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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日深夜，在冷空
气的影响下，天空淅淅沥沥
下起了小雨。连续的低温情
况极易使城市绿化植被受到
冻害，为此，福州市绿化管理
处的工作人员们守在城市绿
化的第一线，用实际行动做
城市绿化的“守护者”。

22 日 23 时，记者来到
了尤溪洲大桥，此时室外温
度仅有 3℃，桥上 18位来自
福州粤山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福州市绿化管理处下属
养护单位）的养护工人身着
反光衣，头戴安全帽，正在
为桥边的三角梅做防寒措
施，他们搬下一卷卷绿网，
用铁钩将绿网铺开后，将绳
子穿过绿网，固定捆绑在桥
梁上。不到十分钟，记者举
伞的手已在发抖，而养护工
人始终保持着认真作业的
姿态。

今年 40多岁的“财哥”

从事园林行业已 20 多年，
是团队里的老师傅。“财哥”
说：“最近几天天气太冷了，
铺盖绿网是为了防止三角
梅被冻伤，为了避免增加交
通压力，我们基本夜间行
动，从12点做到凌晨5点。”

“福州冬天常会出现低
温情况，在低温来临前需要
及时给三角梅遮盖绿网做
好防寒措施，只有把三角梅
的御寒工作做好，花期到

了，艳丽的花朵才会如约而
至，为福州的道路增添春
色。”项目主管林先生表示，
在铺盖绿网之前，要对三角
梅先进行整齐修剪，避免绿
网无法全面遮盖或绿网被
破坏等现象，而且要在冬季
来临前，提前为三角梅施
肥，提高它的抗寒能力，在
出现5℃以下天气低温情况
时，及时遮盖绿网，避免三
角梅受到冻害。

25日 多云转晴 5℃~13℃
26日 晴转多云 7℃~15℃
27日 多云 9℃~17℃

榕城“夜行侠”寒冬“护春色”
海都记者凌晨走访，记录绿化养护工人深夜里顶着严寒为绿植穿上“防寒衣”

开栏语：新年新气象，新春再出发。新年伊始，全省上下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
战略任务，紧扣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重要使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厚植绿色底色，增进民生福祉，
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取得新突破。本报今起开设“新春走基层”栏目，海都记者将用脚步和笔触，书
写八闽大地上基层一线的动人故事，反映各地欢乐祥和迎接龙年新禧的温暖景象，展现人民文化生活的美好富
足，带读者感受昂扬奋进的时代脉动。

N海都记者 吴雪薇/文
马俊杰/图

近日福州气温骤降，
榕城迎来瑞雪。藏在福州
闽侯大湖乡大山深处的雪
峰山，更成为一片银装素裹
的“雪乡”，人们闻着“雪”的
佳音驾车前往雪峰寺，观冰
雪雾凇、入寺踏雪寻梅……
雪峰寺因此成了网红打卡
点。今日，海都记者就带你
了解雪峰寺的故事。

福清黄檗书院副院长
白撞雨说，禅宗自六祖慧
能之后，“一花开五叶”，至
少有两叶与雪峰寺相关。
一千多年前，高僧义存苦
修后，结庵于福州闽侯西
北雪峰凤凰山南麓，即是
如今的雪峰崇圣禅寺。为
何以“雪峰”命名？福州文
史专家卢美松提供了一条
线索，记者查阅《闽都记》，
其中有载：“其山旧名‘象

骨’，峰高四十里，根蟠四
邑，未冬或雪，盛夏无暑。”
可见在唐代时，雪峰下雪
可能并不是罕见之事。一
日，义存法师登山巅，遇雪，
留宿其上，因名“雪峰”。在
明万历本《福州府志》中记
载得更为详细，说闽王王审
知曾问义存法师：“象骨何
奇？”禅师回答：“山顶，暑月
犹有积雪。”闽王说：“可名
雪峰。”故改名雪峰山。义
存法师亦因此有“雪峰义
存”之名为后世所知。后
来，当地的乡绅蓝文卿施田
7000余亩，建起了寺院。过
去的名字叫“应天雪峰禅
院”，宋太平兴国年间才获
赐今名。

白撞雨介绍说，雪峰
寺始建于唐咸通十一年
(870)，南宋时位列“五山十
刹”，与鼓山涌泉寺、西门
西禅寺、北峰林阳寺、象峰
山崇福寺并称为福州五大

禅林，素有“南方第一丛
林”之美称。当时的雪峰
寺有三座大雄宝殿、三座
禅堂以及七座斋堂，这样
的规模在南方是很少见
的。几经岁月坎坷洗礼，
现存建筑格局多为清光绪
年间中兴雪峰寺的达本禅
师所定，依传统样式——
伽蓝七堂式重修建造，中
轴线上天王殿、大雄宝殿
和法堂依山渐次而起，气
势恢宏。

雪峰古迹名胜甚多，
明天顺初年间，主僧源潭
把雪峰定为二十四景，其
中著名的有枯木庵、三毬
堂、无字碑、万松关、龙眠
坊、文殊台、金鳌桥、象骨
峰、留香堂、蘸月池、应潮
泉等。历代文人雅士登临
览胜之余，亦留下不少佳
章妙句。踏雪寻胜，不唯
当代人之乐，千载传说，令
禅意雪峰更生趣味。

冬积雪，夏无暑
雪峰观雪已千年

雪峰寺成为踏雪寻梅的网红打卡点，海都记者
带你了解古寺的故事

在养护工人前往绿化
作业之前，作为“先行者”
的安全员总要提前到达现
场，针对即将进行养护作
业的道路两侧进行全面的
安全布控，精心设置警示
标志与反光设施，以防过
往车辆误入，他们还要检
查作业区域每一处照明设
备，确保施工现场明亮通
透，减少夜间作业视觉盲
区带来的潜在风险等。

“我工作时间不固定，
只要需要，随时‘在线’。
最高峰时，一个晚上要走
7个养护点。”安全员小王
说，目前，现场用的灯是圆
柱爆闪灯，能够有效提醒
过路车辆，夜间施工的危
险性最高，不仅要提前对
道路进行布控检查，在工
友们到达现场后，也要对
工人身上佩戴的安全设施

进行一一检查，只有把安
全措施做足，才能放心让
工友们开工。

小王介绍，夜间的低
温工作，使得城市园林绿
化管护难度不断加大。“遇
上较冷的天气时，我们会
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让工
友去吃点热的点心，暖暖
身子。”

小王、“财哥”们只是
万千园林工作者的一个缩
影。春节假期“不打烊”，
轮岗值班守护道路绿植，
早已是他们的日常。每逢
春节，绿化养护中心都安
排专人值班值守日常养护
区域，不论遇上极端天气
还是突发事件，总有园林
人守护城区的绿植。

“只要看到花开了，道
路变得更美了，大家的辛苦
也值了。”林先生笑着说道。

N海都记者 周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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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福州的街头张灯结彩，年
味已经渐浓，而寒潮也在岁末来访。
尽管“全副冬装”出行，也无法完全抵
挡那凛冽刺骨的冷。然而，在福州街
头巷尾、公园内外，仍有一群人顶着严
寒，一路为树木穿上防寒“外衣”……

1月22日深夜，寒风细雨中，海
都记者奔赴尤溪洲大桥，探访福州
市绿化管理处的工作人员的“寒夜
日常”——他们细心守护着装点城
市风景线的三角梅，使它们免受低
温冻害侵袭，好在花期到来时为福
州的道路增添春色。

“我们基本在夜间行动，从12点做到凌晨5点”

“花开了，路美了，
大家的辛苦也值了”

福州市区
今起三天天气

闽侯雪峰寺迎来降雪

游客在雪峰寺踏雪寻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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