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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9 月，我市广电路、望春西路

的黄山栾树上金灿灿的小穗花开满了

枝头，一串串一片片的，好像比我们

先一步走进了秋天。如果想从植物身

上提前感受秋天的味道，黄山栾最合

适不过了。它对于秋天的意义，相当

于迎春花在春天的意义。那黄山栾树

有哪些冷知识呢？跟着记者一起了解

一下吧。

1500多株黄山栾树
扮靓城区

黄山栾，属于传统树种，只是以前

种得不多，大家不经常见到，对它没什

么印象。对黄山栾来说，从“默默无闻”

到成为我们眼里“秋天要来了的信号”，

转 机 可 能 就 是 来 自 于 成 为 行 道 树 。

2008 年，由于城区路面拓宽，我市开始

大批量引入黄山栾树。目前，城区共有

黄山栾树1500多株。

市园林管理处主任骆文彪告诉记

者，城区的溪心路、南都路、广电路、四

环线共种植了 400 多株黄山栾树。而

在我市的行道树总量排行榜中，黄山栾

树可以排进前四。据不完全统计，我市

行道树当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香

樟、银杏、悬铃木。近几年来，黄山栾在

我市的种植数量应该只增不减。比如

广电路上的黄山栾就特别好看，望春西

路靠康廷大酒店附近、城北路、永康农

贸城南北侧、松石西路、城西路等路段

都种植了不少黄山栾，也都十分好看。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见证一下夏

天到秋天的色彩转变，相信这也是一种

很美妙的生活体验。

观赏周期长
可观花观叶观果

为什么要选黄山栾树来当行道树

呢？骆文彪解释，园林部门选择行道树

的标准之一，是适地种树。都说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树也是一样的，要尽量种

植适应当地气候、水土的树种。黄山栾

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因为它就是华东

地区的树种，也是江浙一带的传统树

种。谁也不能拒绝一种本土树在自己

的家乡安家。

之所以选择黄山栾树当行道树、景

观树的原因，除了它是“本地人”好养活

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它的
遮阳效果好且观赏周期长，可以观花观
叶观果，冬天还不会遮挡阳光。

“黄山栾树很适应我市的气候特
点，夏季枝繁叶茂，伞状的树冠有着良
好的遮阳效果，特别适合用作分支小
路的行道树；夏末秋初，金黄色的小花
铺满树冠；入秋后，红色蒴果又与黄色
秋叶交相辉映，颜值很高；冬季充分发
挥落叶乔木的特性，让更多的阳光能
够穿透枝干洒落下来。”骆文彪说，每
年夏末秋初开花的黄山栾树，让这个
季节多了一抹亮丽的色彩，极大地丰
富了这个时间段的城市景观。“当然，
黄山栾也有缺点，比如招蚜虫就让人
很头疼，但除了这个缺点之外，剩下的
基本上是优点了。”

■相关链接

栾树有不少名字
栾树作为我国的原生树种，自古就

被人们栽植，故生出了很多名字。有关

栾树的记载最早来源于《山海经》：“大

荒之中，有云雨之山，有木名曰栾。禹

攻云雨，有赤石焉生栾。”《礼记》中记

载：“天子树松，诸侯柏，大夫栾，士槐，

庶人杨。”也就是说，天子去世后坟上可

以种松树，而士大夫坟上种栾树，因此

栾树又被称为“大夫树”。

古人种植栾树多是看中它的实用

价值。栾树叶虽然是绿色，却是一种黑

色染料，如果和白色布一起煮，会将布

染成黑色，因此也称它为“乌叶子树”或

“黑色叶树”。栾树花落后会结出一串

串皮质的红色或黄色的蒴果，缀在枝头

如同一盏盏灯笼，因此被称为“灯笼

树”。栾树蒴果绚丽悦目，它们像一串

串元宝，微风吹拂下能哗哗作响，故又

名“摇钱树”。栾树开花，一片黄色的海

洋，特别是花落满地，看上去就如同黄

金雨，所以又名“黄金雨树”。

说了这么多栾树的俗名，再介绍一

下它最被人们所接受的名字。其实，现

在正在开花的栾树有两种，一种叫“全

缘叶栾树”，也叫“黄山栾树”，另一种叫

“复羽叶栾树”。前者是后者的变种，因

此两者的学名是一样的。“全缘叶栾树”

的叶子边上大多是光滑的，而“复羽叶

栾树”的小叶子边上则有明显的锯齿。

融媒记者 吕晓婷

让这个季节多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你家门前的“迎秋花”开了吗

乘车上班了解孩子诉求 千里家访协调解决纠纷

马兰珍：12年用爱浇灌“民族花朵”

在我市有这样一位校长，她深耕教

育行业，探索民族团结事业，12 年如一

日，将自己所在的小学打造成全国民族

团结的先进单位、永康民族融合的金名

片。她叫马兰珍，是堰头小学校长。9

月 14 日，记者在堰头小学见到了这位

为民族团结奉献自己的园丁。

早起赶公交
叩开孩子敏感心扉
会议室很朴素，摆放得满满当当的

各类民族教材是最多的装饰品。马兰

珍亲切地和记者打招呼，一双炯炯有神

的眼睛，让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你

看，这些都是我们老师编写的教材。”马

兰珍拉开椅子坐下，与记者聊起了她与

堰头小学“民族花朵”的故事。

早上 5 时 40 分，天刚蒙蒙亮，马兰

珍就起床了。过去的12年，她一直保持

着早起习惯，就是为了坐最早的班车去

学校。这样一来，她就可以与孩子们一

起去学校，路上能充分了解孩子们的各

种诉求。

“孩子们对我特别信任，因为我也

非常信任他们。这种信任就建立在每

天早上上学路上的闲聊中。”马兰珍告

诉记者，“有个叫薇薇（化名）的贵州土

家族小女孩，直到七岁父母才将她从

老家接到身边。陌生的环境让她不

安，也让她与家人产生隔阂，她甚至不

愿意叫母亲一声‘妈妈’。孩子非常可

怜 ，我 非 常 心 疼 。 我 问 清 她 家 的 住

址 后 ，每 天 乘 坐 公 交 车 都 会 提 前 两

个 站 下 车 ，这 样 就 可 以 与 走 路 上 学

的 薇 薇 偶 遇 ，在 路 上 对 她 进 行 心 理

疏导。”

刚开始，建立信任很困难，因为薇

薇从小成长在一个缺少父爱、母爱的

环境，对谁都不信任。随着话题的深

入，薇薇慢慢开始信任马兰珍，也逐渐

愿意向她吐露自己的烦恼。其实，少

数民族学生很聪明，也很善解人意。

由于父爱母爱的缺失，薇薇内心非常

自 卑 ，于 是 关 闭 了 与 外 界 交 流 的 窗

户。马兰珍就不断地给予鼓励，让她

从阴影中走出来。

正是马兰珍的关心，让薇薇从一个

怯懦自卑的孩子成长为乐观开朗的大

方少年，不但愿意叫自己的母亲“妈

妈”，还成功竞选上了班干部，成为一朵

绽放的“民族花朵”。“她愿意叫自己母亲

为‘妈妈’的那一刻，我觉得我的付出是

值得的。”回想起当时的场景，马兰珍红

了眼眶，“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被忽

视的孩子。我的责任就是把民族团结的

事业一直做下去，让每一位‘民族花朵’

都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12年来，马兰珍以心交心叩开了孩

子们封闭敏感的心扉。

帮助心理辅导
点亮学子成长之路

“第一次见到萍萍（化名）和她妈妈

是在一个下雨天。”马兰珍眯起眼睛，时

间仿佛回到那年9月。

萍萍来自湘西凤凰古城，生活在单

亲家庭的她不会讲普通话，交流只能靠

手势，生活压力巨大，家庭矛盾千头万

绪，纷繁复杂。“她们家情况非常特殊，

父母离异，母亲带着孩子来永康务工，

但是家里不同意，跟前夫也有矛盾，孩

子的生活情况很糟糕，精神状态也不

好。我了解到这个情况后，第一时间邀

请她们来校心理咨询室，给她们送上生

活慰问品。同时，安排老师对萍萍进行

家访，距离跨度在千里以上，争取能够

协调解决好她们的家庭纠纷。”

在老师们的努力下，萍萍的家庭纠

纷得到了解决。在不断参与家长工作

坊亲子互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萍萍

不但学会了普通话，心结也逐渐打开

了，成功地融入新永康人中。“我当时觉

得非常不可思议，一个小小的心理咨询

室，怎么就可以让孩子产生这么大的转

变。事实证明，孩子们需要心理辅导，

‘民族花朵’只有在心理健康的情况下

才能绽放。”马兰珍回想起孩子们的转

变，幸福地笑着说。

在过去的12年时间里，在马兰珍浇

灌下茁壮成长的“民族花朵”犹如天空

中的繁星，照亮了整片夜空。近年来，

“民族花朵”们正越来越受到永康各中

学的青睐。这种青睐的背后，是马兰珍

长达 12 年的努力探索和辛勤实践。时

过境迁，学生在变，教学内容也在变，而

不变的是马兰珍那一颗倾情奉献、热衷

民族团结的心。“我会把这份事业坚持

下去，也希望更多人加入我这个行列。”

马兰珍笑着说。

融媒见习记者 陈宏宇

马兰珍介绍堰头小学举办民族文化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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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行道上的黄山栾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