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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前几年种的树
知道现在长啥样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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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一年一度植树季， 轰轰烈烈的植树队伍也随之出现。 很多职工都说， 来到单位组织的植树
地点时， 很是郁闷———因为 “今年单位组织植树的地方不是去年来的吗， 可是种的树都到哪去了？”
记者采访中也了解到， 大多数人在种完树后都不再去过问。 这种 “只管种不管护”、 植 “数” 造
“零” 的现象很是严重， 也有职工呼吁植树不可以太 “随意”。 记者就此对几位职工植树 “达人” 进
行了采访， 请他们现身说法， 谈谈如何既种树， 又护树。

职工呼吁植树不可以“不走心”

【关注】专题

人物： 杂志社编辑陶健
语录： 还记得30年前植的树

今年五十有余的编辑陶健， 回想起当
年， 第一次去十三陵水库植树时的情景，
她说： “那时的一山一石， 一草一木， 仿
佛就在眼前。”

“记得那是1983年， 单位通知要去水
库植树， 自愿报名。” 陶健说， “那天早
上六点集合出发， 两个多小时后到达目的
地， 望见了大坝两侧裸露的山体。” 下车
后， 陶健便和同事们开始挖坑种树。 “现
在植树， 很多人去的是植树基地， 土质松
软。 可当时我们种树的地方是在山坡上，
很难挖。 当时的种树情景陶健还是记忆犹
新 。 种一棵树从刨坑到栽树 、 浇水 、 踩
实， 三四个人需要干一两个小时。 记得第
一天 ， 我们三四个人 ， 一起只种了四棵
树， 数量虽然不多， 但是我们亲手种的就
非常开心呢。”

“种树很累， 但也很快乐。” 这是陶健
第一次种树时的感受。 采访中陶健告诉记
者， 三天的植树使她收获很大， 不仅认识
了许多单位的同事， 而且还感受到了集体
活动的快乐。

对于有没有回去看看当年种下的树，
陶健说， 因为十三陵水库和她工作的编辑
部属于同一系统， 所以后来开会学习又去
过， 顺便看过几次那片树， 已经长高了。
“去年秋天， 我和朋友还开车去了十三陵
水库， 可惜几年前水库区就封闭了， 只能
站在蟒山山顶， 俯瞰水库的一片片绿树。
当年和我一同参加植树的不少同事现已退
休 ， 其中有的人已经不在了 。 但当时挖
坑、 种树、 浇水、 流汗、 吃饭、 半夜结伴
屋外仰头看星星的情景， 令人怀念。” 陶
健说。

人物： 80后陈洋
语录： 想看看去年的树咋样了

26岁的陈洋喜欢户外活动。 虽然连续
几年的植树节， 他都和工会以及志愿者组

织一起去植树， 但今年陈洋有些遗憾， 因
为他今年被公司派到外地工作， 如果有机
会回北京， 他希望能去看看自己这几年种
的树。

陈洋平时在公司的工作是以编程和设
计为主， 大多数时间都和电脑在一起， 所
以一到周末和假期， 他都喜欢和朋友一起
去户外， 他更是加入了好几个公益组织，
定期去郊区进行环境保护。 每年春天， 不
管是公司组织的 ， 还是和志愿者团队一
起， 他都会参加植树的活动， “北京的绿
化和植被相对于南方还是比较少的， 如果
增加绿色植被的范围， 北京的空气也会变
的更好一些， 就算是给北京的环境保护贡
献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力量吧！”

回忆起这两年的植树经历， 陈洋告诉
记者， 2013年3月， 他参加了德胜街道总
工会组织的 “多一片绿叶， 多一份温馨，
绿化新北京， 我们在行动” 活动， 当时和
地区基层工会组织和工会会员志愿者50多
人一起利用双休日时间， 来到昌平区阳坊
镇白虎涧森林公园进行植树活动， 当时来
自16个基层工会组织的50多名工会会员志
愿者都是街道总工会在网上通过QQ群发
出号召后， 自愿前来参加的。 好多工会会

员还将子女带来参加活动， 培养从小热爱
劳动和增强环保意识的习惯。 大家在植树
过程中 ， 相互帮助 ， 相互了解 ， 时间不
长， 这些来自不同单位的同志就形成了一
个小集体 ， 大家互帮互助 ， 植树热情很
高， 心情也非常舒畅。

2014年， 他和公司的同事一起去的是
怀柔怀北镇， 当时公司工会给他们报名参
加的青年联谊活动， 以植树的方式进行，
他觉得非常新颖， 也很有意义。 因为这些
平时很忙碌的年轻职工一起在郊外， 在植
树的过程中体验了联谊的快乐， 培养共同
兴趣， 相互交流， 相互了解， 在劳动中享
受春天的快乐， 也不错！ 陈洋告诉记者，
两年过去了， 也不知道之前种过的树长的
怎么样了。 虽然自己在外地， 打算五一回
北京的时候， 和志愿者团队一起去看看，
再给树浇浇水、 施施肥， 期待它们能够茁
壮成长， 造福后代。

人物： 工会副主席赵悦英
语录： 集体种树的回忆很甜蜜

“这张照片是2012年拍的， 当时我是
二分公司的团委书记， 3月12日的植树节，

燃气集团组织各公司团员、 青年去石景山
一个植树基地种树， 这是我们公司的部分
植树人员在团旗下拍的合影。”

日前在北京燃气二分公司工会办公
室， 工会副主席赵悦英一边看着这张有团
旗的照片， 一边向记者介绍着她和同事们
植树的故事。 在这张照片中， 前排最左边
的那位女孩， 就是赵悦英。

赵悦英说， 2012年3月植树节， 燃气
集团组织各公司团员、 青年去石景山京原
路附近的一个植树基地植树， 二分公司去
了四五十人团员青年。 他们植树的地方是
个平地， 离山还有一段距离。 虽然在平地
植树比在山坡上植树省力一些， 但这里的
地很硬， 挖起来也很吃力。 植树时公司把
人员分成几个小组 ， 每个小组中又分好
工， 有负责挖坑的、 拿树苗的、 浇水的。
来植树的人中大部分是城市里的独生子
女， 在家娇生惯养， 根本没干过什么体力
活， 有的人刚挖一会儿， 就呼哧带喘， 满
头是汗。 但是由于四五十人分成了一个个
小组， 年轻人既有冲劲， 而且都不甘落在
后面， 就暗自使劲， 就像公司生产班组那
样， 搞起来没有裁判的劳动竞赛。

2013年的植树节， 赵悦英又和公司团
员青年们参加了义务植树活动。 这次， 植
树地点是雁栖湖核心岛上的APEC会议中
心。 这次植树的规模比上次大， 时间比上
次长， 人数比上次多， 大家干劲儿比上次
更大。

“后来你们没再回当初种树的地方 ，
看看你们种的那些树吗？” 记者问。

赵悦英说： “真想去看看。 可是现在
我在公司工会工作， 工会的工作既重要，
又很多 ， 实在脱不开身 。 不过要是有机
会， 我还想和同事一起去植树， 虽然每次
植树回来 ， 我和大家一样 ， 都腰酸胳膊
疼， 但途中大家有说有笑、 植树中相互照
顾的同志之情， 让人很留恋， 也很难忘。
而且想着自己种下的树多少年后， 已枝繁
叶茂， 能在烈日下给酷暑难挨的路人带来
一片绿荫， 自身也会有一种幸福的感受。”

人物： 网友张晓
语录： 植树不可以 “不走心”

每年植树节前后， 都有政府部门、 社
会单位组织植树， 北京的植被覆盖也越来
越好。 网友张晓说， 他们单位几乎每年植
树节都组织大家去植树 ， 他每次也都参
加， 但多年都在同一个地方植树， 最后还
是没见树长起来 。 “植树不可以 ‘不走
心’。” 他说。

大多数人在种完树后 ， 都不再去过
问。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义务植树
了， 种了这么多年的树， 从没去看过自己
种的树。” 任先生说， 工作太忙， 身边也
没有朋友去， 就想不起来去看。

“15年前， 我在小学母校里亲手种植
的那棵树， 现在已经长成一棵可以供人们
乘凉的树木了， 自己还是很幸运。” 市民
苏女士说。 然而像苏女士一般幸运的可没
有几个， 刘先生和女儿去年种的树， 今年
陪着女儿去看时， 已经找不到了。 刘先生
告诉记者： “去年植树节， 好不容易找到
一处接受义务植树的地方， 和女儿一起种
了树， 今天植树节， 陪女儿一起去看那棵
树， 却找不到了， 女儿很失落。”

很多市民认为种树就是挖坑 、 放树
苗、 埋土、 浇水。 “种树也是有学问的。
植树既要根据当地土壤、 气候条件选择适
宜生长的树种， 还要有正确的种植方法。”
树木培育专家隋振回答了大家的疑惑， 长
期以来， 市民义务植树存在着 “只管种不
管护” 的问题， 由于栽植方法错误或缺少
后期管理 ， 树木成活率较低 ， 造成了植
“数” 造 “零” 的现象。 建议市民在植树
前应了解一些植树中注意事项， 栽植后的
树木需要定期管护， 保证树木成活率。

网友张晓建议， 在以后的绿化中， 不
仅要保证树木的后期管护工作， 还要注意
选择多样化的树种 ， 比如一些四季常青
的、 树叶颜色有变化的以及一些开花的树
种 ， 让一年四季看上去都有绿色 、 有变
化 。 在日常生活中 ， 更要约束自己的行
为， 节约用纸、 少用一次性筷子等等， 同
样也达到植树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