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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深三度 A3许昌林荫路许昌林荫路

林荫深处 暂离尘嚣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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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中有静】市区暗藏多条迷人林荫老路
五一路这条林荫路，给我们留下太多光阴的故事。

曹清华是市园林绿化管理处的老职工。20 世纪 80 年
代，他曾经拉着车，在市区为数不多的主干道上“转战”，爬上

高大的树，用最原始的工具修剪枝条。
刚参加工作那几年，七一路是曹清华去过的最多的地方。

当时，有着 20 多年树龄的法桐已经枝丫粗壮，树冠形成了“手牵
手”的造型，遮天蔽日，华盖如伞。“我们那时的主要任务是爬到树

上，把影响电线或造型不好的枝条锯掉。”曹清华说。
法桐树形端正，树冠较大，不仅“颜值高”，而且成荫效果好，有

“行道树之王”的美誉。1995 年以前，郑州市率先砍伐法桐、更新行道
树的行为，在全省掀起了一场更换法桐的“浪潮”。

在这场“浪潮”中，七一路的 300 多棵法桐被砍伐。有些道路的部分
法桐得以保留，比如市区五一路的法桐。

另外，文化路、文会街、三八路、六一路、湖滨路、华佗路的法桐得到了
保留。这些路上的法桐大多是 20 世纪 70 年代栽种的，如今已形成了遮天

蔽日的“绿廊”。
岁月变迁，这些林荫路早也变成了霓虹灯闪烁的商业街，但是人们的绿

荫情结没有变。比如市区文化路、文会街，周边不光是居民区，还是城管部门
特批的临时便民规范点，聚集了不少卖菜的商贩。这里非常有生活气息，两旁

法桐的“臂膀”伸向路中央。

【见证变迁】市区还有很多美丽的林荫路
除了五一路这条林荫路外，市区还有很多美丽的林荫路。它们见证了城市的

绿化建设，在清润的空气中荡漾出一道道优美的波纹，叩开大家的心灵之窗。
我们先来说说市区最长的林荫路——天宝路。天宝路是市区东西方向的一条主

干道。全长 8000 米的林荫路，幽静安宁，让人沉醉其中。天宝路给人感触最深的就是
路两边浓密的法桐。法桐延绵好几个街区，枝叶繁茂。夏季，树枝遮挡了烈日，一派清

凉的景象。
文博路的楝树和香樟，让这条林荫路很有特色。目前，楝树已经在这里深深扎下根，

并撑开一把把“大伞”遮挡阳光，为路人带来清凉。
智慧大道是以香樟作为行道树的一条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的香樟特别密集，所以

看上去很有规模。香樟怕冷，园林部门对将它作为行道树有些担心。没想到，香樟在许昌
扎了根，给市民带来丝丝清凉。

文化西路在哪儿？不少人会想到市文化街小学。的确，这段只有 100 米的路，是咱市最
短的林荫路，树种以香樟为主。另外，利民路、育才路也是两条比较短的林荫路。

其实，许昌的林荫路还有翠林北路、湖滨路、文峰路、魏文路、魏武大道等。它们让我们身
处城市的喧闹，却能感觉到自然界的宁静。

它们见证着城市的变迁，承载着许昌人的记忆。

人们心情欠佳时，有时会想静静地走在一条幽静的林荫小径上，
嗅着林木与泥土的清香，让风语与鸟鸣驱走生活的尘嚣与纷扰……

其实，在许昌，有很多美丽的林荫路。让我们从“年龄”最大的
林荫路开始，一起寻找许昌最美的去处。

记者张铮通讯员王菲

【老街老树】五一路的林荫记忆
7 月 18 日上午，虽然天阴着，但是在市区五一路遛弯儿、乘凉的

市民并不少。有推着儿女散步的父母，有刚刚晨练回来的老年人，
也有陪着年迈的家人在路边的子女……

在这里，记者巧遇出门和老邻居们聊天儿的刘先立大爷。已
经 83 岁的刘大爷，是原许昌水泥厂的老职工，从开始工作就在
五一路居住，对道路两旁的法桐有着很深的感情。“这些法桐
是 20 世纪 60 年代栽种的，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单位分的
房子就在五一路。”刘先立说，法桐长得很快，没几年道路两
边都是树荫。每年夏天，他常和工友在树荫下下棋。

五一路是市区的一条主干道，夏日的太阳几乎难以
“撕开”两旁高大法桐“牵手”形成的浓密绿荫。骑自
行车也好，步行也好，在夏天都不再是一种煎熬。

这条高颜值的林荫路，可以说是许昌“年龄”最
大的林荫路，以前可不是这种闲适、整洁的样子。

五一路是一条老路，两旁工厂林立，是许
昌的“老工业区”。以前，这里有卷烟厂、热电
厂、水泥厂、橡胶厂、烟机厂等知名企业。
五一路附近的居民以这些企业的职工家
属为主。由于是“老工业区”，市民途经
这条路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脏。尤
其是路过水泥厂附近时，会感觉“尘
土飞扬”。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
环 境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唯一不变的是路边那
一 棵 棵 粗 壮 的 法 桐 ，无
声地诉说着岁月的故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