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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们的年龄大，可是心态依然年轻，所以，你们还是叫我小桐

吧。别说不认识我们啊，我们就是曾经生活在郑州市区50多年的那36
棵法桐。虽然我们不想离开大家，但是，为了建地铁，为了让市民们出
行更方便，我们还是从人民路搬迁到了大河苗圃。现在，每天都有人精
心照顾我们，要不然我们不少姊妹恐怕早已没有了呼吸的能力。在这
里，我们想对那些照顾我们的人说一声谢谢，对关心我们的人说一声，
我们生活得很好，请大家放心。 晚报记者 马燕/文 王银廷/图

145年前，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地
铁运行，只有6.5公里的短途地铁“大都市铁道”
开通，开启了人类的地铁时代。2009年，是郑
州人迎来地铁 1、2号线一期工程开工建设之
年。2009年3月21日，郑州市轨道1号线一期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顺利通过评审，标志着郑
州离地铁时代越来越近。对此不少专家评说，
地铁工程是一个巨大工程，它涉及 40多个专
业，仅次于航天工程。而地铁工程是郑州市历
史上投资规模最大、周期最长的工程项目，它
的到来，势必将给郑州带来新机遇，给产业带
来新变局。作为城市绿化的守护者，为了郑州
更加美好，我们首先要给地铁施工进行让路。

我的家族作为世界四大行道树之一，枝宽
叶茂，非常适合在城市种植，引进到中国之后，
非常适合中原地区的气候环境，所以园林部门
大面积种植。1956年春，郑州市动员全市人
民义务植树，先后在金水路、人民路、花园路、
经五路、经六路、纬一路、纬二路、政一街、政二
街等道路两旁大量种植法桐。随后的几年里，
又在解放路、铭功路、南阳路、黄河路等 10多
条道路种植法桐。同时还在郑州大学、郑州六
中等多所院校种植法桐；在省委、市委大院、三
大公园种植法桐；在电缆厂、印染厂、农药厂等
大中型国企的生产和生活区种植了我们。就
算是多么的不舍，为了修建地铁，搬离早已熟
悉的故居，我和同伴们心甘情愿。

有位专家说，树的文化其实是一种生态文
化，是城市市民文化素养提高的标志之一。城
市的发展标志有两大块：一是房屋的历史，二
是树木的历史。有人的地方就有房屋，有房屋
的地方就要种树，房子、树与城市的发展是相
辅相成的，树是城市发展的见证，是文化的延
续。感谢这位专家，也感谢对我和同伴们倾注
爱心的市民们。

大家都说我们是郑州能获得“绿城”称号
的最大功臣，地铁施工需要迁移法桐的消息一
传出，不少市民就自发地通过新闻媒体对我们
展开了保护行动。最早，人民路地铁站施工方
给出了伐除83棵法桐的方案，遭到了市民的一
致反对，众多市民通过郑州晚报等媒体表达了
要保护我们的观点，并建议有关部门学习其他
城市建设地铁的经验，尽量少动城市绿化。此
后，园林部门先是否定了伐除方案，变伐除为
迁移，进而和地铁建设单位多次沟通，多次到
现场勘验，最终使迁移方案得到优化，仅仅移
走了我和其他的36个同伴，其中1个“伙计”补
栽在人民路金水河桥路南，所以在大河苗圃新
家生活的是包括我在内的36个同伴。

2009年 11月 7日，我和同伴们永远也忘
不了这一天。我和其他 36个同伴主要集中居
住在人民路丹尼斯百货到体育馆路段的路两
侧，我们的胸径都在 29厘米到 54厘米之间，
甚至我们身上用油漆涂好了编号。很庆幸，
我是 1号。要给我们这些“大个头”搬家可真
不容易，第一步抹头就让我的“保姆”——绿
化施工人员伤脑筋。搬家需要抹头、起挖、吊
装、运输、栽植 5个步骤，如果周边环境复杂的
话，移植我至少需要 6个小时。其中最难的是
抹头，就是从我们的主干分叉处向上 1 米落
锯，把以上的分枝全部去除，这样好保留水分，

保证我们的成活率。然后再挖根，保留我们粗
壮的根系。

7日 22时左右，来自金水绿化队的几十名
“保姆”开来了一辆吊车和一辆卡车，他们将人
民路北侧的机动车道进行部分封闭，然后开始
施工。30分钟后，其中一名“保姆”用一条巴
掌宽的布带将自己吊在起重机的吊钩上，驾驶
员操纵吊臂将他吊至离枝干大约 15 米的高
处，他用绳子将吊钩和枝干绑在一起，然后顺
着另外一条绳子滑到地面。另一名“保姆”爬
上枝干的分叉处，他先将枝干底部绑上绳子，
然后将手中的电锯朝线缆北侧的我同伴的枝

干锯去。
看，麻烦吧？其实锯树干并不是锯断那么

简单，也是有操作规范的。我听到“保姆”对现
场的媒体介绍：“要锯两个相对的锯口，一上一
下，相距10厘米，重叠两至三厘米，然后通过吊
车的力量将树枝掰断。”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
避免我的树枝立刻断裂，出现剧烈的甩动，伤到
工作人员和附近的物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仅抹去我的第一个枝干就花费了近一个小
时的时间。直到次日零时，我的 3个枝干才全
部抹完，工人们又对这些枝干进行分解，然后装
车运走。

2009年 11月 8日凌晨 1时，已经被抹头的
我被3名“保姆”围着树根开始刨坑。为了保证
移植后我能成活，他们保留我的树根必须达到
长 1.5米、宽 1.8米至 2米的标准。相对于抹头
来讲，起挖要顺利许多。与此同时，我们即将搬
去的新家也做好了准备：大河苗圃，早已挖好的
树穴在静静地等待着我们的入住。

在路上，我们庞大的身躯运输起来也很不
方便。“保姆”们不仅要计算路过的涵洞，还要避
让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保证我们的躯体不伤到
他们。就这样，在路上整个运输过程花费了两
个多小时。到了新家，具有超大臂力的吊车再
次将我们吊入树穴内。新家的“保姆”们在我们
的根部还施用了多种营养液，如用水兑上生根

粉，保证我们根部适应新家的土壤，尽快长出新
的根须。然后“保姆”们还要对我们封土和浇
水，同时对我们头顶抹头时的横断面进行了抹
漆处理，防止水分蒸发和干裂。经历了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雪后，直到2009年11月18日左右，
包括我在内的 36棵搬新家的法桐全部搬进了
大河苗圃。

不少市民惦记着我们在大河苗圃的生
活状况，其实我们在新家生活得挺好，请市
民放心。刚搬来时，真的有点不适应。我的
新“保姆”们每天都给我们浇水，这浇水也不
是个容易事儿。头三遍水是一定要浇透的，
还要加入各种营养成分，围着我们的根部浇
才行，好让我们的根系发达，保证我们的成
活率。浇完水，“保姆”们还要给我们敷土。

这两天，“保姆”们开始给我们冬灌，缠上草
绳，草绳虽然看上去不中看有点别扭，但这
是为了增加地温避免我们冻坏，防止病虫害
的产生。

如今，我们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虽
然我们被抹头了，没有在市区看上去壮美，
但这是保留水分和养分的方法。看着我和
同伴们在这里幸福地生活，飞来飞去的小鸟

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连活泼爱动的野兔也
来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现在特别期待春
天，因为那时候我们能重回到市区，为路
人、车辆遮风挡雨，这才是我们的职责，不
是吗？不过，绿化部门跟我们说了，肯定会
把我们移植到市区，但是，具体移植到哪
里，现在还没有具体方案，我们还需要耐心
的等待。

人们想了很多办法来提高法桐的成活率。

搬家中我和同伴让“保姆”们有点头痛

去年11月18日，36棵法桐全部搬到新家

我们搬离故居是为让
郑州变得更美好

差点被砍伐，是市民和
媒体救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