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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搬来北方安家，最怕天寒地冻

“俺们南方花木，穿‘棉袄’过冬”
文/片 本报记者 王光营

“这是什么花啊，怎么还

搭着草苫子塑料布，这样过

冬可真暖和啊！”趵突泉公园

李清照纪念祠内，游客从钢
筋铁架、草苫子、塑料布搭建

起来的小“窝棚”旁走过时都

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在窝棚内住着的就是我

大名鼎鼎的桂花，由于我的家

乡在中国的西南部，自小就喜
欢温暖湿润的气候。近年来，北

方很多城市的公园、景区看重

我的绿化效果和浓郁的花香，

都不远千里将我请到北方，咱

们济南就有我很多兄弟姐妹。

虽然我很快就适应了这
里的水土，但每年的冬天总

是我最难熬的。为此，园林工

人专门给我建了一个支架，

外面盖了一层草苫子，为了

不让寒风吹进来、不让雨水

淋着我，园林师傅还给我加
了一层塑料布，在“窝棚”里

过冬可真舒服。

园林师傅专门留出一面

做了个门，天气好时就把门

打开，我就可以好好晒晒太

阳，雨雪到来时门一关我就

可以呼呼睡大觉了。除了这
个暖和的小屋，我脚底下还

铺上了厚厚的有机肥料，就

像人穿上了“棉鞋”。

你们不要以为只有我有

这个待遇，大明湖等其他景

区和街道边的兄弟们也都这
样，旁边立着一根高高的木

杆，搭成四方架，然后在四周

拉上塑料布或厚厚的防护

布。这样既能防风御寒，又能

防止融雪剂进入草地。

桂花：

草苫子塑料布搭建过冬窝棚

“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

中庭……”你们还记得一代女
词人李清照《添字采桑子》这
首词吗，里面开篇就提到了我

人见人爱的芭蕉。

在李清照纪念祠内，夏
天的我可是出尽了风头，但

如今冬天到了，绿叶凋萎，茎

秆枯黄，我的好日子也到头

了。如果没人管没人问，很可

能明年就醒不过来了。幸好

我还有园林师傅照顾着，他

们刚给桂花姐姐收拾好过冬

的暖房后，就考虑着让我怎

么过冬。

与别人不同的是，园林

师傅没有给我搭建过冬的暖
房，而是在我的四周设四个
柱子，然后用麻袋片把我围

了起来。

芭蕉：

树叶当被，暖和又有营养

人怕痒正常，可是你听

说过树竟然也有这种毛病

吗？这就是我大名鼎鼎、家在

云南西双版纳密林中的“痒

痒树”，也叫紫薇、百日红。

从外表看上去我和普
通树没什么区别，但当人

们用手抚摸或抓搔树皮
时，我的顶端枝梢就会左

右摆动起来，就好像怕痒难

忍似的。我这么娇嫩，要度过
济南的冬天不容易啊。

从11月中旬起，我就被

通体刷成白色，在公园冬天

清冷的氛围下，一抹抹雪白

的亮色也是一道别致的风
景线，看起来很壮观。不要以
为我这样只是耍酷，这层白

色的衣服还大有用处呢。一
般在我的叶子全部掉光后，

园林师傅首先会给我修剪，

然后就给我涂上这种叫做

“石硫合剂”的白衣。由于这

层白衣的主要成分是石灰

粉、面粉和粗盐等，不仅可以
保暖，还可以杀死和防治病

虫的滋生。

像我们一样，桃树、柳

树等一些其他行道树树干
上也经常被刷上1米半左

右的白色物质。

近年来，随着城市园林

绿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南

方名贵树种都不远千里被

请来美化城市环境。虽然部

分树木能较好地适应北方
的苦寒环境，但还有很多兄
弟们还是水土不服，甚至命

丧他乡。为了让我们这些亚
热带的树木完好成活，有的

不仅要围上厚厚的挡风设

施，还要每天挂着吊瓶打
“营养液”，像省城种植的部

分香樟树，有的来了之后一

个冬天都过不了，真是让人

心疼啊。

紫薇：

树干刷白，穿上防护服

这四处漏风怎么能保

暖呢？更“残忍”的是，园林

师傅又拿刀将我拦腰斩断，

就剩下半米多高的茎秆露

出地面。幸好我把自己的命

根子藏到了地下，这一招对

我造不成什么伤害，反而能

减少我受冻散热的面积。

随后，这位师傅又将扫

到的落叶统统倒在了我的

身边，不多久，我就盖上了

厚厚一层的树叶“棉被”，既

挡风又能阻止散热。“落红

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明年春天，这些树叶还

可以做我的养料呢，这可比

羽绒棉被舒服多了。

除了这种方式，也有人

首先对我们进行保温处理，

用草帘先裹住我们的腰身，

然后再用塑料薄膜缠绕一

圈，不一会儿，我们就穿上

了保暖“外衣”，可以昂首挺

胸立在寒风中了。

经过短暂的温暖天气后，呼呼北风又将省城的气

温刮下来了。在省城各大公园和部分道路，很多南方

的植物或者刷白，或者草苫子塑料布遮盖，都穿上各

种各样的“棉袄”准备过冬了。

李清照纪念祠内的桂花有了过冬暖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