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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井怀

　　春风吹绿新芽，城中的树木已吐出新绿。但煞风景的杂
物也不少：电线搭在树枝上、灯杆插到树坑里、盲道修到树
根下，特别是在一些老城区，指示牌、邮箱、井盖等纷纷跟大
树“抢地盘”。
　　一棵树的生活空间为何这么“拥挤”？新华每日电讯记
者调查发现，在部分城市，窄窄的一条马路，十多个部门管
理，各念各的经，本该“一盘棋”，却下成“一锅粥”。

拥挤的道路，尴尬的大树

　　记者日前走访华北某大城市部分街道看到，不少路段
的树木、灯杆、指示牌挤到一块。记者沿途数了数，在一段
200 多米长的道路一侧，栽有 18 棵树，竖着 9 个灯杆、4 个
指示牌、5 个监控探头，地上还有 24 个窨井盖等。
　　在该市老城区街道，各种设施之间相互挤占的现象比
较严重：
　　电线搭在树枝上。在一所小学门口，记者看到 10 多根
黑粗的电线，从头顶滑过，零散地搭在一棵大树的枝头，俨
然把大树当成电线杆。一位前来接孩子放学的闫姓家长告
诉记者，一直担心裸露的电线带来安全隐患，“特别是下雨
天，漏了电可了不得”。
　　不少城市有类似的情况。公开资料显示，仅今年以来，
多地出现大树与电线“纠缠”的安全隐患。东北某省会城市
去年发起“解放大树”行动，对各类线缆缠绕树木以及其他
影响树木生长的现象进行集中治理，全年“解放”大树
1097 株。
　　杂物插在树坑里。记者看到一根电灯杆竖到树坑里，与
树间距仅几十厘米。不远处的另外一个树坑里又斜插着一根
水泥电线杆，支撑着旁边的路灯杆。附近的一位居民说：“今天
立根杆子，明天插个牌子，哪有空地放哪，常有的事。”
　　近年来，广告牌也“种”进了绿化带，与大树肩并肩。不久
前，某副省级城市的一家酒店在绿化带内设置广告牌，被当
地执法部门处以罚款。
　　盲道的尽头是大树。这几年，大树、盲道“争地盘”的事
情在各个城市屡见不鲜。记者在华北某大城市的一条老街
道上，一条几十米长的盲道修到一棵大树下，然后连拐三个
90 度的弯绕过大树。“这种情况时常碰到。”当地盲人王慧
说，自己在生活中不时会撞到树上或被树枝划伤脸。记者梳
理发现，近年来多个城市出现“大树种在盲道”上的情况，引
发路人吐槽。
　　城市规划专家认为，街道设计是最复杂的规划设计项
目之一，人们往往低估其难度。目前各城市的道路设计不合
理，各项设施犬牙交错，给行人、司机和附近群众带来安全
隐患。

10 多个部门的“地盘”之争

　　一条小小城区道路上，与大树抢地盘的设施不少。其
实，每个设施背后都有一个“衙门”。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丽梅一直关注
城市治理问题。她梳理多个城市的道路管理部门发现，管理

主体至少有 12 个。
　　比如，道路两旁的绿化树木一般由园林部门负责，沿街
建筑门口的树木则多由产权单位管理；交管部门负责安装
管理交通指示标志，市场监管部门管理大街上的广告牌，无
障碍设施归口残联、路政部门；垃圾桶、邮政设施、电话亭、
公交站、雕塑等则分别归城管部门、公交公司、自然资源部
门管理；各类箱体杆线分别由城管、交管、电力、电信、燃气
等部门管理等等。
　　“不同城市的管理主体有所不同，但‘九龙治水’的模式
基本类似。”张丽梅说。
　　这造成了不同部门抢“地盘”的情况。山西一位交管部
门负责人告诉记者，交通标识安装首先考虑交通安全因素，
在老城区其他设施早就占好地方了，特别是一些大树，砍又
不能砍，只能挤一块，“如果过多考虑其他部门的话，自己的
活就干不成了”。
　　这也导致道路改造异常艰难。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有限公司景观设计师田恬几年前参与改造一段仅
600 米长的老街。由于管理主体多，各部门利益不一致，这
项工程经过 3 年才得以完成。
　　“改造一处沿街条状绿化带时，相关部门百般反对后提
出，一棵景观树移栽费得 30 万元以上，超过了整个绿化带
移栽的费用。”田恬无奈地说，每个部门都有“一票否决权”，
自己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同多个部门沟通、交涉。
　　记者走访也发现，这种情况在老城区相对严重，一些新
城区道路宽、设施少，问题并不突出。但专家认为，如果这种
治理模式不变，随着新城区道路设施建设的推进，以后迟早
也会走上“争抢地盘”的老路。

“绣花”功夫，可从街道“绣”起

　　我国的城市道路在本世纪头 10 年快速发展，为

了赶上快速增长的人口和机动车数量，道路施工速度
大幅提升，业内人士戏称“边规划、边设计、边施工、边
修改、边报废”。这种粗放式的建设，也为近年来的 公
共设施相互挤占埋下导火索，“现在需要开展精细 化
治理”。
　　天津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城市发展策划
研究中心主任丘银英认为，街道是城市的客厅和经济社会
活动的载体，相对于各部门各自为战的日常运营维护，精
细化、跨界协同的街道空间治理可以借助厘米级的综合措
施，最大化激发基础设施的外部效应。
　　各城市可成立道路治理综合协调部门或由某一部门
居中协调。张丽梅等专家介绍说，一些城市的景点道路由
某个管委会统一管理，道路景观和各项设施安排得比较
合理，街道改造也较为容易。其他街道需要建立协调机
制，统筹十几个部门步调一致治理街道，防止各部门在大
街上各行其是。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道路两旁难免有所变动。在这种情
况下，各部门往往按本部门要求增减相关设施。田恬认为，
在验收环节不应该只局限于施工质量，而应该增加对道路
空间利用和其他设施影响的评判环节，有效避免道路设施
越来越乱。
　　数字技术是破解“九龙治水”的重要手段。记者了解到，
一些城市开始通过智能化手段，将所有涉及城市运行的事
项纳入统一管理，让相关部门变成一个整体，在处理问题时
形成合力。
　　田恬认为，数字技术让各种专项的基础信息方便快捷
地从各部门汇集到一个信息系统，以技术创新倒逼政府服
务流程创新，推动政府内部职能权责的优化。考虑到工作
量，可以先从新城区开始数字化改进，“这样可以有效地避
免各部门在道路管理过程中出现‘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
遗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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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里，当十多个部门与一棵树“争地盘”

  新华社杭州 3 月 22
日电（记者黄筱）今年全国
两会上，完善三孩生育政
策配套措施的话题备受关

注。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多
渠道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新华视点”记者了解到，北京、广东、浙江、湖南、吉林、
黑龙江等多个省份出台文件，提出建立育儿补贴制度，一些
地方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住房等方面的倾斜政策。

多地明确提出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自去年以来，多个省份明确提出建立育儿补贴制度。
　　去年 11 月，广东省发布的《广东省公共服务“十四五”
规划》提出，积极吸纳国际社会有益经验，探索对生养子女
给予普惠性经济补助。今年 1 月，北京市印发的《关于优化
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提出，逐步建
立完善家庭养育补贴制度。
　　浙江、湖南、吉林、黑龙江等地在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
生育条例中提出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比如，浙江省规定，县

（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
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湖南省鼓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对依法生育第二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建立育儿补
贴制度。吉林省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育儿补贴
制度，不断完善促进生育的配套支持措施；省级财政根据各
地制度实施情况给予适当补助。黑龙江省规定，市级和县级
人民政府对依法生育第二个以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应当建立
育儿补贴制度，边境地区、革命老区育儿补贴可以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
　　一些地级市及区县的措施更加细化具体：
　　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
条政策措施》，对按政策生育二孩、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
每月每孩发放 500 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 3 岁。
　　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发文规定，对在该县公立医疗机构
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二孩每年发放 5000 元
育儿补贴，三孩每年发放 10000 元育儿补贴，直至孩子
3 岁。
　　市场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 IQ 发布的《2021 母
婴行业洞察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生育适龄人群表示生育奖

励金及补贴、夫妻共同产假等配套福利能够提升其生育意
愿，其中超过半数希望获得更多生育奖励金、抚育及生育医
疗补贴。

部分补贴已落地，更多“大招”陆续释放

　　攀枝花市的杨军一家是该市出台育儿补贴政策后，首
个成功申请的家庭。“我觉得这个补贴很好，每个月 500 块
钱虽不算多，但能够补贴小女儿的奶粉、尿不湿等日用消耗
品。希望后续还有更多措施出台，为更多家庭打消生育二
孩、三孩的现实顾虑。”杨军说。
　　有不少受访者提到，有能力、有想法生二孩、三孩的家
庭往往并不是因为看重补贴，而是他们从中看到国家释放
出的鼓励生育的正向信号，“感到国家会更多关注、支持多
孩家庭，切实减轻生育、养育负担，整体的氛围会向着生育
友好型社会发展。”杭州市一企业白领孟嘉嘉说。
　　除了部分育儿补贴政策已落地，更多激励“大招”也在
陆续释放。
　　新修订的《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公民
接受绝育手术后要求再生育的，其恢复生育手术的费用
由受术者所在单位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给

予补助。
　　今年 2 月，北京市出台《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
项目的通知》，将 16 项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
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包括宫腔
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
　　江苏省提出，对企业在女职工产假期间支付的社会保
险费用，生育二孩的给予 50% 的补贴，生育三孩的给予
80% 的补贴；减免经济困难家庭入托、入园、入学等费用，
有条件的地区可通过发放婴幼儿托育服务消费券等形式，
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一些地方还有针对地规定了住房方面的倾斜政策。
　　北京市提出，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申请公共租赁
住房的，可以纳入优先配租范围，并在户型选择等方面予以
适当照顾。江苏省、安徽省提出，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
地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可根据未成年子女
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临泽县明确规定，对
生育二孩、三孩的临泽户籍常住家庭，在该县城区购买商品
房时给予 4 万元政府补助，在各中心集镇等集中居住区购
买商品房时给予 3 万元政府补助。
　　落实国家关于优化生育政策的部署，还得到一些企业
的支持响应。某农牧业上市公司提出，从今年起，员工生育

第一胎奖励 3 万元，第二胎奖励 6 万元，第三胎奖励 9
万元。某互联网企业新增生育礼金，分为 1000 元、2000
元和 3000 元三个等级。

专家建议打好组合拳细化落地政策

　　育儿补贴发多少、怎么发，社会各界有不同看法和期
待。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表示，不同地区、不同收
入的家庭对于育儿的要求和标准不同，具体发多少育儿
补贴、以怎样的方式发放合适，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准
确测算。
　　今年 1 月，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在部分育龄人群中开
展了一项调查———《浙江省 3 岁以下婴幼儿养育成本调
查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假设政府每个月给生二孩/
三孩补贴 1000 元（自出生后至 3 岁），您是否愿意生育
二孩/三孩？”
　　杨建华说，对不同经济条件的群体，补贴的意义不
同。“对于高收入群体，每月 1000 元的育儿补贴激励作
用相对有限；对于低收入群体，每月 1000 元的育儿补贴
可能是很重要的经济支持。”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在当前人口生育率偏低的严峻
形势下，出台育儿补贴政策很有必要，需要打好组合拳，
进一步细化政策，并保证政策切实落地。
　　杭州市妇女儿童健康服务中心主任陈建芬认为，要
进一步降低孩子的生育、教育、养育成本，减少年轻人的
压力和负担；建设安全、方便、人性化的生育和育儿支持
环境，完善普惠性公共托育事业发展，鼓励用人单位为职
工提供托幼服务等。
　　杭州市计划生育协会负责人表示，育儿涉及生活的方
方面面，单打独斗的某一项政策很难发挥最大作用，需要政
策组合拳多管齐下；同时可通过激励手段加强对地方政府
的正面引导，进一步研究探索鼓励生育的有效抓手。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永康市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
司人事专员黄美媚建议，建立健全女性生育假成本共担
机制，如对女职工达到一定比例的企业给予税收、财政补
贴等奖励和优惠；明确生育假期间生育津贴的来源和支
付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支付，为企业降低成本。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全面实施家庭发展计划，探索发
展以家庭为单位的就业、养老、住房、税收和保险体系，有
效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多地出台育儿补贴政策，鼓励生娃多措并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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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曾维、马淮钊
　　
　　在距离村子 300 米远的地方，哈
尼汉子普学昌蹲下身子，用并拢的五
指丈量沟渠分水处一块横木凹槽的
间距。凹槽中通过的水流约 4 公分
宽，意味着可以灌溉大约 30 亩水田。
　　这里是云南省元阳县垭口村灌
溉水的源头所在。一股清泉从山间留
下，经过大小凹槽构成的横木，沿着
蜿蜒交错的沟渠流向一片片梯田。
　　带着凹槽的横木是当地哈尼人
分配水源的一把“尺子”，这一千年
来哈尼农耕智慧的结晶被称为木刻
分水法，哈尼人用其量水、分水，取
之有度、用之有节，既体现他们对大
自然的崇敬，也可以合理有效利用
水资源，避免村寨、村民之间因用水
发生纠纷。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千百年
来，元阳的哈尼族群众利用复杂的水
渠系统，将水从树木繁盛的山顶引入
梯田，构建出森林、村寨、梯田、水系

“四素同构”的循环农业生态系统。
　　在当时科技手段匮乏的年代，
如何精确分出能合理灌溉梯田的水源呢？
　　村里的老者介绍，分水时，一般由“咪谷”（哈尼族中
德高望重的老者）牵头，经用水者协商，约定每条水沟应
分得的用水量。然后选用一根质地坚硬的横木，由村里经
验丰富的老者根据每户需水量凿出开口宽度不一的凹
槽，将之安置在渠道的分水口处，水流就会沿各个凹槽流
入支渠，引流到各户梯田里。凹槽宽，水流大，反之则小。
　　为了维护木刻分水器的正常使用和沟渠的顺畅流
通，哈尼人还设立沟长一职，也叫赶沟人。作为垭口村刚
刚上任一年的新任沟长，李金亮经常扛着锄头巡察沟渠。
　　遇到沟渠哪里堵水了，他便用锄头进行疏通，保证沟
里的水能不间断流入各家梯田。到了雨季，山里滑坡较多，
沟渠易堵，他巡察的次数会更多些。“无论农忙农闲，梯田
一年四季都不能停水。”李金亮说，长时间缺水再注水极易
造成田埂倒塌，因此维护水持续注入梯田非常重要。
　　同时，为了保证梯田的生物多样性和保护土壤，哈尼
人只施农家肥。他会把牛、猪等家畜的粪便挖到水渠，让
肥料顺着水流冲到梯田里，这样既节省人力又能实现绿
色灌溉。李金亮说，这是水力冲肥法，“哈尼人是离不开水
的，有水才有田，有田才能有好日子”。
　　近年来，中国各地许多乡村快速发展，而哈尼人还用
着祖宗传下来的老法子耕作，稻作产量相对不高、销路打
不开。许多村民选择外出务工，留守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和
妇女，有的梯田一度面临荒田的危机。
　　对此，元阳对传统民居、水碾、水碓、磨秋等进行修缮
和挂牌保护，严守稻作梯田红线，修建蓄水工程、五小水
利工程等水利项目，村规民约中加入沿用赶沟人、守林
人、木刻分水法、水力冲肥法等民间水资源管理办法。
　　回乡创业的岳绍经过反复调研，在全国水产技术推
广总站的技术支持下，传承创新了哈尼“稻鱼鸭”生态种
植养殖模式，把“一水多用、生态养殖”技术带给村民。
　　如今，55 岁的岳绍依托互联网科技，推出了元阳县

“稻鱼鸭”智慧农业服务平台。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推动下，村民收入来源有了稳定保障。
　　千百年过去，哈尼梯田美景依旧，古老的用水智慧也
在代代相传中继续为哈尼人带来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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