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痛的领悟中寻求生命“绿色”

一池、一木、一片绿皆为城市根本

曾有人提及合肥这座城市时，特别向我强调了“发展中”几个字。我知道他的用意，不过只是浅然一笑回应而已。

因为，我十分喜爱“发展中”这个词汇，特别是用在合肥这座城市身上时。我们看到过不少所谓“发达”城市，在光

环的背后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走出城市发展的“围城之困”需要多么痛的领悟，可惜却没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正

因为“发展中”，这让我们看清了许多，领悟了许多。

这让我们深知，一池、一木、一片绿皆为城市根本，以此发展，无论快慢，最终的“发达”又舍我其谁？

城里
从新居民小黄的故事说起

城里
伴随扩张而消逝的那些池塘

城里
面对资源不去利用就是浪费

最近一次遇到小黄是在大约一

年前的时候，他说自己老家的池塘已

经变得乌黑恶臭，鸭子没有了，鱼也

没有了。听说是因为农村使用过多

农药导致的。

小黄心中的池塘“干涸”了，其实

他不知道，在合肥这座城市里，曾经

也有过许多池塘，却早已消失得无影

无踪。

“我们这里叫藕塘村，听这里的

老大爷说这里原本是水塘，不过从搬

到这里的新小区开始，我就从来没见

过有水塘。”藕塘村，位于合肥市一环

路以北，说这话的是陆阿姨，她就住

在那里新建的小区“荷塘月色”。不

过虽然小区名字很有诗意，但是小区

里却根本没有池塘，更谈不上荷花

了。

陆阿姨告诉记者，在她刚到合肥

经商的时候，藕塘村附近还算是郊

区，但如今已经算是众多小区相拥的

闹市区了。学校、医院、大型超市、各

类餐饮一应俱全，不过却再也没有了

传说中的那些池塘。

大自然就是这样，很是公平。当

你善待它时，它也会善待你。通过

2010年的排水改造，在去年和今年

全国众多城市遭受暴雨侵袭，纷纷陷

入“看海”尴尬境地时，合肥的主城区

鲜有积水现象。即使如此，对城市排

水改造的工作合肥至今仍未停止，而

是继续向主城区周边各个区域深入。

如果说这座城市只是在为防止

水患而努力，那么这只能说明你对合

肥还不够了解。从合肥“大建设”以

来，有关排水“雨污分流”的工作从未

间断，目的其实很简单，为保护现有

城市河道乃至整个巢湖水域不受污

染。

同时，在合肥城市小区建设过程

中，雨水收集这一看似细小的环节也

被逐渐列入硬性条件之中，目的也很

直白。例如，小区里的绿化灌溉是使

用雨水还是使用自来水？

“其实，这更是可再生资源利用

和有限资源浪费之间的选择。无论

是作为城市居民，还是作为政府主管

部门，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次择优的选

择机会，而是一个对和错的判断抉

择——不是利用，就是浪费，没有任

何回避的可能！”合肥市建委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强调说。

城里
“绿色”更是一种全民意识

小黄，男，32 岁，2004 年

大学毕业后辗转到合肥市定

居发展。虽然只是一名普通

的 80 后青年，却对人生与社

会有着超龄的领悟与要求。

于是，相貌看起来要比同龄

人成熟许多。

小黄告诉记者，出生于农

村 的 他 曾 有 许 多 困 惑 与 矛

盾，而未来选择在哪座城市

生活就让他犹豫了许多年。

的确，作为农村走出来的孩

子，他渴望着现代化的都市

生活，虽是忙碌又能走在社

会前端。便捷的交通、耸立

的写字楼、时尚的生活消费

……在“十年寒窗”的苦读过

程中，这都曾被当做过自己

的动力来源。

或许也正是因为他来自于

农村，对清新田园式的大自然

却又有着强烈的回归欲望。

在老家，出门脚踏黄土，

抚手绿柳，席地池塘边看鸭

子畅快无比地游来游去，用

他的话说，“许多城市满眼的

钢筋混凝土建筑和车水马龙

的废气，曾经令我感到压抑，

就连在老家最容易满足的天

然蔬菜，竟然也变成了一种

奢望。”

环城公园、大蜀山森林公园、塘西河

公园、金斗公园……无论老城区还是滨

湖新区，近年来随处可见绿色的身影新

生于这座城市，“绿化大会战”的口号也

让广大市民耳熟能详。关于“绿”的梦

想，合肥到2020年还会更进一步，森林覆

盖率达到36.8%以上，城区有地的地方就

会有41%是绿地，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可

以达到14平方米……即使是在社区周边

也必须达到“500米见园”的追求。

“绿色”的城市仅仅依靠“投入式”的

努力还不够，在合肥市委、市政府的多年

引导下，节能、环保这一“产出式”的“绿

色”也逐年浓艳起来。小黄告诉记者，其

实这也是他庆幸选择合肥这座城市的理

由，从重视程度和发展意识来看，他能看

到这座城市的未来景象。

三十岗乡东瞿村只是一个普通的村

落，然而就是在上月17日，那里举办了

一场“万户低碳家庭行动”活动。现场还

发布了“家庭低碳生活计划15件事”。具

体为：使用节能灯，随手关灯、拔插头；少

用空调多开窗；使用节水型洁具，循环用

水；温水洗衣自然晾晒；尽量不用塑料袋；

电梯少乘几层，楼梯多爬几层；多坐地铁

和公交车……据悉，在“十二五”时期，这

样的行为举措将在合肥市全面深化。

东瞿村只是合肥“绿色理念”的一

瞥，由此不难想象对于城市的根本，这座

城市领悟何其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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