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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占伟 文/图

三分建，七分管。历时6年的湛河
综合治理工程于 2019年底完工后，转
入全面管养阶段。3年来，在湛河全线
各管养单位的努力下，湛河以“河畅、水
清、岸美、生态”的新姿成为鹰城市民眼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河清水晏”的背后，是湛河管理者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付出。市兴
城湛河市政设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巡
查监督部负责人马贺魁就是其中一
员。作为湛河的“巡河人”，现年33岁
的他日行近两万步，靠一双慧眼，巡遍
28.2公里长的湛河水域，在城市的日出
日落中展现了自己的担当。

每天巡河近两万步

“人工组和电动割草船要保持足够
的距离，注意安全！”11月 8日上午9时
许，在市区新兴路南端的湛河生态文化
园亲水平台处，个子不高却行动敏捷的
马贺魁一边向河道中喊话，一边叫来现
场施工负责人仔细叮嘱。

“小马主任巡河最认真了，总是能
一眼看出我们在管护中存在的问题。”
该园管养单位负责人尚鹏旗说，最近园
区正在清理河道内“野蛮生长”的菖蒲，
以保持湛河良好的水生态环境，马贺魁
将这项工作当作重点巡视的内容，每天
都盯得很紧。

“这河道里的菖蒲本身具有净化
水质、提升景观效果的作用，可一旦肆

意生长，到了秋冬季叶子干枯萎黄后，
就容易酿成消防隐患，还会影响来年
的正常生长。所以，菖蒲根部以上必
须割掉。割掉的菖蒲将被运往叶县发
电企业，转化为发电原料。”马贺魁说，
目前，10公里河道范围内的菖蒲清理
工作已近尾声，需要对工程进度和施
工安全环节进行重点巡查，“一点儿也
马虎不得”。

在此逗留40分钟后，马贺魁驾驶
着电动巡逻车向湛河其他河段进发。
每到一处河道，他都徒步仔细查看，在
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并用手机
拍照存档。“一年四季的巡河内容都不

同。比如眼下已过立冬，湛河两岸落叶
以及干枯树枝的清理，景观树木的刷
白，病虫害的防治等各项工作是我们每
天巡河的重点内容。为了保持湛河的
生态效果，这些巡查内容都将形成当天
的工作日志，发送到工作群里。”

在记者跟随马贺魁巡河的途中，不
时有白鹭等水鸟快速掠过湛河水面，留
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一年四季，基本都泡在湛河上。
尽管有电动巡逻车辅助，但我每天还
是步行将近两万步，一天到晚走得脚
疼。要说巡河工作不辛苦，那是假的，
可是比起那些在河道内的施工人员，

我们这点苦不算啥。为了守住湛河的
这份美，为了留住平顶山市民的美好
记忆，再多的付出也是值得的。”马贺
魁动情地说。

高科技让巡河更高效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水资
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推动重要江河
湖库生态保护治理，基本消除城市黑臭
水体。对此，马贺魁有着真切的感受：

“湛河的生态环境对平顶山城市发展和
市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太重要了，对湛河
的多次重要治理，更加凸显出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这段内容的真切实在。”

据了解，马贺魁和同事们在坚持日
巡查的同时，其所属的公司还结合周通
报、月总结、季考核，督促每一名湛河管
理者行动起来，共同维护好 28.2 公里
长、总面积580万平方米的湛河水面、
绿地，照管好公厕、橡胶坝、液压坝以及
桥梁、广场、照明等配套设施，“不负鹰
城人民的重托”。

随着科技的进步，巡河手段也日
益先进和完备。马贺魁说，依托无人
机技术和智慧湛河管理系统，他们的
巡河能力和效率也不断提升。在他的
描述中，设置在市区稻香路和湛北路
管理间的智慧湛河监控系统，可谓巡
视湛河的一处“天眼”。它能分屏显示
西起湛河上游刘庄沟廊桥、东至湛河
下游张庄闸桥的湛河区域，还能实现
数据处理与共享，已成为他们巡查监
督工作的重要帮手。

马贺魁：天眼 脚步 巡得湛河水清河畅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11月 9日一大早来到办公室，市园
林绿化中心河滨公园生产科的田志强
就和同事开始着手准备长锯：公园里的
大叶香樟树生长过盛，部分树枝下垂，
行人路过容易碰到头，需要修剪掉。冬
季到来，修剪枯枝是工作的重头。

今年 59 岁的田志强是位老园林
人。1986年从外地调入平顶山，他就在
河滨公园的花房工作，一干就是十多
年。后来成了公园西门绿化班的班长，
又到生产科，一直和园林绿化、养护、修
剪等打交道，园里的一草一木、点滴变
化都了然于心。

从“绿”到“彩”公园变化大

田志强就住在公园家属院里，每天
早起先巡视一遍整个园区是雷打不动
的习惯。就算假日陪着家人出来玩，他
首先注意到的也是哪里该修剪了，哪里
的卫生需要打扫……多年来，工作养成
的习惯已和生活完全融合。

“河滨公园现在特别漂亮，色彩斑
斓，我常常和老伙计们来这里锻炼。”当
天一早，正绕着人工湖跑步的市民王先
生说。不管是色彩艳红的乌桕树，还是
缤纷的林荫道，都满目绚烂，美不胜
收。“特别是公园 2005 年之后免了门
票，对市民来说真是一项利好政策。”

多年来，河滨公园一直在变化，田
志强深有感触。以前公园绿植仅限于
本土的龙柏、雪松、楝树等树种，后来引
进外地树种：红枫、香樟、黑松、红栌、黄
栌、樱花、海棠……如今有各类乔灌木

近百种。近几年广植月季，尤其是高杆
月季，花形更大、花期更长，盛开时芳香
四溢。漫步樱花林、流连于牡丹花丛、
百米花廊下打卡……四季常青，三季有
花。“现在更注重树木的搭配、植物的多
样性，景观色彩和层次更加丰富，给市
民以美的享受。”田志强说。

近年来，公园的树种、绿化面积都
在不断增加，工作量自然也大了，田志强
却很高兴：“在这样的美景里工作是一
种享受。”美景中浸透着园林人的汗水，
市民的每一声赞许都是对他们的褒奖。

以人为本 提升幸福感

修剪是个技术活儿，园区的树种、

植物不断增加，也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的
养护知识。无论是修剪、补栽、养护，最
终目的都是给市民提供赏心悦目又便
利的游玩环境。

已是冬季，公园西墙内的步道旁，
一些大叶香樟树枝下垂，且有少量枯
枝。田志强和同事拿着长锯，将多余
的树枝一一锯掉，保障市民通行顺
畅。“乔木林落叶前，干枝、乱枝、病枝
要全部修剪完，再修剪月季、百日红，
刷上白粉，这一阶段工作才算结束。”
田志强说。

葛针山上平整了场地，铺设了塑胶
跑道，太极拳、羽毛球、跑步晨练的市民
络绎不绝；白马广场建成微地形小景

观，孩子们最喜欢在这里奔跑；公园西
门附近原来有条污水沟，如今覆土绿
化，建成百米花廊，春季满庭芬芳，成为
市民最热打卡地……

除了景观建设以人为本，在管理
上，公园也充分采纳市民的合理意见，
适时调整工作方式。田志强说，前些
年，有市民反映打扫卫生和晨练时间
冲突，打扫的浮尘影响锻炼体验，他们
就把打扫时间提前到了夏季早上6点
和冬季6点半，市民晨练时场地已干干
净净。

2017年之前，公园只有主路上有部
分路灯，如今已全部加装、更换了新路
灯，且与周边环境相契合。公园东门内
广场处的路灯是镂空仿古的，葛针山上
的路灯更为质朴自然，部分草坪中也加
装了用于景观照明的地灯。公园东门
实施亮化工程，夜晚灯光亮起，古色古
香，晚上来公园游玩、散步的市民也越
来越多了。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
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
作为园林人，能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地把
园林养护工作做好，为大家呈现更美的
景观、更舒适的环境。”田志强说。

不光是大型公园，多年来，我市以
“绿”为脉，致力于推进园林城市建设，
街头处处见绿。据市园林绿化中心的
统计数据显示，市区现已有公园、广场、
小游园等 193个，总面积781万余平方
米。市民走出家门，绿色空间随处可
见，各种花、树斑斓多彩。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城市更富生机，人们的幸福感
也越来越强。

田志强：巧手 汗水 打造亮丽多彩公园

11月9日上午，田志强在公园里修剪高杆月季。

11月8日，马贺魁（右二）在清理菖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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