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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麓棣

昨日，本报刊登了部分市民随
意采摘景观树果实，造成树木断枝
等现象一文，引发不少网友热议。
有网友在本报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说

“乱摘果实不仅破坏了环境，还影响
了景观，不能随意摘”，也有网友认
为“任果实掉落或烂在树上浪费，
不如让市民采摘”。

【记者调查】
景观树果实多遭“暴力采摘”

市区大学路上的枇杷树、嵩山
路上的梨树，每到开花结果的季
节，这些果树就不得不面对来自部
分市民的“暴力”采摘。

每年四五月份是枇杷树开花结
果的时候，就有不少市民采摘，由
于枝干较矮，有些市民还打起上树
摘果的念头。今年5月中旬，记者曾
对此现象进行过采访，当时正好看
到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站在路边伸
手拽树枝，女的摘了几颗边吃边说

“太酸了”，男的才把紧拽着的树枝
放开。

7月份的时候，市区嵩山路道路
两侧种植的梨树果实成熟，有的市
民爬到树上采摘，有的市民拿着长
棍在树下打果。每次“暴力采摘”

过后，树上树枝折断、树下落叶成
堆，一片狼藉。

“梨树、枇杷树、银杏树……
几乎每到一种树木开花结果时，都
没能逃过被采摘的命运。”市民张
先生告诉记者，“每次采摘完，地
上全都是折断的树枝、洒落的树叶
和一些残留的果实，看着真让人心
疼。”

【网友热议】
路边果实能否随意采摘

“道路两则种植的果树是绿化街
道、美化环境的，不能随意摘。”

“绿化果树又不是私人所有，为什么
不能摘。”网友对于街头的果实该不
该摘，该由谁摘，进行了讨论。

“为什么不能随意摘？果实挂在
树上固然好看，但成熟后不摘下
来，既是浪费，又污染环境，还是
随时采摘为好。另外，有些果子不
去采，也会自己掉下，到时也是浪
费。”网友“哎呦”说。

“当然不能摘！果树既然在街
头、公园里，挂满果实就是一道风
景，你摘了风景没了，这跟乱折街
头花木一样，大家都应该去爱护
它。市民要吃可以到市场上去买，
不要贪小便宜而损害了城市形象。”
网友“清风”说。

“这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体
现，毕竟果树也是绿化景观，涉及
到所有市民的观赏效果，产权也并
非私人所有，私人并无权采摘。”网
友“随你便”认为。

网友“如果”说：“景观果树作
为公共树木，应得到爱护，市民肯
定不能私自随意摘果子。”

【它山之石】
其它城市是如何管理的

成都街道绿化维护队会统一摘
下果子，送给辖区里的老人和孩子
们分享。

苏州对于街头的白果树，发动
志愿者成立专门的采摘队，将采摘
下来的果实送给福利院和敬老院。

上海的绿化果树都是经过改良
的观赏品种，抗病虫力强，成活率
高，但果实味道酸涩，几乎无法食
用。还有的地方，将绿化果树下放
给附近居住的市民，让他们来负责
日常的管护和采摘。

在中山市，园林部门通过喷洒
一种特殊药物，为芒果树“节育”，
令其只开花不结果。佛山市禅城区
园林部门会派出工作人员和养护单
位采摘成熟果实。深圳市采取提前
清理果实的措施，同时在媒体上呼
吁市民不要私自采摘路边果实。

景观树果实 能否随意采摘引热议

78岁老人坚持出摊理发60年
传统剃头手艺赢顾客称赞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有 问 题 不 知 道 咋 解 决 咋
办？发朋友圈啊！想知道那里
有好吃的咋办？发朋友圈啊！
遇 到 烦 心 事 、 稀 罕 事 找 谁 分
享？发朋友圈啊！哦，对了，
其实咱这里说的“朋友圈”实
际上是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

“漯河朋友圈”。
这个群里有吃货第一时间告

诉你，漯河哪里又新开了一家美
食店。这个群里有记者第一时间
告诉你，漯河又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群里最不缺的就是一群
喜欢和你谈天说地、畅聊古今、
回味人生、描绘未来的人。要
不，您来瞧瞧？

同时，加入群以后，如果你

在群内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新闻
线索，那么恭喜你，你还有机会
获得由本报提供的新闻线索奖。
这么好的群，你还不加入吗？

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说。您
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搜索

“lhpyq0395”，来加入“漯河朋
友圈”。

漯河朋友圈 邀您来瞧瞧

9月20日，在沙河新店渡口河堤东侧的路上，记
者看到有人把玉米放进了一个铁丝网围成的容器内晾
晒。据了解，这样晒玉米不仅通透性好，占用场地
少，而且遇到阴雨天气也比较容易遮盖。

本报记者 李林润 摄

图片新闻

9月22日，记者在市区淮河路看到，路旁绿化带
的绿植已经长出旁边绿栅栏，“侵占”了路边停车位。

见习记者 杨 淇 摄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近日，网友“流金岁月”在朋友
圈发消息说：“在街上碰见个老人，
已经 78 岁了，还自己带着工具在路
边给人理发，很多人排队等候。现在
这种传统理发方式越来越少了，而很
多老人喜欢这样的理发方式，不习惯
在理发店理。我也很想尝试下。”

9 月 20 日，根据网友提供的线
索，记者在市区黄河路一个胡同里，
见到了正在为市民理发的李玉德老
人，倾听他与理发的故事。

传统剃头手艺受青睐

理发老人叫李玉德，家住郾城区

龙城镇大李庄村。自从 18岁学会理
发以后，他就四处跑着为人理发；几
十年来，他的足迹遍布漯河的街头巷
尾及多个村庄。

“是用刀片剃头吗？”看到李玉德
老人在用刀片为顾客剃头，市民周先
生惊喜地问道。在得到老人的肯定答
复后，周先生连忙把自行车停在墙
边，站在老人一旁等待理发。“我喜
欢这种老式剃头，再加上刮胡子，这
样下来，真是一种享受啊！”周先生
说，“现在会用刀片剃头的人越来越
少，想找个用刀片剃头的理发店，难
得很。”

尽管没有理发店里舒适的理发环
境，但凭借娴熟的理发技巧和传统的
剃头手法，李玉德老人很快赢得了市
民的“追捧”。“

“你能不能隔一两个月了来俺这
儿一次？”家住黄河路兰乔圣菲小区
的余先生说，与充满香味的理发店相
比，他很钟情于街头老式剃头，“跟

小时候理发一样，简单省事，价格还
便宜，才6块钱。”

几十年来，骑车出摊理发

几样简单的用具，组成了李玉德
的理发摊。如果有人前来剃头，李玉
德先烧一盆热火，为顾客洗头，洗完
用毛巾擦一下，把顾客让在一把椅子
上，就开始理发了。理发时，老人始
终站着。“有时候忙一天，到晚上睡
觉时，浑身都是酸的，不过干几十年
了，我都已经习惯了。”李玉德说。

只要天气条件允许，李玉德就会
骑上电动三轮车四处跑着理发。“最
开始，我就担着扁担，两头挂着理发
用的东西，步行去周边的农村理发，
后来换成自行车，再后来买了三轮
车，这辆电动三轮车是新买的。”李
玉德说，几十年来，他骑坏了三辆自
行车和三辆三轮车。

只要跑得动，就坚持理发

李玉德说，他 18 岁学习理发，
一年后就开始自己出摊理发，如今
已有 60年。平时他会经常打听着哪
里有庚会，去庚会上理发，“会上理
发的多，我有时候一天能挣 100 多
块，但像平时这样出摊理发，一天也
就三四十块钱。”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老人一
生未婚，目前居住在郾城区龙城镇
一所敬老院。“我是家里的老大，
父母身体都不好，我要侍候父母，
还要照顾三个弟弟妹妹，时间长
了，就把这事儿给耽误了。”老人
说，他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能跑
得动，他就会坚持出摊理发，“也
不图挣钱多少，只是觉得自己还能
做点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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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