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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中国 广角

景观过度“网红”化不可取
——城市绿化系列调查之三

路边一片片紫色的蓝花楹，公园里
随处可见粉红的粉黛乱子草，此外，百
子莲、迷迭香、墨西哥飞蓬、蓬莱松……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城市种上了当下流
行的“网红”植物。

“好多人在抖音打卡。开始还挺新
鲜，刷多了感觉太像了，一点特色也没
有。”一些网民认为，这些“网红”植物主
要是拍照好看，可以成为社交媒体上的
宣传噱头。

重庆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保育研
究团队 2022 年对长江流域的城市绿化
树种研究发现，11个主要城市均出现的
树木占比最高达 37%，同质化较高，且以
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分布的国外树种和起
源于人工栽培的树种为主。

值得警惕的是，城市绿地园林景观
大量引种“网红”植物，已经成为物种入
侵的重要渠道，不断侵蚀乡土物种生存
空间，甚至给某些地区带来生态灾难。

“加拿大一枝黄花”一般秋季开花，
花朵色泽艳丽，是一种恶性杂草，属于
外来物种，原产地在美国、加拿大等
地。因为外形好看，“加拿大一枝黄花”
近年来出现在国内一些地方。

“之前见过两三米高的‘加拿大一
枝黄花’，这种植物对耕地的破坏很明
显。”四川一位街道办工作人员介绍，因
其极具危害性，是一种非常“凶猛”的入
侵物种，已经被我国列入《中国外来入
侵物种名单》。

由于全国各地气候各异，有的地方
并不适宜种植一些“网红”植物。“很多公
园一窝蜂种粉黛乱子草这样的‘网红’植
物，但其实这种草喜光照，耐半阴，还是
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种植。”四川一家绿植
售卖店店主告诉记者。

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博士史军说，近
年来，部分城市引进了一些非常好看的

“网红”植物，比如可以开出蓝紫色花朵
的蓝花楹。但是，蓝花楹适合生长在热
带和亚热带区域，如果是长在北京，就
难以存活。“因此，不能一味关注‘网红’
植物颜值而盲目跟风种植，一定要因地
制宜选择合适的植物。”

新华社南京9月21日
电（记者王珏玢、邱冰清）
23日迎来秋分节气。秋分
前后的一段时间，也是欣
赏太阳系“尘埃之光”——
黄道光的好时机。什么是
黄道光？黄道光怎么赏？
天文科普专家为您揭秘。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
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说，
天文上把太阳周年视运动
的轨迹称为黄道。太阳系
中除了大家熟悉的天体，
在星际空间其实还分布着
无数细小的尘埃。黄道附
近的尘埃微粒受到阳光照
射，发生了反射，就会形成

黄道光。从地球上看去，
黄道光呈现为一个近似圆
锥体的光束，它的最亮区
域，几乎与银河一样明亮。

由于接近地平线，受
到大气散射等作用的影
响，这束“尘埃之光”通常
并不容易被人们“捕捉”
到。王科超介绍，对北半
球而言，每年秋分前后的
日出之前以及春分前后的
日落之后，是观赏黄道光
的最佳窗口期。这是因为
在这一时间段，黄道光的
赤纬较高，和地平线间的
夹角更大，更加易于观测。

观赏黄道光有一定技

巧。王科超建议，首先应
尽量选择晴朗且空气质量
良好的天气观赏，这时大
气透明度较高。其次，应
选择光污染较小的地区观
赏。第三，还要避开月光
的影响。今年秋分前后几
天，月光不会对观测产生
影响，对观赏非常有利。

王科超说，今年，金星
还可作为黄道光的“观测
指引”。黄道光与金星均
位于黄道带上，今年秋分
前后，东方天空中闪耀的
金星可以帮助公众指引黄
道光可能出现的大致位
置。

秋分前后来赏“尘埃之光”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城市的绿化工
程热衷于蹭流量、过度“网
红”化，放弃本地原生植
物，改种流行植物。这些
奇花异草不仅令城市面貌
变得雷同单调，而且易产
生外来物种侵入的生态风
险。

跟风盲种“网红”植物
带来诸多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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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绿化工程建设应坚
持生态优先，杜绝盲目跟风，切实
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从
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变为追求绿
化的质量、效益；坚持从实际出发，
结合地方特色，科学选择兼具性价
比和生长性的植被苗木，综合考虑
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打
造契合当地发展、融入当地文化的

“绿化美学”。
首先要树立“为人民种树，为

群众造福”理念。记者调研发现，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着眼“绿色共
融”，从“为了绿化管群众”转变为

“为了群众管绿化”，推进口袋公园
建设，积极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
享，让公园绿地更加贴近市民实际
需求，提升公园活力值。

其次要坚持科学思维，做好规
划引导和顶层谋划。城市绿化要尊
重规律、尊重自然，充分考虑当地
的气候、土壤条件和植物生长规
律，结合历史传承、区域文化，依托
现有山水脉络、本土特色植物等进

行合理规划布局。要量力而行，提
高绿化的综合效益，不能盲目追求

“四季有花”。
此外，还要加强对城市绿化

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堵塞关键
环节不透明不公开等漏洞，预防
腐败发生，及时纠正形式主义等
问题。要进一步畅通群众反馈渠
道，发挥人大、政协等在城市绿化
中的监督作用，高质量推进城市
绿化工作。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追求“表面文章”还易滋生腐败

“一些地方领导决策不讲科
学，一味追求视觉效果，希望建设
的绿化工程能够出圈，打造城市

‘网红’地，做自己的政绩。”受访专
家说。

业内人士指出，园林绿化工程
是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搞的“公
共工程”，因为园林绿化是摆在地
面上的“政绩”，容易被看到。这种

“生态形式主义”背后的实质是一

些官员政绩观错位，以表面文章代
替真抓实干。

基层干部反映，绿化工程决策
往往受当地领导干部意志主导，一
言堂、拍脑袋决定的情况时有发
生。

此外，由于花木品种差异性
很大，很难像钢筋、水泥一样统一
定价，导致绿化领域极易滋生腐
败。根据地方纪委监委办案情况

来看，有时绿化工程利润率能达
到 40%左右，就算直接转包都能获
利 20%。

据多地纪检部门介绍，景观
绿化领域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工
程承接、验收、资金拨付等环节，
权钱交易、验收“放水”等问题突
出，此外，招标环节也存在“化整
为零”“拆标”等规避招投标的现
象。

坚持生态优先，着眼“为群众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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