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潜山的笋都被你们挖完了，真
损！”近日，部分热心网民在咸宁本地社
交平台发帖，反映城区潜山国家森林公
园有人私自挖竹笋，引发广泛关注。

市民张爹爹就住在潜山国家森林
公园附近，每天他都会到竹林里逛逛，
张爹爹亲眼见过很多私自挖笋的人。

“每年到了季节，只要有竹笋，都会有人
挖，有的是小年轻，有的是中老年人。
这么大的公园，监督管理员也辛苦，不
可能每次都及时阻止。”

张爹爹还看见过有人用共享单车
运笋。“前几天早上，就看到一个男的，
车上的塑料袋已经装满了，他还在挖，
我上前说不好挖的，他说，反正长出来
了，不挖也浪费，到市场上还能卖几个
钱。”

除了有目的的挖笋，还有少数游
客，纯属为了好玩、好奇。不少竹笋被
撬开泥土，挖到一半挖不动，就被扔下
不管了。

记者采访获悉，潜山国家森林公园

竹种园于2000年正式建园，面积150
亩。“每年一到出笋的季节，我们院里的
科研工作者就开始兼职护林员，中午吃
饭都在山上。可由于面积太大、地形复
杂，依然防不胜防。”在市民私自挖过的
区域，看着孤零零的几根弱笋，市林科
院科研工作者们心疼不已。

“以前潜山是没有竹子的，经过几
代林业人的努力，才发展成现在的规
模。”市林科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工作人员介绍，1979年，一位林业
老专家在山坳种下49棵毛竹，经过多
年呵护，方生长成片。因竹子的生长规
律是新旧交替，如果竹笋常年遭受破
坏，当老竹死去，新竹无法长成，竹林就
会衰败，失去利用价值。

竹种园内竹种，是我市自2000年
陆续从浙江、江苏、湖南、四川等地引进

的。共引进了150余个竹种，有些因不
适应本地的气候环境渐渐被淘汰，保存
下来的有120余个。因为盗挖、破坏行
为过于猖獗，导致个别名贵竹种竹林衰
败，长此以往，部分竹种将会消失。

“引种竹子对竹株的大小、年龄、分
枝高度、健康状况等都有严格要求，并
不是所有的竹子都能做竹种。单个品
种引进，相较成批引进，代价过高。部
分名贵品种现在想重新引进，也不一定
能够找到。”工作人员介绍，潜山的竹子
已经成为展示咸宁竹文化的重要窗口，
是楠竹之乡的靓丽名片。每天登山健
身的市民达数千人，每年接待省内外参
观团数十批次。

工作人员呼吁，广大市民要参与到
爱笋护竹中来，如看到有人盗挖，应及
时劝阻。

近期天气晴好，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成了
不少游客踏青、健身的好去处。但砸路灯、
盗挖竹笋、随手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现象，让
潜山公园很“受伤”。

4月16日，记者来到潜山，周围爬山的
人络绎不绝，随手扔垃圾的现象也很频繁。

游客们拾级而上，潜山的主干道甚至小
道上被游客扔了不少卡通泡泡棒、果皮、纸
巾、一次性口罩、饮料瓶子等垃圾，桂竹亭更
是一片狼藉。从潜山桂竹亭到林科所路边
的6盏路灯的灯罩被人为砸坏，地上散落着
一堆路灯碎片。

在楠竹林区，竹笋刚冒出笋尖，三名游
客不顾竹林悬挂的“出笋时期禁止入内”“爱
笋护笋人人有责”等提示，钻进竹林里挖
笋。听到旁边有人大声质问，几人才罢手，
悻悻钻出竹林。

“大家都挖过嘛，又不单单是我们几个，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记者和游客搭话得知，
对方是附近村社区的居民，听周围的人说潜
山上有新鲜的竹笋，便也想着去挖点尝尝
鲜。当天早上吃过饭，这几位游客就拿着简
易工具，私自在潜山上挖起了笋，引得路过
行人连连侧目。

“不少市民都会选择出门踏青，潜山环
境优美，是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有些市民素
质真的是太差了，甚至全家齐上阵挖春笋。
我们也十分看不惯，呼吁大家文明游园。”鄂
南高中退休教师李奶奶说。

“这些竹笋主要是景观竹笋，市民挖回
去食用，口感也不比市面上卖的笋好。”采访
中，面对游客私自挖笋的不文明行为，潜山
国家森林公园工作人员也很无奈。同时，工
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如果大家都来“夺
笋”，会造成水土流失。目前，园方也会加派
人手巡园，恳请广大市民朋友“手下留情”，
不要跟风前往潜山国家森林公园挖笋。

“我们没有执法权，发现盗挖竹笋
也只能劝阻教育。涉及到盗挖竹笋数
量较大的，就报森林公安，如果没有达
到罚款、拘留标准，也只能警告、教育。”
市林科院相关负责人呼吁，“我们在加
大巡护力度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文明
游园。”

据悉，去年4月17日，咸安区检察
院第四检察部对市林业局发出公益诉
讼诉前检察建议，督促主管部门依法履
职履责，对竹笋被人盗挖和破坏行为进
行整治，加强日常对公园的保护管理。

市林业局组织多部门负责人察看

现场后，召开专题会议，积极研究整改
措施。通过加强对市民宣传引导、增设
固定护栏、加大巡查和处置力度等措
施，积极整治盗挖行为。

每年到了竹笋生长的旺季，也是竹
林遭殃的季节。记者注意到，潜山国家
森林公园面积很大，而且是开放式，差
不多各个方向都能入园，很难控制人流
量，在管理上确实有难度。

市林科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潜山仅
竹种园和楠竹林这两大片竹林就有
300多亩面积。为了保护园中名贵竹
种，林科院在竹种园做了围栏，几个出

口还派了工作人员把守，但是把竹林全
部围起来也不现实，每到春天出笋的时
候，工作人员、护林员全员上阵，拉红
线、贴标语和森林公安轮流巡视，但还
是防不胜防。

潜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负责人
表示，“我们的保洁工人正在加大清扫
力度，为大家营造干净整洁的环境，路
灯破损已及时向市路灯管理局反映，会
安排工作人员来维修；而游客盗挖竹
笋，主要归市林科院管，我们发现有人
盗挖现象会及时制止，并向市林科院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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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禁不止，怎能在潜山私自挖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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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宝路飙车扰民
网民报料：
我家住在咸安区咸宝路附近，每天夜里零点以后，就

有摩托车在咸宝路飙车，制造噪音让我们无法入睡，请相
关部门尽快处理。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咸宁市公安局，该局相关负责

人回复称，经查，该网民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咸安交警
大队在日常的交通巡逻管控中也偶有发现，由于机动车
噪音扰民产生的随意性，交警部门在噪音污染整治工作
的执法取证时缺乏必要的技术设备（噪声监测仪器交警
部门没有匹配）。

因此，交警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只是处以警告教育建
议整改。下一步，咸安交警大队将继续加大巡逻管控力
度，适时调整勤务，针对辖区道路分布及车辆流向，严查
非法改装等交通违法行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天洁附近噪音扰民
网民报料：
我是天洁雅典城44栋的业主，自入住以来，我们这

几栋居民深受广场舞噪音的干扰，对生活已造成了极大
的困扰。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晚上7点到9点，天
洁国际城中心转盘花坛附近，就有几群大妈们用高音音
响跳广场舞，近期还有架子鼓和唱歌。早晨影响家中老
人和孩子休息，晚上影响孩子阅读、写作业，导致家中老
人身体每况愈下，孩子的成绩也不断出现滑坡。业主都
表示深受其害，苦不堪言。希望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引
导，还我们一个安静和谐的居住环境。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咸宁市公安局，该局相关负责

人回复称，根据天洁雅典城业主反映的情况，浮山派出所
在接到警情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若发现有人在广场内
跳舞，及时向群众宣传有关法律知识、劝导跳舞的群众注
意影响，不要在周边群众午休，学生下晚自习后等情况
下，及时提前离开现场不要扰民，有时当即将跳舞的群众
劝离现场。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城区钓鱼有哪些规定
网民报料：
我是资深钓鱼爱好者，不知道城区哪些湖泊流域是

允许垂钓的，也不知道城区钓鱼有哪些具体规定或要求，
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忙答疑，谢谢。

记者调查：
4月20日，市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回复，我市禁捕

区域含长江咸宁段、长江新螺段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咸宁市西凉湖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西凉湖鳜鱼黄颡
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皤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富水湖鲌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黄盖湖赤壁水域及鸭棚口河流域、陆水河三峡试验
大坝下游至界石渡口段、通山县富水湖等。

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垂钓应遵循“一人、一杆、一
线、一钩（单钩）”的原则，禁止使用一人多杆、多线多钩、
长线多钩、单线多钩、爆炸钩等对水生生物资源破坏较大
的钓具钓法。垂钓人员不得损坏堤防、护岸、岸边树木；
不得向河道内或岸边丢弃垃圾及废弃物、投放其他有毒
有害物质。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低保户如何核算医疗费
网民报料：
本人患有尿毒症5年，在赤壁市人民医院做透析已

经4年多了，从今年1月份开始每个月都要收取600元门
槛费，我是尿毒症患者，本来就没经济来源，也是低保户，
这个费用实在是承受不起，想咨询下这笔费用是怎么核
算的，能不能享受一定的报销比例。

记者调查：
4月6日，赤壁市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回复，赤壁市

人民医院已电话联系该市民，市民求助内容属实。市人
民医院医保报销严格按照咸宁市医保局文件（咸医保发
〔2021〕31号）执行；该市民为低保户，依据咸宁市医保局
文件相关规定，农村低收入人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政策待遇与本市普通城乡居民参保群众待遇一致；低保
对象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起付标准不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
围，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大病保险起付线以下的部分支付
比例为70%。

赤壁市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告知该市民，以后医保
政策不了解可及时向医保科进行咨询。同时，赤壁市人
民医院工作人员也已电话联系市民时告知处理结果，该
市民表示满意。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咸宁华师附属学校何时开学？
网民报料：
请问现在绿地的华师附属学校还打算继续建设吗？

如果打算继续建设，目前是什么原因导致工地停工？学
校是民办性质的学校还是公办学校还是属于普惠性质的
学校。现在房子交不了，学校建设也停工，希望政府部门
帮忙解决群众难题。

记者调查：
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市教育局，该局相关负责人回

复称，根据国家关于小区配套建设学校的最新政策，咸安
区教育局积极协调，督促绿地集团为新建小区配套建设
一所中小学。由于目前小区入住居民少，可暂时分流到
附近学校就读，加上近阶段咸安区房地产市场的形势，小
区开发商资金问题压力大，建设进展滞后，为此，咸安区
教育局已多次督促绿地集团加快资金筹措，加快推进配
套学校建设，争取早日建成投入使用。因绿地的华师附
属学校项目未取得教育部门的办学许可，如涉及虚假宣
传，建议买房市民向市场管理局投诉。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拓宽车道 改迁管线 增投光灯

城区丹桂桥即将改造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近日，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发
布公告，对外征集市中心城区丹桂桥施工
期间交通疏导意见。这意味着丹桂桥即
将改造，8个月后，一座宽35.45米的新桥
将以不同的姿态，重新回归咸宁人的生
活。

即将改造的丹桂桥，已陪伴咸宁人24
年。这座桥有着怎样的前世今生？它又
为何被改造、将如何被改造？21日，记者
进行了采访。

桥，因桂乡而名

淦河穿越咸宁城区，是咸宁人的母亲
河。

细心的人会发现，淦河上的桥特别
多。

温泉桥、丹桂桥、双鹤桥……一座座
形态各异的桥，连通一河两岸。

记者从市住建局了解到，城区河上有
桥梁50余座（含支流），其中古代廊桥8
座，最早的是明代修建而成的。

“遇水架桥，逢山开路，这便是咸宁精
神。”每每谈到桥，咸宁人总有一种油然而
生的自豪感和亲切感。

丹桂桥，位于咸宁大道中段，于1998
年12月建成投入使用。它跨越淦河，是
连接滨河东、西街和玉泉街的一座桥梁。

说起丹桂桥，七旬老人朱明德是有绝

对发言权的。老人的家就在滨河东路上，
一直居住在这儿的他，自然对这座桥有着
深厚的感情。

“我是看着丹桂桥从无到有，一天天
慢慢建起来的。关于这座桥的故事我都
记得，恐怕一天一夜都聊不完！”老人乐呵
呵地说，丹桂桥作为交通枢纽，进城的、出
城的，上班的、赶集的……都要经过这里，
因为连接着市人民广场，每逢节假日，别
提有多热闹了。

老人依稀记得，丹桂桥刚刚建成通车
后，每每逢年过节，孩子们最开心的事儿
就是在桥边放烟火、赏月色、追逐嬉戏，谁
家孩子不在家，沿桥一找准没错；现如今
年纪大了，闲暇时扯扯家常，散散步，这桥
也是好去处。

其实，丹桂桥刚刚修建时，有另一个
名字——咸宁大道中段桥。

“那时，因为桥处在咸宁大道中段，为
了方便和顺口，大家自然而然称这座桥为

‘咸宁大道中段桥’。”市民政局相关工作
人员说，2003年，市政府正式命名它为丹
桂桥，含有“桂”字，使咸宁桂乡特色深入
人心。

桥，因负重而病

1998年丹桂桥通车，不知不觉已过去
24年，每天都承载大量车辆通行。

“在青山绿水间，我想牵着你的手，
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
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
发……”

正如沈从文的这句诗一样，这座桥已
经走过了无数人，那些人从少年走向青
年，从青年走向中年，从中年走向老年，或
许是独自一人，或许是与爱同行，但他们
都见证着时间带来的无声变化，浸润出岁
月的多情与沧桑。

2019年，城区桥梁管理维护主管单
位市城管执法委，在城区桥梁例行维护过
程中，发现丹桂桥桥体、桥面存在开裂、变
形问题。

当年11月，市城发集团委托专业机
构对桥梁进行检测，评定该桥梁技术状况
为D类桥梁，存在较大的隐患。

后来，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2次对丹
桂桥进行了专业检测评估，结论也显示：
丹桂桥技术状态评定为不合格，且结构病
害有持续恶化的趋势。

“丹桂桥建造时间早，设计材料强度
及荷载等级偏低，结构整体性能存在先天
不足。”市政府投资项目建设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丹桂桥已无法满足“汽车限载
20吨”的等级安全运营要求，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

参与建桥的老干部回忆说，上世纪90
年代末是桥梁建设高峰期，受全国钢材产
能不足影响，当时我市在建设丹桂桥时，
采用的是全国通用建桥标准——钢筋混
凝土I型梁+少筋微弯板组合结构。

这种结构的特点就是节省了桥面板
钢筋用量，大量节约了钢材，但桥面的承
载能力低，易造成桥面板开裂等病害。

而且，因该桥少筋微弯板病害严重、整
体性差，传统维修加固手段技术难度大，且
加固后技术标准、设计使用年限难以界
定，可能出现反复维修情况，所以必须采
取改造的方式进行建设。

桥，因改造而新

桥改造是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的民生
工程，一头连着群众期盼，一头连着城市
发展。群众急难愁盼的民心工程慢不得、
等不得。

据了解，为保证丹桂桥通行安全，在
已采取限载通行和实时动态监测等措施

的基础上，市政府决定对丹桂桥进行改
造。

中铁大桥科学研究院编制了《丹桂桥
改造工程方案设计》，采用换梁方案，更换
桥梁上部结构，保留桥梁下部结构，仅换
梁，桥梁长度、宽度、高程不变，采取异地
预制桥梁，现场架设，在施工期间可半幅
封闭半幅通行。

改造后桥梁为5×16.8m钢板梁桥，
全长96.5m，桥梁全宽35.45m，桥梁荷载
等级提升为城-A级。

该工程计划总投资约3700万元，计
划5月份开工建设，2023年1月份完工，
工期8个月。

丹桂桥改造工程项目施工单位负责
人说，与老桥相比，改造的丹桂桥有以下
几个特点：

一是考虑非机动车通行需求量较大，
将非机动车道进行适当扩宽；

二是弱电管线改迁至人行道板下，其
它给水管线和天然气管线改迁至河床下
通过，更安全方便；

三是新增LED投光灯，与波光粼粼的
河面相映成趣。

“这条路上来来往往的车特别多，现
在好了，桥梁即将加固，我们行车更安全
了，也更放心了。”市民钱先生说，咸宁大
道作为咸宁城区的主干道，其承担城市发
展的重任也是不言而喻的。

任晓芳在丹桂桥附近开了一家早餐
店，她说：“丹桂桥的变化，是我们城市发
展的缩影。大家都相信，丹桂桥会越改越
好，非常期待新桥早日改造好。”

百姓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