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叶明霞 文/摄

3月31日早上6时50分， 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
的猴舍内， 传来哗哗的流水声。 动物园饲养队杂
食二班的饲养员刘连贵像往常一样拿着水管冲刷
着金丝猴舍。

北京动物园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川、 滇、 黔
三种金丝猴的动物园。 “现在， 这里有11只金丝
猴， 分住在5间猴舍。” 3位饲养员就是 “猴保姆”，
承担饲喂、 训练、 清扫、 展示等多项任务。

吃饭喽， 刘连贵拿着取食器走进 “阿静” 和
“石头” 的兽舍， 这是一对黔金丝猴， 黔金丝猴的
数量比大熊猫还少， 仅有760只左右， 属于世界极
濒危物种。 “阿静” 和 “石头” 今年都是8岁， 但
来这里时， “石头” 身体很弱， 园里和饲养员都
担心它能否存活 ， 所以就给它起了个名字 “石
头”， 希望它能坚强地生存下来。 而母猴就按着它
的出生地起名叫 “阿静” 了。

见到刘连贵， “阿静” 立刻从2米高的木架上
跃入他怀中， 还用爪子翻起他的口袋， 找它爱吃
的红枣。 石头也已馋相毕露， 嘴里还发出 “叽叽”

的催促声。 “石头” 麻利地转动着取食器， “阿
静” 伸出爪子来抢从取食器中掉下的食物。 “左
手” 一块苹果， “右手” 半根香蕉， 脚还按住一
根黄瓜， 嘴里 “吧嗒吧嗒” 地嚼着胡萝卜。 这时
候好玩的 “奇奇” 从铁网高处跳下来抓了两块爱
吃的木瓜放进嘴里， 又拿了半个苹果跑到一边玩
去了。 今年春天， 金丝猴们的食欲很好， 刘连贵
说： “把每一只动物都饲养好了， 为保护野生动
物做了贡献， 也能够给游客带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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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渊潭公园育樱人

樱花绽放前
她们将办公室搬进花房

虽然还没有正式进入旅游的旺期， 但是世界
公园的尹建新和同事们早已为旅游旺期做好了准
备。 他说： “大军未到粮草先行。 我们这里是旺
期未到， 绿化工作先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 尹建
新和同事们有的站在高大的树木上剪枝， 有的在
地面上翻土， 准备种花。

记者看到高大树木上剪枝的职工， 他们站在
树枝杈上， 颤巍巍地很危险 。 吴燕东对记者说 ：
“春天一般都是对树木剪枝 ， 现在正是剪枝的时
候。 我们这里的大树最高的有几十米， 低的有两
米多。 主要剪树上的枯枝、 小枝。 剪枯枝是怕刮
大风的时候， 枯枝断了砸到游客。 剪小枝是为了
保护大枝， 不至于分散养分。 我们这里有上百棵
高大树木， 从现在到旺期要修剪完毕， 还是很紧
张的。 每次我们剪出的树枝用卡车拉， 也有60多
车。”

吴燕东告诉记者， 世界公园里有世界40个国
家的109处著名古迹名胜的微缩景点 ， 埃及金字
塔、 法国埃菲尔铁塔和巴黎圣母院 、 美国白宫 、
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 意大利台地园、 印度泰姬
陵、 中国的万里长城……好似小 “联合国”。 我们
要根据各国的情况， 尽量种植当地有特色的花卉

品种， 这就需要有几十种花卉。
记者随着吴燕东走到 “特别乐历险城 ” 前 ，

看到职工们正在搬 “恐龙”。 吴燕东介绍： “这里
是新开的声光电一体的穿越时空景点， 很招游客
喜欢， 也是绿化的重点。” 今春， 世界公园将种植
10万多株十几种花卉， 可想工作量有多大。 种植
之后， 还有施肥、 撒农药、 防止病虫害。 许来福
翻着地对记者说： “我们会用一个清新 、 舒适 、
美丽的环境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迎接世界
各地的游客。 让游客漫步在世界公园， 多少人周
游世界的梦想， 在这里变为现实。”

随着气温回暖， 大地回春。 香山公园园艺队
技术员宿宇霆又开始忙碌起来。 “春季的工作可
谓最忙最辛苦。” 现在， 宿宇霆就和班里其他成员
对管片内苗木进行撤防寒作业， 重整树饵； 对乔
灌木进行修剪， 梳理枝条补给养分， 对树木进行
整形； 早晚还要对草坪、 绿地进行漫灌浇水， 促
使草坪返青复绿； 还要和班长、 职工做好每年的
春植工作， 为确保苗木成活率， 工作经常加班加
点。 眼下， 香山公园山花节的环境布展等工作都
有宿宇霆的身影。

香山公园是一处具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 ，
而香山的红叶更是驰名中外， 为了保护好这片自
然遗留下来的珍贵景观， 更好地为游客呈现出独
具特色的园林景观， 每年春季职工们都要栽植新
的黄栌和彩叶树种， 并为老树进行浇水施肥， 以
确保当年红叶树种能有良好的生长趋势。 宿宇霆
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 树木也是这样。” 春季植

树被职工们习惯性称为 “春植”。 宿宇霆说： “春
植， 不能早也不能晚， 要想确保新植的黄栌树能
够成活， 对气候的把握很重要， 这时节顾不上喝
水、 顾不上吃饭都是常事儿， 天黑了打着手电继
续干， 有时一连几天就住在单位， 在休息室里几
张椅子就是床。 因为没有春植打下的基础， 游客
就不能看到秋季的满山红叶。”

世界公园绿化队

边剪边种， 扮靓小“联合国”

北京动物园饲养员

濒危的黔金丝猴 今春吃开怀

如今正是玉渊潭公园每年一届的樱花节。 每到
初春， 到玉渊潭公园踏青赏樱， 已经成为北京市民
和各地游客的传统项目。 可又有多少游客知道， 在
那繁花似锦的背后， 倾注的是玉渊潭公园几代育樱
人的心血和汗水， 是樱花育苗地普通而又勤劳的育
樱师傅们用他们的精心关爱为早春的北京增添了一
抹亮丽。

三月底， 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又如期盛开， 如云
似霞、 宛如盛宴。 这都是玉渊潭公园的育樱师傅陈
春芸和她的徒弟卢月萍的功劳。 在北京， 要想让适
应海洋性气候的樱花在3月底盛开在干旱且多风的北
京， 这绝非易事。 为了让游客早日看到美丽的樱花，
满足初春能够踏青赏花的情结， 陈春芸师徒俩一入
冬就开始忙活起来， 从帮助搭建温室到挑选200余株
樱花， 从精心浇水到用心施肥， 她们每天辗转奔波
于几个大棚之间， 细心观察每一株樱花的萌动状态
和生长情况， 认真记录棚内的温度、 湿度， 精心地
呵护着每一株樱花苗的生长。 热了、 凉了 ， 渴了 、
旱了， 通风散热、 增水保湿， 她们像呵护自己的孩
子一样呵护着这些樱花， 一丝也不敢马虎。 特别是
在临近花期时， 她们更是将办公室搬进了花房， 交
替值守， 直到3月中旬樱花如期开放笑迎游客， 她们
才算完成年初的第一件任务。

陈春芸说： “樱花育苗说来简单 ， 可从采种 、
播种到育苗； 从施肥、 浇水到打药； 从换盆、 嫁接
到修剪， 每一道工序都浸透着我们的汗水。 给它们
浇水不能用水管， 只能用水壶。 为了保证水分的适
量， 我们每天都要把手伸进上千个营养钵中， 挨个
感受土壤的湿度。 为了避免小苗的根部被水管冲伤，
15斤重的大壶， 我们俩往往一提就是一天。” 卢月萍
说： “等把一圈水浇下来， 已经40来岁的陈师傅长
时间弯着的腰总是要缓好长时间才能直起来。”

陈春芸说： “樱花苗地里除了有育苗的任务 ，
还承担着樱花苗木的驯化和养护。 公园里可供游客
观赏的樱花品种有20多个， 而苗圃里有近30种。 为
防止病虫害影响樱花的正常生长， 樱花苗木的治药
工作， 让我们颇费力气。” 樱花节过后的5月份到10
月底， 她们就要一周一次的病虫害防治， 每次要用
药4至5车， 每车150公斤， 必须在上午9点前全部完
成， 这些工作都得靠陈春芸师徒俩一排排均匀的喷
洒。 陈春芸有着严重的颈椎病， 发作时疼痛难忍 ，
可是她从没因自己的身体原因多休息一天。 干活时
徒弟让她多歇会， 可她总是心疼徒弟的孩子小， 照
顾孩子太累， 让徒弟少干一些， 而徒弟也从没有因
为照顾孩子影响工作。

“昨日雪如花， 今日花如雪。 山樱如美人， 红
颜易消歇。” 现在的玉渊潭公园， 上千株早樱已进入
了最佳观赏期， 姿态婀娜的丝樱、 纯净雅致的吉野、
略施粉黛的山樱， 一层层、 一簇簇， 铺天盖地的挤
着、 拥着， 团聚在一起， 缀满枝头。 樱花， 它在严
冬后最先把春天的消息带给人们， 一年又一年， 花
开花又落， 陈春芸和卢月萍师徒俩的工作简单而又
繁琐， 枯燥无味而又其乐无穷， 只有置身其中才能
真正读懂这份工作的深层内涵。 樱花是美丽的， 比
樱花更美的是繁花背后勤劳的育樱人。

香山公园园艺队技术员

皇家园林没有春植 就没有满山的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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