了解社

会大事，了解身边小事，都要看新民

晚报。”高博文说，他是随着新民晚

报成长的年轻老读者，每年不但自

己看新民晚报，还为亲友订。在他

看来，泡上一杯茶，看看新民晚报，

享受奉贤新城慢生活，体验非常惬

意的江南生活，既能益智——增长

智慧，又能养生——修身养性。“希

望与新民晚报地久天长永不分！”说

完，他现场演唱了《白蛇传》里的《地

久天长永不分》。

现场市民告诉记者，奉贤因“孔

门十哲”之一的“南方夫子”言偃在

这里传学而得名。虽然，在一些市

民心中，奉贤新城距离中心城区相

对远一点，但这里近几年的发展速

度非常快，是一座建筑可阅读、城市

有温度、人民有情怀的宜居之城，已

建成了“九棵树”、上海未来艺术中

心等一大批文化地标设施，荣获了

“2021中国最具生态竞争力城市”

等称号，正朝着“新片区西部门户、

南上海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力新城”

发展定位加速迈进。

本报记者 罗水元

希望与新民晚报一起地久天长
“贤文化”与“报文化”相融相合，“读者服务日”在奉贤区南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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