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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管理部门对行
道树的日常防护是如何
监管的呢？

上述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不同街道的行道
树，根据具体情况，归属
不同单位负责管养。比
如，尚在建设的地段，其
附近的行道树，属于该地
段的负责单位管养；建设
全部完成并验收通过后，
负责单位需要对行道树
再管养一年，之后由绿化
处对其进行验收，合格后
才接手管养权。

由于绿化处接受管
养权时，树木基本已经长
成，除了特殊情况，一般
不需要防护架，因此绿化
处会在接手管养前，让负
责单位拆除防护架。此
后，绿化处每一两年会组
织巡查。“市民如果看到

不合理的防护架，可以向
我们反映，我们会对管养
范围内的树木及时进行
处理。”

随后，记者与福州城
乡建设发展总公司办公
室取得了联系，说明了福
马路紫阳地铁站的行道
树被“掐脖”情况。工作
人员称，需要确认其绿化
管养权，假如仍属于公
司，他们会告知有关项目
负责人，让其组织人员进
行处理。

记者询问平时如何
对属于公司管养的行道
树进行维护时，该工作人
员表示，具体情况需向业
务部门了解，稍后会让相
关负责人联系记者。但
截至昨晚 9 时记者截稿
前，该公司尚未有人联系
海都记者。

福州市区 仍有多棵行道树未松绑
记者探访其他“掐脖”树，不同路段的行道树归属不同单位管养

□“行道树被‘掐脖’ 何时可松绑”追踪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
人都不好好睡觉呢？

福建师范大学心理
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吴莹莹表示，首先，每个
个体都有自主性，需要存
在感。但是白天的学习
和工作节奏比较紧张，晚
上是相对自由和自主的
时间。因此，年轻人常常
会选择在晚上做一些喜
欢的事情，以满足自己的

需求，缓解白天的压力。
但是，在放松过程中，容
易陷入“娱乐陷阱”，最典
型的就是上网。一方面，
商家会利用大数据、使用
强化等心理手段，不断给
予新刺激，让大家欲罢不
能。在这个过程中，不少
年轻人容易沉溺，减弱控
制力，最终难以自拔，形
成熬夜。如果白天的压
力特别大，遇到挫折，就

更容易陷入娱乐陷阱，主
动熬夜。

吴莹莹建议，避免熬
夜，最重要的还是要保持
元认知，时刻监控、及时
调整自己的行为。可借
助外界手段帮助自己，例
如：定好闹钟，强制自己
在规定时间后停止一切
活动，坚持一小段时间后
形成良好的生物钟，就会
慢慢减少熬夜。

年轻人为什么不好好睡觉？
昨天是世界睡眠日，我们来聊一聊有关睡眠的一些事

N海都记者 陈逸之/文 毛朝青/图

近日，海都报刊发《行道树被“掐脖” 何时可松
绑》（详见本报3月18日A06版）一文后，引发市民和网
友的广泛议论。有的认为，看到树干被环形箍“掐脖”，
十分心疼；还有的报料称，在鼓楼区营迹路、温泉路，晋
安区紫阳地铁站等地，也有类似情况。

针对这一情况，有位网友特意写了一首打油诗：
“防护本无错，关键常巡查；铁箍若腰带，适时应调换。”

近两天来，记者走访了
市民报料的几个地点。

在鼓楼区营迹路上，有
三棵被防护架支撑的行道
树，防护架环形箍的大小较
为合适，没有嵌进树干。

鼓楼区温泉路上，几棵
行道树同样存在被“掐脖”的
情况。而在晋安区紫阳地铁
站周边路段，多棵行道树的
树干被防护架环形箍“掐
脖”，勒出深深的痕迹。

就此现象，记者联系了
福州市园林中心绿化处。工
作人员询问“掐脖”树所在的

具体地点后回复，目前紫阳
地铁站所在地福马路的绿化
管养权，归属于福州城乡建
设发展总公司，还未移交给
绿化处；温泉路确为绿化处
管养范围，温泉路的树大多
是已扎根长成的树，不需要
防护架，有防护架的可能是
新移植过来的。

记者强调，温泉路部分
行道树的环形箍已嵌入树
干，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前
往现场查看具体情况，一旦
发现“掐脖”树，将立刻做“松
绑”处理。

园林部门：
一旦发现“掐脖”树，立即派人“松绑”

建设单位：
需确认管养权归属情况
截至记者发稿时仍未答复

3月21日是世界睡眠日，昨夜，你早睡了吗？
不知不觉中，“熬夜”似乎成了当代年轻人的代名词。“用最贵的护肤品，熬最深的夜”，

是当今不少年轻人的生活写照，“早点睡”渐渐成为一件很难办到的事情。
为什么明知熬夜的危害，许多年轻人还要主动熬夜？年轻人应该如何避免主动熬夜

呢？记者近日联系三位熬夜者，了解他们的“不眠之夜”。

1999 年出生的孟想，
工作后才开始有了熬夜的
习惯。

“白天要花很多时间去
忙工作、社交，要处理生活中
各种小事，留给自己支配的
只有晚上那几个小时。”孟想
觉得，深夜里的自己，才是真

正的自己——戴上耳机，一
边听喜欢的音乐，一边夜跑，
或者玩喜欢的游戏，不用顾
及其他事情。

“这一点点时间，真的很
宝贵。虽然知道伤身，还是
会忍不住去熬夜。”她认为，
心理休息与生理上的休息同

样重要。白天，大家都会戴
着“面具”生活，只有夜晚才
能卸下所有伪装。“生理休息
和心理休息都被挤在这一段
时间，而心理休息对我来说
更急迫，所以在不自觉中就
会熬夜，这是我能‘偷’来的
一点时间。”

有的人熬夜为了愉悦自
己，有的人则是为了创作。

“于我而言，夜晚应该是
自在的，是脑洞大开的好时
机，与其说是熬夜，不如说是
我在等夜晚的到来。”1996
年出生的王德晖从事摄影工
作，在他看来，视频制作是主
观情感的输出，只有注入更
多情感，才能带来更加有深

度的作品，而夜晚的到来，会
让他变得更感性，更善于捕
捉一些奇思妙想。

“我会在午夜 12点以后
才去写视频的脚本或文案，
深夜里整个人的状态是很放
松的，灵感也会更多。”王德
晖告诉记者，白天他更多的
是去感知生活，处理一些不
太需要思考的工作，进入夜

晚后，就把白天的体验“整合
再输出”，因为只有夜深人静
时，寂静的环境才会让他更
加专注。

深夜时分，他会用音乐
播放器找寻一些合适的背
景音乐，同时进行剪辑工
作，“这个时候思路很清晰，
完成视频的效率也会大幅
度提升”。

“我习惯回家以后先
睡一觉，缓解一下白天的
疲惫。”1998 年出生的小
颖（化名）自上学时期起，
就有回家后倒头就睡的习
惯，而且一直保持到现
在。小颖每次都会睡两三
个小时，醒来后已是深夜，

“这个时候，我才感觉自己
正式下班了”。

起来后，小颖便卸妆
洗漱，点一份外卖，然后开
始进行她的治愈时光。

“扣除工作和通勤，平
时一天没剩下多少时间，
所以一些琐碎的事情，我
会在晚上休息好后再去
做，比如洗衣服、打扫房间
等。”小颖说，白天忙着工
作，家里很多琐事都来不

及做，只好等下班回来后
才能完成。

“睡醒后，精神状态恢
复得比较好，然后开始享
受沉浸式收纳，”小颖认
为，在收拾家里的同时，也
是在整理自己的心情。“工
作占据了我大部分时间，
希望可以在深夜做些治愈
自己的事情。”

N海都记者 林涓
实习生 林叶清

“只有晚上，才是独属于自己的时间”

“深夜灵感多，可创作出满意的作品”

“白天忙着工作，夜里处理琐事”

保持元认知，时刻监控自己的行为

福马路绿化带上的行道树，已将铁皮绷断

紫阳地铁站附近的“掐脖”树

□心理学教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