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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意初绽的三月，植树节如期而至，唤醒人们对绿色的向往与追求。从城市公园到乡村田野，从机关单位到学校社区，新时
代的植树节，是传播生态理念的平台，更是社会各界践行绿色发展的契机。 如今在林业岗位上默默耕耘的老林业人，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用一生的坚守，诠释着绿色发展的理念，为建成天蓝、地绿、水净的森林周口而不懈努力……

□记者 何晴

本报讯 绿色，是大自然赋予的灵动色彩，更是
城市的一张独具生机魅力的生态名片。 近年来，我
市坚定不移地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 全力推动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深入开展，大
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在三川大地上绘就出一幅绿
意盎然的壮美画卷。

春风催新绿，植树正当时。 每年植树节期间，
各级领导身体力行，带头履行植树义务；各级单位
积极行动，开展各具特色、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
动；义务植树基地向全社会开放，社会各界广泛参
与，营造出爱绿、植绿、护绿的良好风尚。

今年，中心城区春季义务植树活动在引黄调蓄
湖东南部举行，栽植树木 957 株，树种为水杉、银
杏、垂丝海棠、高杆石楠、白皮松。 绿化完成后，将
进一步丰富引黄调蓄湖的景观内容， 增强生态防
护功能。

“植树造林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
代代人的接力奋斗。今天我们所做的不仅是为了美
化环境，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家的环保意识，激发全
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热情，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家
园。”市林业保护中心工作人员说。经过不断扎实推
进科学绿化、古树名木保护、全民义务植树等工作，
目前全市绿化面积显著增加， 生态功能日益完善，
2024 年全市共完成植树造林 2850 亩。

我市已建有多处以公园为主的休闲绿地 ，分
布均匀，居民出行 500 米即可到达休闲绿地；生态
廊道建设水平全面提升，高标准实施国道、省道等
主要廊道绿化项目；加快沟河路渠生态带建设、农
田防护林建设和乡村绿化美化建设。

据了解，我市植树造林以乡土树种、苗圃培育
的苗木为主，因地制宜使用大、中、小规格苗木；加
强鸟类自然保护区 、 森林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
设 ，营造良好的野生动物生活 、栖息的自然生态
环境。2024 年 6 月至 10 月，按照“一树一策”保护
方案 ，对淮阳区和商水县的 23 株一级 （500 年以
上）古树和 1 处古柏树群进行了复壮和保护。

“植”此青绿 绘就城市生态新图景

□记者 黄佳 文/图

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一定会有这样的烦恼， 在阳光
明媚的春天，漫天的杨絮不是迷了眼睛就是钻入口鼻，
引起人们不适。 叶艳涛，西华林场的一名林业工程师，
34 年来，他不仅见证了西华林场的变迁，更用自己的智
慧和汗水，解决了杨树飞絮的问题。

“解决杨树飞絮其实并不难，只需把杨树品种替换
成杨树雄株品种即可。 ”叶艳涛说，杨树是雌雄异株植
物，飞絮就是雌株果实成熟后附着在种子上的种毛。 每
年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杨树的种子成熟后，形成持续
1 月左右的杨絮漫天的景象。 要解决此现象，培育出杨
树雄株品种并在全社会大力、持久推广即可。

万事开头难， 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2001 年，

叶艳涛自费租赁土地，建造大棚，进行杨树雄株品种的
选种和育种工作。 他和技术团队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但从未放弃。 终于，在 2014年 9月，他们成功培育出了
第一批优良雄株品种———“周雄 1号”杨，填补了周口无
絮杨品种的空白。此后，他们不断扩大繁育规模，建立测
定林和区域试验林，最终实现了该品种苗木的量产。

除了推广无絮杨， 叶艳涛还带头成立了周口市无
絮杨柳协会，并发表了多篇论文，为推动杨树产业的发
展和杨絮治理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无絮杨逐渐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杨絮治理工作也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

叶艳涛的辛勤付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他先
后获得了“河南省林草乡土专家”“周口市劳动模范”等
荣誉称号。

□记者 苑美丽

3 月 11 日的西华生态园，52 岁的李默涵弓着腰，
专注地将一棵红枫树苗稳稳地放进挖好的树坑里，细
密的汗珠爬上额头也浑然不知。 在他身后，近 2000 棵
杨树、白腊、乌桕等树苗沿着道路整齐排列，等待着林
业人给它们“安家”。

“我们要在植树节完成这些树木的栽植工作，由于
树苗品种多、规格大，所以得赶快行动。 ”李默涵用袖子
随手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水，开始下一处的挖穴工作。

今年 52 岁的李默涵是西华林场的林业工程师，已
在林业系统默默耕耘了 30 年。 谈及这 30 年的工作，李
默涵感慨万千：“这些年来，我长期在林业一线工作，经
历了对林业工作由嫌弃到热爱的心路历程， 也从一名
林业门外汉成长为副高级工程师。 ”

李默涵向记者讲述了一段令他心酸又难忘的事

情。 2008 年 6 月 8 日，多年不遇的暴风撕碎了西华林
场的绿色屏障，当居民紧闭门窗躲避风雨时，李默涵
和同事却顶着狂风冲进林区， 投入抢险救灾工作中。

在荒郊野外，他们一坚守就是 10 多个日夜，忍受着蚊
虫叮咬和极端天气，他们没有丝毫退缩。 深夜，万籁俱
寂，李默涵不禁想起一同毕业的同学，他们有的进入政
府机关、有的投身教育系统，工作稳定又体面。 而他却
在西华林场与狂风、蚊虫作伴，那一刻，他内心出现两
个字“逃离”。

“第二天早上醒的时候，我就不这么想了。 我知道
西华林场需要我，黄土地需要绿树林，我的护林路还很
长！ ”林业人的责任心让李默涵坚守住了，林场是他不
能舍弃的“家”。

30年来， 李默涵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苗长大了，被
他治好的树木更加茁壮了，由他培养的林业队伍越来越
壮大了。如今，看着林场里一棵棵参天大树，李默涵心中
满是自豪，这里不仅是一片绿洲，更是他的精神寄托。

李默涵的故事，是无数林业工作者的缩影。 他们用
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换来了大地的葱茏， 这背后有心
酸、有困难、有夜以继日的坚持。在他们眼中，林业工作
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使命，是对大自然的深情守
护和对绿色未来的坚定承诺。

叶艳涛：让杨树不再“四月飞雪”

李默涵：三十载护林路，一生绿色情

久久为功
让“绿色”触手可及

叶艳涛（左一）在查看无絮杨育苗情况。

周口植物园绿树成荫。 记者 李龙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