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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A03

敬告读者：由于来稿量巨大，本报对所有形式的来稿均不保存，请赐稿者自行保留底稿，敬请谅解。 本报编辑部

赵超构新闻奖优秀专栏

让银龄生活有“知”有味系列谈之二

破解老年阅读
线下场景这个“痛点”

□洛报融媒新闻观察员 洛谭

西苑社区科大 22 号院邻里中心为爱读书的
老年人设立书院，让他们在品味咖啡中享受悦读
时光；行署路老干部大学变“服务老干部”为“服
务老年人”，日常读书看报一座难求……当下的
洛阳，从邻里中心到城市书房，不时可见静静阅
读的老年人，线下阅读正“下沉”社区，让银龄生
活有“知”有味。

享受阅读之乐，多数老年人仍钟情线下阅
读。老龄化时代，九成老年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
线下阅读促使老年人走出家门，重新建立社会联
系，幸福感更强烈。一份来自北京的老年阅读需
求调查表明，尽管老年人会参加线上线下各种阅
读活动，但线下阅读活动还是首选。然而，居民区
周边的书店、报刊亭纷纷关门，使得老年人想买本
书甚至买份报纸都很困难，公共图书馆离家又较
远，出行不便，线下场景的缺乏成为老年阅读的一
大痛点。

破解“痛点”的办法是“下沉”，即贴近社区，打
造更多“适老”的阅读场景。日前，民政部等14个
部门出台推进老年阅读8项举措，既指出要丰富
读书活动，有针对性地组织丰富多彩、主题鲜明的
老年读书月、读书周、读书节活动，也特别提到要
优化老年阅读环境，提供适合老年人需要的阅读
导览、无障碍阅读设施和服务等，为老年读者提供
适当的专用阅读交流空间，可以说就是要从场景
上推动老年阅读更加便捷。

有现实的阅读场景作为激励，读者才能感受
强烈并沉浸其中，老年人也不例外。近年来，我
市加快推动公共服务进社区，邻里中心和城市
书房遍地开花，享受阅读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一
个个老有所“读”的阅读场景，彰显城市的“适
老”温情。

当然，实现老年阅读场景化，还需要有关
方面将读书活动纳入公共服务，加快推动其

“下沉”社区，让阅读成为老年人不可或缺的社
区生活方式。动人的阅读场景也需要精彩的
创意，不妨像“冰桶挑战”那样，从晚报这个陪
伴洛阳人 30 年的“老朋友”开始，大家可以挑
战每天坚持读晚报，让阅读之光从小处点亮，
日复一日助力洛阳打造“报”香氤氲的老年阅
读盛宴。

□洛报融媒记者 谢娜娜 通讯员 刘苗 文/图

近日，有细心的市民发现，我市园林绿

化工作人员对法桐“动刀”作业。

昨日，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自

11月起，园林绿化部门对主城区范围内的

法桐进行统一修剪，法桐树形将发生变化，

这也是近年来我市首次对法桐进行大规模

修剪。

新树形，“三股六杈”杯状形

根据有关工作方案，我市园林绿化部门

将对法桐开展差异化修剪作业。

其中，对定植5年以内法桐的修剪采取

“三股六杈”形式。定股，在主干上选取3个

左右方向不同、分布均匀、与主干约成45度

夹角的枝条形成“三股”，疏除主干上其余枝

条。已经定过股但数量不足3个的，后期在

养护期间注意培养补充至3个以上。留杈，

在每股主枝两侧选2个次级主枝形成“六

杈”，疏除主枝上直立枝、交叉枝等其余枝

条。股枝不足3个的，每个主枝上酌情增加

留杈数量，保证总体数量6个左右。

对定植5年以上法桐不重剪，将以维持

树形的常规修剪为主。如梳理骨架，保持树

体骨架合理、层级清晰；及时剪除干枯枝、病

虫枝、断裂枝，消除伤人损车隐患；对偏冠严

重、有倾倒隐患的法桐及时纠正；对影响交

通路牌、警示牌、路灯和架空线，或妨碍建筑

物、影响居民室内采光的枝条及时修剪等，

减小对市民生活的影响。

“往年，园林绿化部门也对法桐开展常

规修剪，但多为小范围作业，主要修剪病虫

枝、干枯枝、下垂枝、交叉枝等，培养法桐卵

圆形的树冠。本次采用‘三股六杈’方式修

剪，法桐的树形将发生明显变化，新树形为

杯状形。”市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中心园林

技术部副主任毕婷婷介绍，新树形通风、透

光性更好，统一修剪后将更加整齐、美观，助

力法桐长势更好。

老记忆，见证城市发展

正值初冬时节，在涧西区西苑路上，整

齐排列的法桐叶儿转黄，缓缓落下，将时光

流转娓娓道来。

“我们20世纪60年代的人，习惯称西苑

路为老8路。”“20岁时，骑自行车戴耳机听着

周杰伦的歌，每天经过这条路，它承载了我的

整个青春，这已是15年前的事了。”“这条路

我走了几十年，经历了春夏秋冬、日出日落、

风霜雨雪，它见证了我从呱呱坠地、努力求

学、成家立业、养家糊口直至退休……”

在某短视频平台，网友们在西苑路的美

景视频下纷纷留言，讲述自己对这条法桐大

道的感情。春、夏、秋、冬，人们从树下走过

了四季光阴，年复一年，法桐承载了一代又

一代老洛阳人的城市记忆。

毕婷婷介绍，法桐树形端正，生长迅速，

叶片能够有效吸收有毒气体和滞留灰尘，

对城市环境的适应能力强，耐修剪整形，是

优良的行道树种。据统计，目前我市主城

区内共有法桐6万余株，在西苑路、中州

路、凯旋路、开元大道、太康路、牡丹大道等

均有分布，在城市街头形成了一道道亮丽的

风景线。

“数年前，为配合地铁施工，西苑路和中

州路的法桐曾暂时被移栽别处。后来随着

地铁开通，我们让大部分法桐重回‘故土’，

还有一部分法桐借助绿化‘微改造’的机会

在龙门大道等处安家，继续发挥为城市景观

增色的作用。”毕婷婷说。

错峰作业，减小对市民出行影响

本次法桐修剪以冬季修剪为主、夏季修

剪为辅，在明年3月底前对定植5年以内的

法桐按照“三股六杈”的方式修剪一遍。首

轮修剪作业结束后将转入常规修剪阶段，预

计持续时间较长。

“以冬季修剪为主，是因为冬季法桐正

处于休眠期，开展修剪作业对其损伤较小。”

毕婷婷介绍，修剪法桐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

大量枝叶等材料，它们将被统一收集，打碎

后制作成腐殖土回归土地，以增强土壤的透

气性，演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的诗情。

同时，由于法桐树形高大，园林绿化部

门需采用高枝车等机械车作业，可能对市民

出行造成一定的影响。例如，机械车作业时

将对附近的路内泊位进行清场，同时作业范

围附近会放置安全锥，提醒市民绕行等。

“在具体作业过程中，我们将根据路况

错峰作业，科学规划修剪路段和时间，避开

人流量高峰时段，选择行人、车辆较少的时

段进行。”毕婷婷说，修剪作业将以白天为

主，当影响道路通行时将配合交警等部门调

整作业时间，希望广大市民予以理解。

我市对主城区法桐进行首次大规模修剪，新树形为杯状形

法桐“修修面”，明年更好看

修剪后为杯状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