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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动上海

年纪轻轻的他如今已是公司的养护管理部绿化主管，2022 年初

开始参加协会的挂职锻炼。在挂职期间，沈佳主要工作是跟随

行业专家参与各区的绿地考核检查。在他看来，挂职锻炼不仅

开阔了眼界，扩展了知识面，而且令他对于行业精细化养护标

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以养护中的重要一环——修剪为例，不论乔木、灌木、地被，

以及球类植株等的修剪，沈佳发现以往自己都是凭经验和凭感

觉在作业，很多地方并不符合行业的修剪标准。而通过参与挂

职锻炼后，得益于专家老师们的细心指导和手把手培训，让他

得以明确修剪的时间和修剪规范等。

当结束挂职锻炼，回到企业工作，沈佳也发现了平日里团

队养护的绿地所存在的问题，并找到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案。譬

如对于大型乔木和灌木之间因上层密郁、中层弱势和下层脱节

而导致的不合理生长空间现象，他学以致用，通过合理修剪、

梳枝透光来解决以上问题。

上海市园林绿化行业协会技术顾问顾顺仙此前表示：“在

挂职锻炼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企业的养护专业人才有一定的

理论知识，但是实操能力偏弱，更多的是凭自己想当然。”所以，

她希望大家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不断提升自己。

吸引年轻人，留住年轻人

虽然近 20 年来，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学习园林绿化相关专

业，但行业的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上海世纪公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刚告诉《新民周刊》，

近年来他发现真正在一线从事最基础的园林工作的人数，似乎

有所下降，其中年轻人尤为明显。

另据顾玉光介绍，虽然相关学校在加快培养园林专业学生，

但是城市化进程非常快，城市建设中对于优秀园林绿化人才的

需求更多。二者之间的落差，也是造成上述缺口的重要原因之一。

换言之，想要吸引足够多的年轻人，建立丰足的后备人才“蓄

水池”，正在成为上海园林绿化行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挑战与

目标。

关于这一点，“上树工”有着迫切的需求。实际上，上海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就已经有绿化工人专门从事行道树养

护工作，也就是广泛意义上的“上树工”。20 世纪 90 年代，

上海将专业技能岗位进行细化，真正意义上的“上树工”诞生。

作为行业内的特殊要求，从事行道树修剪必须进行专业培训，

对行道树修剪目的、修剪准备、修剪时间、修剪技能、安全知

识等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

因为从事“上树”这项工作必须身手敏捷、身体健康，唯

有不断有年轻人加入，技术得到传承，“上树工”的队伍才能

长久留存。

但是“上树”对于刚入行的新人来说，意味着风险。“上

树容易下树难”几乎是每位新手都会遇到的难题。曾有未经培

训的“上树工”新手，因不掌握树木状况，而且忽视了安全防护，

遇到表面看似健康、内部朽烂的病枝，一不小心就把树枝踩断，

摔下受伤。

虽然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受伤的风险近年来已经不断减弱，

但由于辛苦、危险、性价比不高等原因，加上一年四季，日晒雨淋，

大部分时间在户外，还要防护蚊虫叮咬，甚至可能遇到危险，

使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

在采访中，曹利名向记者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几年前，有

一支来自外地职校的团队，老师带着学生来到世纪公园交流学

习。刚开始是 6 月，还未进入上海炎热的夏天，每天早晨大伙

都准时到园区实操。随着天气慢慢热起来，有些学生开始缺勤，

坚持不下去了。

这些情况都和曹利名当年入行时完全不同。据他介绍，当

年自己从学校毕业后，“完全没有坐办公室的念头”。最初的

6 年时间，他在一家园艺公司基层，把各个工种都锻炼了一遍，

当时身边也都是年纪相仿的年轻人。后来他来到世纪公园，走

上了管理岗位，面对土壤和植被品种不适配等各种问题，也是

不断向负责为公园施工、养护的老师傅们学习，在实践工作中

行道树修剪演示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