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项分类 占比
1 劳动人社 11.86%
2 市场监管 5.83%
3 交通运输 2.65%
4 生态环境 2.16%
5 城市管理 1.93%
6 治安管理 1.86%
7 民生服务 1.03%
8 商贸经济 0.79%
9 民政社区 0.69%
10 科教文旅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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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解决了

购买的游戏币用不了 协调解决

市民来电反映：去年12月在垫江县西欧商业步
行街某游乐园购买了100元游戏币，本月10日前往
消费，却被工作人员以门店更换老板为由拒绝，希望
核实处理。

垫江县桂溪街道办事处回复：经过社区调解，目
前该店负责人已同意消费者，游戏币可以在该游乐
园继续使用，群众问题已解决。

商铺餐厨垃圾堆积 换垃圾桶

市民来电反映：永川区昌州大道中段630号商
铺的餐厨垃圾堆积未及时清运，希望核实处理。

永川区市政园林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所回复：
经核实，垃圾堆积是因餐馆的餐厨垃圾桶与餐厨收
运车不匹配导致。与餐馆负责人协商后，店主已重
新采购符合规格的垃圾桶，现清运餐厨垃圾工作已
恢复正常。

装饰城夜间灯光扰民 夜间关闭

市民来电反映：璧山区璧河名都5栋附近某装
饰城夜间灯光扰民，希望核实处理。

璧山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经支
队执法队员与商家调解，对扰民灯源实行夜间关闭，
现已处置完毕。

占用公共通道开设剪发店 制止教育

市民来电反映：巴南区李家沱街道林荫村262号，
有人占用公共通道私自开设剪发店，希望核实处理。

巴南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李家沱中队
回复：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立即对占道经营行为进
行制止，并对游商摊贩进行了批评教育，现该处已恢
复正常秩序。

公园内有人占地种蔬菜 调查清理

市民来电反映：两江新区鸳鸯街道照母山公园
内的植物被人为破坏，用来种植蔬菜，希望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市政园林水利管护中心回复：经核实，
种蔬菜是占用了金渝体育公园建设用地，已要求地
产集团进行处理，现已清理完毕。

行道树茂盛遮挡视线 核实修枝

市民来电反映：沙坪坝区新立社区天马支路
113号附近道路上的行道树过于茂盛，遮挡视线，希
望核实处理。

沙坪坝区绿化工程处回复：经核实群众反映情
况属实，绿化处立即安排工作人员前往现场进行修
枝，现已修剪完毕。

人行道上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 加强治理

市民来电反映：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兴胜路保
利花半里小区附近人行道上，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
影响行人正常通行，希望核实处理。

九龙坡区杨家坪街道办事处回复：街道立即安
排城管工作人员现场核实情况，对违停车主进行宣
传教育，车主现已将车辆驶离人行道，同时街道将继
续加强对人行道违规停车行为的宣传和治理工作。

（记者 崔曜）

这些事还没解决

打探民生实事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眼前的这棵古树胸径接近1.5米，需要
3个人才能合抱……4月15日，在位于九龙
坡区芳驿路的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北侧
的山坡上，一棵二级黄葛古树正在接受几
位“树医生”的体检。

大家先是绕树一圈观察，随后有人用
木槌敲敲树干，有人用手指扣动已经坏掉
的树干，还有人在调试仪器，准备给古树做

“拍CT”“做B超”……忙上忙下的是市风景
园林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们，他们风趣地
称自己是“树医生”。

高端仪器做“体检”

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田中小心翼翼地从“行李箱”里面
取出了美国进口的树木探地雷达，准备对
眼前这颗古树进行根系扫描。

“原理跟‘做B超’差不多，雷达波打到
地底下，遇到树木的根系之后，它就会反射
回来一个信号，通过信号的强弱疏密可以
推断出树木的根系分布。”田中以树干为圆
心，拖着雷达匀速地绕树转圈，另一名的同
事郭涛在雷达后牵线辅助完成。

“这棵黄葛树，树冠比较大，且下面没
有灌木丛，可以多扫描几圈，拿到更详实的
树木根系数据。”田中表示，有些树根藏在
地底下，肉眼看不见，需要扩大扫描的范
围。以树干为圆心，田中和同事绕树三圈
逐渐加大扫描半径。

田中介绍说，从现场测出来的数据可以
看出根系分布的趋势，如果古树部分区域根
系分布较少，根系生长的地下环境可能存在
问题，他们就能针对性做检查和改良。

植物保护研究所另一名工程师胡月告
诉记者，如果说根系扫描是“做B超”，那么
断层扫描就是给古树“拍CT”，稍显麻烦的
是“拍CT”之前，先要在树干上钉好用于感
应电流的钉子。

“钉子的数量和深度都有讲究，一般来

说要绕树干一周，而且要保证钉子接触到
树木的木质部，才能更好地检查木质部的
健康状况。”胡月解释说，木质部是树干的
主要组成部分，就像人的牙齿一样，当人感
觉自己的牙齿已经松动时候，其实口腔内
部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古树也是如此。

钉子钉好后，胡月用线缆连接上了传
感器，这样每颗钉子就变成了一个测量
点。随后胡月在传感器上输入测量点的数
量、树木的周长等信息。

“健康或者受损的木质部对声音传导速
度不同，我们以此来判断树木内部结构，从
而推断树木健康状况。”胡月指着显示屏说，

“你看断层扫描的图像，红色区域就是病虫
害严重的部分，蓝色的地方就很健康。”

“望闻问切”不可少

和树打了十几年交道，这群“树医生”
深知，给古树名木诊疗治病，除了现代的技
术手段，传统的“望闻问切”法也不能少。

“先进仪器数量有限，有些笨重携带不便，
我们在检查时候也需要凭借往常的工作经
验。”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植物保护研究
所所长田立超说，研究所有一些老员工跟
树打了十几年交道，用木槌轻轻一敲就知
道树木是否出现了健康问题。

前段时间，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
去了巴南，对当地的古树名木做了健康检
查。看病方式跟“老中医”差不多，就是“望
闻问切”。

田立超介绍说，“望”就是看，比如他们
会直接观察黄葛树叶片的斑点颜色来判断
可能存在的病害；“闻”就是闻树枝树叶的
气味，一些树体分泌物的异味往往预示着
细菌类感染；“问”则是询问责任养护单位
或个人，向他们了解近阶段古树的生长情
况；“切”，就是从树木的长势来判断它们的
健康状况。

为了提高检查的效率，“树医生”们首
先通过传统的“望闻问切”法初步筛选需要
重点关注的古树，随后根系扫描、断层扫描
等仪器就会派上用场。

懂“望闻问切”，会操作先进仪器……
仅做一个懂技术的“树医生”，对田立超等
人来说还不够，最重要的一点是去协调树
和人的关系。

“古树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及极端
气候的影响，部分枝干出现创伤，腐烂严
重，再次遇到大雨大风天气时容易造成枝
干的断折。”田立超说，“大的树枝断折砸到
市民后果不堪设想，排除此类安全隐患是
我们保护大树古树重要的初衷。”

一树一策“对症下药”

与其他大树不同，古树有其特殊性，树
龄长，根系深，新陈代谢慢，抗风险抗病害
能力差。“在这些共性基础上，不同科属的
古树也各有特点，必须一树一策，‘对症下
药’。”田立超告诉记者。

比如说，树木如果有创伤，可以进行创
伤修复，其中包括了清创、防水防腐、整形
填充等工作。

从空间位置上来看，古树名木的修复
可分为地下修复和地上修复，地上修复主
要是防腐、修补和加固。

“长期的日晒雨淋，古树树干难免有损
伤，有些面积较大的损伤是不能自行痊愈
的，比如常年有积水的伤口，需要‘人工手
术’。”田立超提到，过去清创办法通常是在
清理伤口后灌注水泥，但时间长了后会出
现松动，而且水泥块不太容易取出，很难进
一步复检。现在较为科学的做法是清理伤
口杀菌消毒并进行防腐处理，然后进行开
口引流手术。

地下修复则是在清理原有不良土壤前
提下，对古树根部进行适当的清创并杀菌
消毒，然后再注射生长调节剂和促进剂，尽
快促进新根生出，形成新的根系。

如果古树感染上了病虫害，相对而言
麻烦一点，需要鉴定病虫种类，再制定具
体的“治疗方案”。“古树比较高大，最好灌
根施药、或者以输营养液的方式注干施
药。”不过比起施药，田立超等人更倾向于
少打化学农药，多使用绿色防控技术，配
合多种方法提高古树对病虫害的“免疫
力”。

“每棵古树秉性不同，适宜的土壤改良
对策可以让古树重新焕发生机。”田立超介
绍说，土壤改良主要是扩大古树树池面积，
增强树池内土壤的透气透水能力，结合土
壤检测结果进行适合古树最佳的营养配
比，让古树根系能呼吸到更多空气，吸收更
多养分，从而恢复树势。

“拍CT”“做B超”再加“望闻问切”

“树医生”这样为古树名木诊疗治病

美 好 生 活 热 线

2022年4月12日，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陈力行（中）正在和老人聊天，了解他们的生
活需求。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市民来电反映：奉节县永安街道龙潭街42号处
的下水道管网破损，导致流水长时间外溢，希望核实
处理。

市民来电反映：合川区龙洞苑小区内出现白蚁，
向小区物业反映无果，希望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反映：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陈家坪加
气站附近，从陈家坪发往江津的营运车辆非法营运
载客，希望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4月14日）

□本报记者 张莎

根据周奶奶的身高和生活习惯定制美
观、牢固的扶手；为独居的李大爷打造无障
碍浴室；把周爷爷家的蹲便器改为坐便器，
上厕所不再“为难”……让家更适合老人，
这样的便捷生活，农村老人也享受到了。

目前，在渝北区古路镇乌牛村，正在进
行一场乡村“适老化改造”，这也是渝北乃
至全市首个进行“适老化改造”的乡村。

无评估不改造
乡村老人享受“私人定制”

“中国疾病监测系统的数据显示，跌倒
已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致死的首
位原因。随着老人身体机能的退化，熟悉
的家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方便’。也许
很多人并没有想到，普遍认为最安全的家
里，却由于生活起居的磕绊阻碍，成为老年
安全隐患的多发地。”提及“适老化改造”初
衷时，渝北区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渝
北区古路镇乌牛村党总支副书记陈力行坦
言，他希望在驻村两年期快结束时，再为村
民们办点实事。

乌牛村老龄化率18.3%，大量年轻人外
出务工，在广袤的乡村留守的大多是老
人。老人们钱比以前多了，生活习惯还是
比较“将就”。

陈力行介绍，今年初，村两委经过大量
走访了解到，老人们居家生活存在四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如厕难，大部分老人家里是
蹲便，老人起身很困难；二是洗澡难，有些
老人习惯烧水洗澡，坐在塑料小板凳上，容
易滑，起身也容易摔跤；三是晚上起夜难，
电灯开关不在床边，比较危险；四是年纪大
了，没有拐杖，走路不稳。

陈力行在网上查到，目前重庆已在城
市社区开展居家“适老化改造”，以政府为
主导，由相关企业承接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他通过税收大数据找到渝北区一家规
模较大养老企业，又通过对方介绍，联系上
了适老化改造的重庆福至万家公司。

今年2月，该公司8名工作人员带着专
业工具进村了，陈力行与另两名村干部陪
着入户两天，现场勘查居家环境、与老人及
其子女交流需求、意愿。

“无评估不改造，我们敲定了‘一户一
策’改造原则，前期的评估、设计必不可
少。”他说，“适老化改造”并不是简单地

“搞装修”，必须是个性化和私人定制的。
小到居家环境的防滑处理，大到共同居住
家庭成员的生活，都需要被评估在内，不
仅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品质，让生病的老
年人活得更有尊严，也能为照护者减缓压
力。

3月初，工作组敲定为80岁以上在村
居住的24户、26人进行“适老化改造”。陈
力行以乌牛村村党总支名义向渝北区税务
局提方案、打报告，顺利申请到9.1万元改
造资金。

起床、如厕、洗澡、出行
涉及生活“琐事”细节满满

3月底，企业正式进村改造，24户老
人不用出一分钱。陈力行坚持“适老化改
造”不撒“面面药”，根据不同老人的居家
环境和生活习惯分类改造、量身定制，因
此，每户经费从1000多元至4、5000元不
等。

陈力行介绍，因改造对象平均年龄85
岁，这次“适老化改造”主要从起床、如厕、
洗澡、出行四个方面进行——

首先是起床，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

安装电动起床翻身器，其他老人则在窗边
安装扶手，老人半夜如要起夜，床边有感应
夜灯。

厕所是老人居家的“高危区”，如厕改
造方面又分三类情况，老人家里是蹲坑，配
蹲改坐坐便椅；马桶配马桶助力架或上翻
扶手；如是旱厕，则配坐式马桶。

洗澡对高龄老人来说是一件愁事，为
让老人放心洗澡，给他们配备既轻肤又防
滑的坐式洗澡椅。

最后是出行，每位老人都领到了老年
防滑鞋，走路不便的，还有单脚拐杖、四脚
拐杖、老年行走车；农村装修时许多家庭没
有考虑楼梯扶手，施工队根据老人身高沿
路铺设扶手；农村地面不平整，想办法找
平。

记者走进80岁肖子明、76岁徐德芳老
两口的家中，只见楼梯扶手已安装到三楼，
卧室床边不仅有起床扶手，还新增了一个
灯光开关，堂屋放着的四脚拐杖、老年行走
车是老人最近的心爱之物，过去昏暗的厨
房多了明亮的灯光，厕所铺上了防滑垫，马
桶旁边是上翻扶手……

“她腰椎有问题，每天上下楼好几遍，
毕竟年龄大了，我们担心得很。”肖子明的

儿子肖勇说，虽然妈妈比较硬朗，但也不能
时时盯着，如今家里经过改造后，放心多
了。

“原来因为楼梯没有栏杆，我还曾从楼
梯上摔倒过，把老太婆吓惨了，现在不担心
了。”肖子明高兴地表示，这些设施都安到
了自己心坎上。

老屋子变“智慧”
老年人享“智慧”

4月12日，在乌牛村92岁老人王国均
家中，工作人员正在为他家安装、调试“智
慧三件套”：紧急报警开关、红外探测仪、烟
感器。

记者见到，紧急报警开关安装在老人
床头，可通过按键和拉绳触发警报。记者
轻轻一拉报警绳，工作人员绑定的手机上
立即收到“安防报警提醒”：王国均家庭风
险事件第一次通知。报警事件、地点一目
了然。

随后，这部手机上又接到电话提醒，
“我们把报警提醒电话设置为‘呼死你’模
式，如果对方没接到或挂断，系统会反复拨
打，直到拨通为止。”工作人员说。

随着“智慧三件套”安装完毕，王国均
老人的家也变得“智慧”起来——位于厨房
和客厅连接处的烟感器随时监控火灾隐
患；安装在卧室上方的红外探测仪感应人
体温度和起居，其“聪明”之处在于系统可
通过大数据统计老人的作息时间，比如每
天早上6点半到7点半为老人起床时间段，
超过这个区间一定时间发现老人没有起
床，也会触发警报。

“有了这些设备，我一个人住也没问
题，娃儿不担心了。”看着工作人员调试顺
利，王国均老人乐呵呵地说。

陈力行介绍，“智慧三件套”全部由渝
北区民政局支持，局里还将正在城市社区
试点的居家社区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平
移到乌牛村，帮助老人过上智慧生活。这
套系统将全部绑定老人子女手机，下一步
随着农村互助养老实施，还有望与社区干
部、社工、志愿者联通。

记者了解到，乌牛村此次“适老化改
造”将在5月结束，陈力行和村干部们希望
随着试点的成功，将改造范围扩大到村里
60岁以上有需求的老人，提高更多老人的
幸福度，让那些辛苦了一辈子又守护着乡
愁的老人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乌牛村“适老化改造”进行时
——民生热线记者打探全市首个“适老化改造”乡村

风景园林科
学研究院植物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
田中（左）正在对
古树进行根系扫
描。

记 者 周 奇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