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风光带最初试种过哪些树？
古树最多的是哪个区？最老的树有多少岁了？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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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建设了

101个“微公园”

城区特色花树
景观道路有哪
些？

庐山路赏银杏：
庐山路景观带以及道
路两侧一共种植了
480 棵银杏树，中央
绿化带有125棵，每年
12月左右是银杏最佳
观赏期。

神农大道赏红枫：
神农大道神农湖畔，有一
批原产于美国东海岸的
红枫，每年 11月左右枫
叶转红，与青山绿水相得
益彰。

长江北路“紫薇大道”：
每年夏天，长江北路2600
米长的绿化带内，近 3000
株紫薇舒展身姿，衬得天空
都晕染了深深浅浅的紫色。

人民中路、建设北路的法
国梧桐：法国梧桐叶子的颜色
随季节变化，从绿渐黄，四季皆
可赏景。人民中路、建设北路
近丁山路沿线都可观赏。

株洲曾“以树为名”
现有古树群24个

株洲古称建宁，后又名槠洲。相传，古时这里的湘江
沿线多槠树，可以说是“以树为名”，所以后来湘江风光带
建设时，在沿线种了不少槠树。

古树名木是城市记忆的载体，见证株洲日新月异的发
展。我市的古树品种主要包括樟树、枫香、银杏等。2020年，
市林业局对全市古树名木做了一次普查，全市共有古树名木
10746株，其中名木18株、古树群24个。

目前调查发现的树木中，树龄最大的是一株南方红豆杉，
估算为2419岁，生长在攸县柏市镇。

我们一般把树龄超过 100 岁的称为古树。从城区来看，
古树最多的是渌口区，有283株；其次是芦淞区，有55株。

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古树名木的普查和登记保护
是一个动态过程，目前我市又发现了新的古树，接下来还会持
续更新相关信息。

园林绿化以乡土树种为主
为什么不引进更多品种？

目前，城区 176 条主次干道的绿化普及率
达到 100%。推窗见绿的同时，也有一些市民
认为，我市可以引进更多品种的树木，丰富绿化景观。

市园林绿化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虽然难以统计具体品
种数量，但我市的园林绿化以樟树、栾树等乡土树种为主，这
与树木的地域适应性相关。

乡土植物，是指原产于本地区，或者通过长期引种、栽培和
繁殖已能适应本地区气候和生态环境，生长良好的一类植物。

“樟树在我们这边很常见，北方的园林人很羡慕，但他们
没法把樟树引进过去，会‘水土不服’。同样，我们也羡慕广
东、四川等地有小叶榕树，但也只能‘割爱’。”上述负责人说。

实际上，我们并非没有做过类似的尝试。比如湘江风光
带河西段建成之初，我市曾尝试引入北方的白桦，希望打造一
片白桦林，但最终这种树木不适应株洲高温多雨的夏季气候
特点，试栽失败。

那么，从南方引进树种呢？我市也试过栽种大叶榕树，但
移栽往往需要修剪树冠，原本品种不错的大叶榕树，到了这边
却频繁落叶，树冠不成形，哪怕是活下来了，品相却难看，达不
到绿化景观的效果。

当然，也并非没有成功案例。“比如尚格名城小区外的椰
子树，这种热带品种只要注重冬季保暖，相对比较好养护。”该
负责人介绍，但也正因为养护成本、试栽成本等问题，我们对
引进外地树种更为谨慎。从园林绿化价值的角度来看，生命
力强、生长速度快的乡土树种，对本地的生态贡献更大。

贯穿城市的“彩色长链”
是怎样形成的？

随着城市精细化理念步步深入，如何在有限的
树种里精挑细选，通过合理配置乔、灌、花、草，常绿
与落叶树木搭配使用，是我市近年来绿化提质的一大方
向。

比如，此前我市的景观绿化主要是在街边种植樟树、桂
花、银杏、广玉兰、香柚等行道树，此后又引入枫香、乌桕、马褂
木等树种，并因地制宜增加细叶芒草、金边丝兰、花叶玉簪等
林下地被植物，形成高低错落、季相变化明显的园林景观。中
环大道及周边风景林带，便是循着这一思路提质的成功案例，
如今已逐步形成贯穿城市的“彩色长链”。

“推窗见景、出门入园”的愿景，也已一步步成为现实。
2018年以来，我市在社区、居民区建设101个“微公园”，通过

“见缝插绿”的方式完善城区公园绿地格局，为居民打造家门
口的绿色宜居生活。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截至 2021 年底，我市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达到41.2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4.27平方米。

新闻链接

三月的风是温柔的，草木是翠绿的，行走在株洲的大街小巷，入眼
都是花与叶的奏鸣曲。植树节来临之际，我们一起来“树”说株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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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古树名木10746株
最老的2419岁

城区176条主次干道的

绿化普及率达到100%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到41.23%

▲▲位于荷塘区罗家冲的位于荷塘区罗家冲的““微公园微公园””
（（资料图资料图）。）。 记者记者//谢慧谢慧 摄摄

▲▲庐山路上的银杏营造庐山路上的银杏营造““金色大金色大
道道””（（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谢慧谢慧 摄摄

▲▲神农大道沿线枫叶醉深秋神农大道沿线枫叶醉深秋（（资料资料
图图）。）。记者记者//谭清云谭清云 摄摄

▲▲人民路法国梧桐人民路法国梧桐（（资料图资料图）。）。
记者记者//唐剑华唐剑华 摄摄制图/胡兴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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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世 家中留下76万元债务
一诺千金 她打拼七载终偿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陈驰 尹二荣 通讯员/刘卫红 刘晓聪

3月6日，将最后一笔欠款1万元
还给债权人后，攸县春联街道春塘龙
村村民陈海英坐在椅子上，长舒了一
口气，宛如卸下千斤重担，感到前所
未有的轻松。

7年来，她用柔弱的身躯，艰难打
拼，偿还了家里欠下的 76 万元债务，
诠释了一个“一诺千金”的诚信故
事。前不久，陈海英被评为2021年湖
南省“诚信之星”。

家庭重组
丈夫遭遇车祸身亡

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陈海英没
有休息，继续下田劳作。这个皮肤黝
黑、双手粗糙的女人，即将迎来 44 岁
生日。回忆起亡夫时，她的眼里，满
是思恋。

陈海英和李爱冬都曾离异，后者
还有一个儿子。2003 年，经朋友介
绍，两人组合成家庭，十分恩爱。她
对丈夫之子，视如己出，尽力抚养。
李爱冬是名电焊工，勤劳肯干，收入
不错。她跟随外出，在丈夫所在的工
厂做饭。

2010年，看到外地人在家乡发展
种植业，夫妻俩也想尝试，遂决定返
乡创业。两人承包了70亩水田，经过
两年多努力，终于成为水稻种植大
户，后改种西瓜，因遭遇水灾，亏损不
小，但李爱冬不气馁。2013年2月17
日，两人有了爱情结晶。女儿的诞
生，让这个组合家庭充满了欢声笑
语，夫妻俩也更有干劲了。

2014 年 8 月，夫妻俩商量后，决
定改种蔬菜，筹资建设80个大棚。然
而天有不测风云，2015 年 3 月，正当
夫妻俩扩大种植规模，准备大干一场
时，噩耗袭来。李爱冬在去买种苗的
路上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那段日子，我茶饭不思，整日以
泪洗面。”对陈海英来说，丈夫的离
世，宛如天塌下来了。

丈夫走了，但生活还得继
续。陈海英清理丈夫的遗物
时，发现一个笔记本里记着30
多笔债务，数额高达 68 万元，
令她心坠深渊。

“清理债务时，我的手不停
地颤抖，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陈海英说，她也曾想过，留下儿
女，自己去外地重新生活，逃避
债务，但这样做她会终生内
疚。况且丈夫是家中独子，假
如她一走了之，公婆怎么办？
若执意留下，她不知道自己能
否坚持下去。

深思熟虑后，陈海英决定
留下，扛起家庭责任。

李爱冬离世的消息传开
后，债权人惴惴不安。这么多
债务，压在一个农村妇女身上，
她扛得起吗？陈海英料理丈夫
后事期间，就有债权人流露出

这样的担忧，但没有一人上门
要债。

“说实话，得知消息后，我
们十分惊愕，估计欠款可能要
打水漂了。”债权人邓先生说，
借出去的都是辛苦钱，若要不
回，心里肯定不舒服。

平复心情后，陈海英做出
了一个大胆决定，将所有债权
人喊到村委，郑重地向大家承
诺：请大家相信我，给我一些时
间，债务一定会如数偿还。

“欠条上的数额高达68万
元，可能还有一些材料款和工
资未结。虽然没有欠条，但只
要说清楚了，我也认！”陈海英
流着眼泪说的这番话，让债权
人心里踏实多了。

一个月过去，陈海英终于
理清了家里所有的债务，共计
76万余元。

雪上加霜，发现30多笔债务

如何还债？还得靠种菜！
以前，蔬菜种植全由丈夫打

理。如今，丈夫走了，蔬菜培育、
产品销售、资金结算、内部管理
等只能全靠陈海英自己来干。

“种下的秧苗，第一天绿油
油的，第二天全泛黄打蔫了。”
陈海英说，从那以后，她开始在
网上学习蔬菜种植技术，遇到
不懂的，就去请教朋友或专家。

除了蔬菜外，她还种了西
瓜。起初，西瓜长势很好，后来
却矮小瘦黄。“我当时赶紧从县
里请来了专家，专家诊断发现，
这种情况重在预防，很难根治，

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瓜秧
枯萎。”陈海英说。

得知陈海英的困难后，当
地政府对她进行产业帮扶，农
技人员也上门指导生产。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方努力，她
慢慢地掌握了种植技术，产业
有了起色。此后，她创办了“攸
县海英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种植面积扩至180余亩。为了
少雇人降成本，她只得亲力亲
为，常常穿梭在蔬菜大棚和菜
市场之间，最多的时候一天卖
出2000多公斤蔬菜。光摘菜，
每天就要弯腰数万次。

学习技术，种植终有起色

助力扶贫，吸纳贫困户务工

这76万元债务，牵涉到38个人，最
多的 12 万元，最少也有 3000 元。债务
怎么还？她制定了一个还款计划，根据
债权人的经济状况，分出轻重缓急，并
跟债权人商定好还款日期。一旦碰上
货款不能及时结算，她还得打电话，向
债权人解释原因，请求宽限时间。货款
一到，她赶紧把钱付过去。

从 2015 年到 2020 年，陈海英每年
能挣下 10 多万元，还债 60 余万元。期
间，她省吃俭用，未给自己买过一件新
衣，家里也没添置一件像样的电器。

“给儿女、父母买的衣物，都是便宜
货，除了必要的开支，全家人能省就
省。”陈海英说，虽然她心里很内疚，却
不得不这样做。

债务一笔笔减少，债权人对她也由
衷敬佩。债权人张先生还叮嘱陈海英，
不急着还钱，别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除了自己励志早日还清债务，陈海
英还帮助其他村民脱贫。她的合作社
吸纳了60余户村民来务工，其中6户是
贫困户。农户自家种植的蔬菜，由合作
社统一收购销售。

多年打拼期间，她也想过放弃，可
一想到自己的承诺，便咬牙坚持下去。

2020年下半年，陈海英只种了少量
蔬菜，再流转1000多亩田，改种湘莲。

“莲子收获一般在6月至9月，只要
打理好，收成不会太差。”陈海英说，
2021年湘莲的收成不错，她慢慢成了种
植能手。

如今，她偿清了所有债务，儿子也
已结婚，她想抽出更多时间陪陪公婆和
女儿。未来，她还想多存点钱，改善家
庭生活环境。

陈海英的诚信故事，在当地传为佳
话，潜移默化影响着众多乡邻。

困境不是逃避诚信的借口

采访中，记者发现陈海英干活
认真细致，待人温和有礼。爽朗的
她，没有抱怨生活不公。手上的茧
子和眉头的皱纹，承载着她与命运
抗争的故事。

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遇到困境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
法，有人选择逃避，有人推卸责任，
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关门大吉……
这样的事件，生活中时有发生，人
们似乎见怪不怪，不算新奇事了。
这种不讲信用的人虽然逃脱了一
时，但人会内疚一辈子。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又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党和政府一
直在大力倡导，各地纷纷开展“诚
信之星”评选，旨在倡导更多的人
讲究公平诚信，维护社会信用，负
起应有的担当。

命运将陈海英抛进苦海，她却
扬起诚信的风帆，依靠自己的执着与
努力，还清所有债务。她的举动，正
是诚信的具体表现，也是当下这个浮
躁的时代，所缺失又在寻找的东西。

记者手记

▲陈海英整理记录的欠账清单。受访者供图

▲陈海英正在摘菜。记者/陈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