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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容的盐酸，是谁泼的？
市绿化处5000元缉拿伤害4棵法桐的“凶手”
树的背后，有一块高20米、宽50米的楼盘广告

如果您有线索，请拨打67177635或67976012（市绿化处）举报

金水路与经一路交叉口向西10米路北的4株法桐，昨天被发现被人泼了盐酸。这是今年以来，金水辖区内发生的第6
起毁绿事件。4株几十岁的法桐被“烧”得奄奄一息，昨晚6时，绿化部门还在抢救这些法桐。专家预计，它们有生命危险。
如果，有市民发现“凶手”，请拨打67177635或67976012（市绿化处）进行举报。对于有效线索，将奖励5000元。

晚报记者 马燕/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4株大法桐，树叶多半枯黄
昨天上午 10点，记者赶到现场发现，受伤的是

4株胸径约 40公分的大法桐。树冠上的树叶多半
枯黄，和这个时节本是油绿的同伴相比，明显体力
不支。

树穴里的黑色树篦子已被全部拿起来，等待工
人们挨个清理树穴，而其中一株的树冠已被绿化工
人截断，放在地上准备运走。在一辆绿化用的货车
上，多是施工用的工具，也用来清理枯枝。这些树
是1999年从中原西路移植而来的，在此已经生活了
10多年。

在这些法桐背后，悬挂着一个高约 20米，宽约
50米的楼盘广告牌。

用泥浆糊住伤口，用透明胶布缠好
金水绿化队的王延方队长是个老绿化。此时，

他的上衣已湿透，仍在指导工人们对法桐实施急救，
成了现场最忙碌的人。

最东边的2个树穴，6个工人用小铁锨清理被酸
侵蚀的土壤。王延方还是不放心，和工人们一起用
板斧的背部一点一点轻轻敲掉法桐身上被酸腐蚀的

“皮肤”，然后用刀具刮干净伤口最外层，再用泥浆糊
住伤口，用透明胶布沿伤口缠好，最后用草绳把伤口
再一层层地缠仔细。

“这样操作施救，防止树体水分蒸发，加快伤口
愈合。用草绳做最后工序，是为了浇水时保持水
分。”说这话时，王延方皱着眉头，看着金水路对面
的几株法桐，“去年，那7棵法桐被泼了硫酸，背后也
是大广告牌。”

涉嫌毁树的“凶手”主要受利益驱使
这起毁树事件和广告牌有关吗？到底是谁这

么仇视行道树？
绿化部门分析，以目前行道树被毁坏情况看，

涉嫌毁树的“凶手”主要受商业利益驱使。比如，行
道树后的店铺，店铺老板嫌树挡住了门头，认为挡
住了“风水”；房产开发商，在施工工地随意开个大
门，竖在前方的行道树就挡了来往车辆的道；临街
企事业单位，有的换个新大门，而行道树挡在中间
影响进出；还有通信等部门，空中架线施工时认为
行道树树冠碍事，往往把大树剃成“阴阳头”。

“凶手”往往在夜晚，甚至是周末的凌晨作案，
很难抓到现行。

今年上半年，金水辖区已发生
数起毁绿事件

金水绿化队负责的辖区最多，毁树行为尤为突
出。作为管理部门，没有丝毫执法权，王延方既无
奈又尴尬。今年上半年，金水辖区已发生数起毁绿
事件：

1.1月30日 天明路与群办路交叉口往南路西
有70多株的片林被人为挖走，此事森林公安介入，
后抓获嫌疑人；

2.1月12日 花园路与红专路交叉口有6株法桐
被人从根部环剥；

3.4月12日 黄河路与经三路交叉口往东路南
有3株大法桐被人从根部环剥；

4.6月2日 金水路与经三路交叉口东北角的2
株大法桐遭人泼酸毁坏。

园林部门不会因树挡
了店铺门面，就轻易批准
砍树

为什么这么多人敢对行道树动手
呢？其实办理树木砍伐或移栽许可证几
乎不需要啥费用，且补偿绿地被占用的
标准也很低，“凶手”为什么要铤而走险
呢？

市园林绿化执法人员说，树木砍伐
或移栽许可证由市园林局审批，从区级
绿化部门申请到市级，为 15个工作日；
现场勘查及批复需 5个工作日；业务处
室拟定办理意见并上报主管局长，需 3
个工作日。

如果现场勘查不符合标准，许可证
是不批的。行道树规划随同道路建设，
每条路上多少树穴是一定的，种树在先，
而店铺、开发商等都是后来的，园林部门
不会因一两棵树挡了店铺门面，或开发
商心血来潮在工地上开个门，就轻易批
准砍树，于是，就直接动手毁掉、砍了。

最高罚款1600元，不抵
栽植林木市场价格的一半

据现行的《郑州市城市园林绿化建
设管理条例》规定，建成区内无证砍伐，
速生树种胸径70厘米以上、常绿树种40
厘米以上、其他树种 50厘米以上，处罚
最高1万元，最低5000元。其他树种，处
罚额度仅为500到1000元。而一棵胸径
20厘米的法桐，如果办证移栽，仅人工、
车辆、垃圾清运等成本就超过 2000元，
还不算苗木本身的价格。

所以，如选择违法砍树，别说很难被
逮，就是被抓现行，最高处罚额度也仅为
1000元。绿化补偿费，胸径20厘米的树
木最高额度为 600元，1600元的最高罚
款还不抵植树市场价格的一半。

市民和专家希望加大
司法监督，加大处罚力度

市民对毁绿行为深恶痛绝。“好好的
树给弄成这样，真是坏良心。”市民赵先
生气愤地说，总是听到、看到行道树被
毁，如果制度再严点，处罚力度再大点，
也许会减少大树受伤的机会。

“作为市民，我非常气愤，作为专
家，我更痛心。”河南农业大学园林系主
任孔德政说，毁坏大树不仅造成经济损
失，还涉及环境价值问题。“树木是城市
文化品位的代表。”他希望司法部门能
听听专家意见，“在有法可依的情况下，
加大司法监督，加大处罚力度。加强市
民教育。媒体也应多宣传多关注，让城
市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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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掉树
皮，实施抢救。

▲树叶黄了。
▶绑上草绳，防止水分

蒸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