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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小区里高大挺拔、枝繁叶

茂的树木，在不同居民眼里，

这些树木有很大区别，甚至看

法完全相反。高楼层居民觉

得，绿树成荫；低楼层居民看

来，“遮天蔽日”。

近年来，“树大招风”不断

上演，居民为此吵翻天，被遮

光的人一肚子苦水，不受影响

的人拿出各种理由。关于小

区树木修剪引发的争议不绝

于耳。2024年，长宁区相关部

门就收到1600多件与小区树

木有关的居民投诉，集中在大

树扰民、破坏绿化、绿化调整

等方面。全市层面，相关投诉

也排在12345热线工单量小区

管理问题的前列。

“树不清”的烦恼为何剪

不断、理还乱？显然，背后牵

动着各方利益。首先，不同诉

求“相互打架”，有居民区书记

表示，在同一幢楼、面对同一

棵树时，高楼层和低楼层居民

的修剪意见都不同。即便需

求达成一致，修剪的尺度如何

把握？费用谁出？都是难题。

要化解矛盾，考验小区自

治和共治的水平。当前，上海

不少居民区跨前一步，在实践

中形成独特的经验。

比如，闵行区莘城公寓请

养护公司在绿化专家指导下

修剪了两棵“样板树”，一棵

采取常规修剪，一棵采取回

缩修剪。启动大规模修剪前，

组织居民参观、讨论。普陀区

万里街道真金苑小区通过业

主大会、访谈等形式，为绿化

修剪工作献计献策。修剪的

都是业主报修的树，业委会在

每棵树上绑标签，并公示修剪

方案。

居民意见统一了，另一大

难题是“钱”。大树“理发”费

用并不低，精修一棵树，花费

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长宁

虹桥小区业委会主任算过一

笔账：如果对长过屋顶的扰民

树叶修剪，每年需要 27万

元。修剪树木一般用小区公

共收益或维修基金，在本就紧

缺的大盘里“拔几颗牙”，难度

不小。

不少小区绞尽脑汁，想出

“省钱”妙招，通过“跑量”或“拼单团购”来降低绿

化修剪成本。2023年，长宁新华路街道排摸情

况后，把有需求的物业公司拼成“采购团”，和绿

化养护单位“砍价”。去年，浦东新区在全国首次

试点设立以街镇为基本覆盖范围的区域物业联

盟模式，在50个规模化示范区内共享物业联盟

服务，不少物业服务欠缺的小区就搭上了周边社

区修剪树木的“顺风车”。打破小区“围墙”，实现

资源共享，做到“花小钱办大事”。

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很多人反对“修树”，

是因为不了解怎么修，或者担心修剪方案是否

合规。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在涉及资

金筹措的敏感问题上公开透明，用看得见的程

序构筑信任基石。众人的事情商量着办，不怕

意见不同，就怕彼此不信任，信息公开是化解矛

盾的“万能钥匙”。

解决大树“理发”难题背后，透视社区基层

治理的智慧和温度。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从

源头探寻问题所在。多听、多问、多看，挖出“痛

点”，精准施策，平衡好各方利益，让少数人的声

音被听见，让少数人的需求也能被满足，换位思

考、将心比心，才能找到令人满意的“解法”。

随着超大城市发展需要，居民区“房前屋

后”适合在什么距离配置怎样的树型、后续日常

应有怎样的维护，亟需一套更专业、细致、普及

的公共规范。迎难而上，推动社区环境向“美”

而行，社区治理向“新”发展，为居民打造更加宜

居的生活环境。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最近，多名网
友在北京的公园中发现了正在拍摄野生
鸟类的演员李现，他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的
“打鸟作业”被生态环境部点赞。为此，全
国掀起了一阵“观鸟风”，各地文旅部门也
纷纷向网友“安利”自家的观鸟“打鸟”好
去处。什么是“打鸟”？上海有哪些“打
鸟”好去处？春季又有哪些鸟可以“打”？

大型公园都是观鸟胜地

“打鸟”是爱好者的一个约定俗成的
词汇，意思是在远处使用长焦镜头拍摄鸟
类照片，拍摄时需精准对焦和耐心等待。
因为拍摄对应的英文单词是shoot，且鸟
类体形较小又十分机敏，拍照过程如同
“打靶”一样，因此久而久之被戏称为“打
鸟”。相应的，在公园里蹲守并使用长焦
镜头拍鸟的资深摄影爱好者，被称为“打
鸟老法师”。
全球鸟类大约有11000种，而中国有

记录的鸟类1516种。截至2024年，本市
记录的鸟类种类达到了22目82科259属
534种，占全国鸟类种数的35.2%，其中列
入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9种，国家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93种。
记者从上海市林业总站获悉，春天是

鸟类繁殖的季节，也是候鸟迁徙的时期，
非常适合观鸟爱好者在户外观察和记录

鸟类。在上海，许多大型公园都是观鸟拍
鸟的好地方，比如世纪公园、共青森林公
园、上海植物园、辰山植物园、海湾国家森
林公园、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滨江森林
公园等。

春季既有候鸟也有留鸟

那么，春季在上海能看到哪些鸟？市
林业总站表示，在春季迁徙候鸟中，包括
多种颜色鲜艳或低调的鹟类，比如北灰
鹟、灰纹鹟、黄眉姬鹟、白眉姬鹟等，它们
多在绿林地生境活动觅食。体形小巧、行
动灵敏的柳莺也是春季迁徙的候鸟类群
之一。它们整体呈绿色，外形相似，需要
仔细观察才能够区分出不同的种类，柳莺
擅鸣唱，叫声婉转动听，喜欢捕获各种昆
虫等食物。
蓝歌鸲、红喉歌鸲、蓝喉歌鸲等也会

在春季迁徙期途经上海，它们外形靓丽、
鸣声悠扬，多在地面活动。鸻鹬类作为擅
长长距离迁徙的候鸟，每年春秋季节大量
在上海的沿海滩涂补充能量，其中包括黑
腹滨鹬、红颈滨鹬、黑尾塍鹬、大杓鹬等不
同体形的鸟类。
除了上述候鸟，还有很多常见的留鸟

栖息在各大公园绿地之中，比如乌鸫、白
头鹎、珠颈斑鸠、灰喜鹊、棕头鸦雀、棕背
伯劳等，都较为容易观察到。

春天非常适合户外观察和记录鸟类

申城观鸟好去处多多

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海棠花开，春意
正浓，素有“国艳”之誉的海棠，近日已成为
申城“赏春”主角。昨天，本市绿化部门发布
了“海棠赏花地图”，囊括了全市16个区及临
港新片区的海棠集中观赏地，为市民指引申
城“寻棠之路”。

海棠是蔷薇科、苹果属植物，其花姿潇
洒，花开似锦，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
素有“花中神仙”“花贵妃”“花尊贵”之称。
在皇家园林中，海棠常与玉兰、牡丹、桂花相
配植，形成“玉棠富贵”的意境。

历代文人多有脍炙人口的诗句赞赏海
棠。陆游诗云“虽艳无俗姿，太皇真富贵”，
形容海棠艳美高雅。苏东坡也为之倾倒，著
有名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
妆”，因而海棠也有雅号“解语花”。历史上
以海棠为题材的名画也不胜枚举，譬如宋代
佚名《海棠蛱蝶图》、现代大师张大千晚年画
的《海棠春睡图》等。

在园艺界，将西府海棠、垂丝海棠、贴梗
海棠和木瓜海棠并称为“海棠四品”。垂丝海
棠花色紫红，花梗细长柔弱，于枝头低垂，植
于水边，犹如佳人照碧池。西府海棠花开后
渐变粉红，既香且艳，是四品中唯一有香味的
品种。贴梗海棠花朵紧贴树干，隐藏于绿叶
之中，具有欲隐未隐的美感。木瓜海棠春可
赏花，秋可观果，是花、果俱佳的观赏花木。

赏花地图带你寻觅“花贵妃”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春暖花开，是出
游的最佳时节。上海多家旅游企业日前推
出首批17条银发友善旅游精品线路，邀请
乐龄老人打卡家门口的休闲度假好去处。
这些线路类型丰富，涵盖了景区场馆、

乡村郊野、康养度假等多个领域，每一条都
独具魅力。比如“东滩湿地拍鸟、紫藤长
廊、明珠湖观雁乡村野趣2日游”线路，“银
发族”可以踏入崇明东滩湿地公园，在观鸟
的过程中感受大自然的灵动之美。明珠湖

的大雁放飞场景更是不容错过，几百只大
雁同时展翅高飞，场面壮观而有趣。在瑞
华果园内，华东第一紫藤长廊蜿蜒曲折，浪
漫的落花如雨般纷纷扬扬，营造出梦幻的
氛围。全程不仅有特色农家菜满足味蕾，
还能入住特色度假村，让旅程舒适又暖心。
“活力临港�未来新城”休闲康养二日

之旅同样别具一格。入住外观如大鹏展翅
般气势恢宏的上海临港国际酒店，周边滴
水湖、主题公园、花园环绕。打卡中国名家

主题雕塑公园、南汇嘴观海公园，探访科技
智慧图书馆与世界顶级科学家论坛永久会
址，漫步新场古镇，行程丰富多彩。
而“佘山、云间粮仓、上海影视乐园深

度体验2日游”，从佘山森林公园开始，游客
在专业向导的陪护下，悠然漫步山林，欣赏
自然景致。随后走进云间粮仓文化园区，
在粮票记忆与特色展览中，感受岁月沉淀
的文化韵味。在上海影视乐园，乘坐古电
车环游老上海街区，仿佛穿越回旧时光。

17条线路邀乐龄族打卡畅玩

赏春

出游

春趣
观鸟

一些不文明的观鸟行为对鸟类及其栖息地

造成干扰和伤害。对此，市林业总站向观鸟及

“打鸟”爱好者发出“文明观鸟提示”——

■ 保持距离，避免干扰。观鸟及拍摄野生

鸟类时应注意与鸟类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大声

喧哗、追逐鸟类和使用闪光灯等行为，以免对鸟

类的正常活动造成干扰。

■ 抵制“诱拍”“棚拍”行为。应去观察和

记录在自然环境中的鸟类，各种形式的“诱拍”

和“棚拍”行为会增加鸟类意外伤亡的风险，投

喂食物可能导致鸟类改变自然迁徙规律、居留

习性和集群行为，威胁鸟类的生命安全。

■ 禁止干扰鸟类正常繁殖的行为。禁止

破坏鸟巢和暴露巢址的拍摄和观察，在鸟类繁

殖期要注意远离鸟巢及雏鸟所在区域，防止对

鸟类繁殖行为造成严重干扰。

■ 保护鸟类栖息环境。选择合适的观鸟

地点，遵守公园、保护区等场所的管理规定，不

擅自进入未开放区域，禁止破坏树木、花卉等行

为，不乱丢垃圾，保护鸟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 注意自身安全、防范意外风险。观鸟和

拍摄鸟类时要注意自身生命和财产安全，在前

往其他地区观鸟和拍摄时，尊重当地风俗习惯，

做文明礼貌的观鸟人。

文明观鸟提示

避免干扰 抵制“诱拍”

扫码看

赏花地图

▲ 静安雕塑公园内的垂丝海棠在阳光下透着光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