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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修地铁移植梧桐为修地铁移植梧桐
“南京“南京伤不起”伤不起”

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系上绿丝带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系上绿丝带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系上绿丝带
南京市政府正面回应南京市政府正面回应南京市政府正面回应

“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一步优化建设方案”

近日，由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多位知名人近日，由黄健翔、孟非、陆川等多位知名人

士通过微博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媒体士通过微博发动“拯救南京梧桐树”活动，媒体

随后跟踪报道，将南京因修建地铁移植梧桐树随后跟踪报道，将南京因修建地铁移植梧桐树

事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事件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一场“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活一场“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活

动正在展开，不少南京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动正在展开，不少南京市民走上街头，为树木

系上了绿丝带，表达自己的不舍和反对。南京系上了绿丝带，表达自己的不舍和反对。南京

市政府正面回应，表示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市政府正面回应，表示愿意公开征集民意，进

一步优化建设方案。一步优化建设方案。

行动 南京市民“绿丝带”护树
3月9日，南京太平北路沿线的40多棵法国梧桐开始迁移。有

网友将太平北路此前有绿荫的图片，以及梧桐被迁移后的图片，在
微博上转发给了主持人黄健翔，请他这个南京人给予关注。

黄健翔随后将该消息转发姚晨、赵薇、郑渊洁、王菲等一批微博
名人关注南京迁移梧桐树，同时呼吁孟非、乐嘉以及在南京读过书
的导演陆川，一起关注南京的地铁移树。

消息发出后，仅新浪微博上“拯救南京梧桐树，筑起绿色长城”
活动已被 14045位网民转发，“南京的梧桐树”微群上，已有粉丝超
过7000人，发表留言近4200条。

黄健翔等人在微博上的呼吁得到了大批网友的呼应。主持人
孟非在微博表示：“南京很多主干道的法国梧桐树栽种于1925年前
后，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几代南京人对这些梧桐树的情感是很难
用三言两语描述清楚的。”

为了保护梧桐树，南京一些普通市民自发组织“绿色丝带活
动”，给即将被移栽的梧桐树系上绿丝带。

活动发起人小陈表示，梧桐树是南京的名片，作为土生土长的南
京人，她非常不愿意看到这些有着多年历史的梧桐树被移走。她希
望借助这样一个形式来唤起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梧桐树的行列中。

质疑 移栽后的存活率令人担忧
记者在南京太平南路、太平北路与中山东路的交界处看到，和

以往一排梧桐树形成的靓丽风景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道路的两侧
已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据家住附近的南京市民陈少华介绍，这里
的几十棵树是在3月9日左右被移走的。顺着太平南路往南走，记
者在太平南路和常府街交叉口附近看到，沿太平南路两侧的 20多
棵法国梧桐，树身上喷涂上了编号，随时准备进行迁移。

江苏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蔡剑华表示，南京梧桐行道树不
是一般的绿化树，其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希
望政府在决策时慎重考虑。

移走的树木有没有可能再回迁？南京市城管局新闻发言人徐
少林表示，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事实上，移走后的这些梧桐树已
经不再适合做行道树，继续养护后他们将选取合适的种植到市民广
场。至于地铁站修建好周围的绿化，绿化部门将主要种植树龄在
15年左右的树木，品种也将“因地制宜”，在听取民意的前提下，选
取最合适的品种，可能是梧桐也可能是别的。

“说是移栽，其实与砍伐并无二致。”在南京一家外企工作的朱
浩表示，几年前，政府的建设工程也曾移走了一大批树，但这些树如
今究竟在哪，是否存活，还都是一笔糊涂账。现在又要再次移栽，让
人难以接受。

据了解，2006年为修建地铁，南京市曾将80多棵梧桐树移栽到
白下区紫金明珠小区南面的一个苗圃。16日，记者在这个苗圃看
到，周围满是垃圾，杂草丛生，梧桐树中一半以上已濒临枯死。据周
边居民介绍，这些梧桐树移栽过来后，第一年还有人来进行护理，以
后就再也没人照料。

蔡剑华表示，与其他树种相比，梧桐树是比较容易存活的，但几
年移栽的梧桐树成活率并不高，这与相关管理部门没有能够悉心护
理有关。如果此次为地铁建设必须要移栽，后续的工作一定要跟上。

回应 最初曾打算迁移2000棵树木
按照政府分工，南京市城管局负责南京市的行道树管理。这几

天，该局新闻发言人徐少林的电话被媒体记者打爆了，都是询问梧
桐树之事。

徐少林告诉记者，根据施工方案，地铁三号线共13站，目前除市
政府站和浮桥站外，其余11个站点共需移走树木600多株，涉及树
木品种有法桐、香樟、臭椿、高杆女贞、栾树等。其中法桐200多棵。

“从管理部门的角度来说，他们希望一棵树都不动，但这不现
实。”徐少林说，地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要建设很多站点，每
个站点一般有 4个出口。所以，如果要建设地铁，移树是难以避免
的。因此，管理部门所能做的就是与地铁建设部门一同协商，不断
优化施工方案，尽量少移树木。

记者从南京市地铁公司和南京市城管局采访了解到，南京市政
府部门多方案研究，为平衡好“保大树、保交通”的关系，已尽量设法
减少施工对树木的影响。

此前的初步方案是，地铁三号线和地铁十号线的建设方提出需
迁移2000棵城市树木，南京市城市管理局在进行调查研究后，已经
缩减了 900棵树木的迁移。如三号线浮桥站站位由最初方案移至
太平北路两侧水杉中间的路中方案，减少水杉移植47棵，减少大树
移植188棵。

此外，南京市地铁指挥部还打破设计常规，压缩车站站台宽度，
采取减少出入口数量和尺寸等措施，将施工对绿化的影响降到最低。

南京市副市长陆冰表示，目前已停止了所有移栽工作。他们将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施工方案，最大限度减少移栽梧
桐树的数量。

“砍掉的是树，毁掉的是文明，伤害的是南京市民的心。”一些市
民表示，政府部门在移栽树木前应对社会提前公示，征求老百姓的
意见，而不是等到引发舆论质疑后再来。梧桐与地铁两件事都是事
关公共利益的大事，地方政府应当更多地倾听民意拿出更具建设性
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移栽了之。 据新华社电

1717日，参加护树“绿色丝带活动”的网友徐丫丫日，参加护树“绿色丝带活动”的网友徐丫丫
（右）等为地铁施工点附近的梧桐系上绿丝带。（右）等为地铁施工点附近的梧桐系上绿丝带。

1717日，南京市民从“修整”过的梧桐下路过。日，南京市民从“修整”过的梧桐下路过。

南京很多主干道的法
国梧桐树栽种于1925年前
后，历经了多少风雨沧桑，
几代南京人对这些梧桐树
的情感是很难用三言两语
描述清楚的。

——主持人孟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