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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山体体毁毁绿绿种种菜菜 为为何何屡屡禁禁不不止止
执法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找不到种菜人取证也难

因为靠近大型小
区，历下、高新以及市中
的多座山体上毁绿种菜
现象很是普遍。在山上
种菜不容易，根治这种
现象更不容易。种菜者
多为老年人，退休后难
以找到乐子，开地种菜
为的是锻炼身体又能休
闲，开地会花四五年时
间，并不计较时间成本。
山体绿化工作不到位，
老百姓就会见缝插针，
执法就像打游击，又需
要打持久战。清理一次
容易，但执法人员不能
天天驻扎在山上。如果
土地涉及产权问题，整
治起来可能更难。

文/片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孙业文
实习生 刘晓旭

退休后找个乐子
种菜来自己吃

“有时间，又无聊”是上山种
菜的两个条件，无疑，满足这两
个条件的就是退休后的老年人，
年轻人这么忙不可能担着水上
山种菜，这跟记者探访遇到的情
况几乎一致。那么老年人为何这
么钟情于种菜呢？

荆山上的菜园有的种着小
葱、韭菜等蔬菜，有的菜园里甚
至还覆盖上了地膜，扎起“袖珍
大棚”。这些菜地都是谁开的呢？
居民刘女士称，这些菜地的开垦
者大部分都是老头老太太，退休
了在家没事，就在外面开块菜地
当做锻炼身体。

在蝎子山上也有一些菜地，它
们被收拾得头头是道，垄沟修得很
是整齐，菜园子还专门做了木门，
看出园子主人很有生活经历，对菜
园子也非常上心。菜园旁边都放着
水桶，有些容量达到20斤，沿着这
样陡峭的山路提水种菜，就不是简
单的锻炼身体的问题了。

在两天的探访中，记者碰到

了蝎子山脚下的两位菜园主人。
其中一位菜园主人花了四五年
时间开出了四五十平米的菜地，
菜地里种着小葱、豆角、菠菜等
多种作物，菜地靠边的位置还放
着遮阳网、水缸等种植工具。

“我家就在菜地对面的楼
上，退休了没事干就种种菜，种
出来的菜都是自己吃。”这位菜
园主人笑呵呵地说，菜地旁边的
水管子从家里引过来，然后自己
挑水上来。

有熟悉情况的居民对记者
表示，有的老年人种菜专门购买
专用的肥料和工具，菜长成后可
以直接带回家吃。“自己种的菜
有成就感，吃起来特别香，而且
不用农药，还是无公害蔬菜，吃
着也放心。”

绿化不到位
老百姓见缝插针

种菜好处很多，退休后的老
年人无事可做，如果山体都绿化
起来了，开地空间没了，老百姓
再去开山种菜的意愿和可能性
也会小很多。但现实情况是，不
少山体绿化工作做得并不到位，
这让社区居民有了见缝插针的
机会。

以荆山为例，从山顶绕到荆
山东坡，就能看到裸露的山体被
七零八落地开垦成菜地，菜地大
小、高低不一，形状各异，数量加起
来有数百块，看上去像是一片梯
田，不少菜地周围摆放着大量废
弃的盆子、水桶，用以储存雨水。

其他山体也存在着类似情
况，阳光舜城中区四区蝎子山下
有十多块菜地。与金龟山上的菜
地不同，这些菜地都靠近山脚，
只需要5分钟就能从山下走到菜
地。

一位在社区小广场上遛弯儿
的居民告诉记者，“我觉得这也没
什么，有些老年人上了年纪在家
没事干，就来这里种种地打发打
发时间。再说这里光秃秃的也没
有绿化，种上地还能当绿化。”

而在阳光舜城东侧的山脚
下，记者还注意到，除了几棵胳
膊粗细的树，这一地块是光秃秃
的一大片，与山上郁郁葱葱的景
色形成鲜明对照。地块虽然小，
但是开了一块后面积又会逐渐
变大，最后形成规模。

4月16日上午，历下区有关
部门集中清理了金龟山上的菜
园子。当天记者探访此地后发
现，这些菜园子很是隐蔽，每块
面积都不大，但是从菜园位置来

看，都是山体中间的平台地带，
这些地带乔木较少，多是低矮的
草丛，开荒种菜并不是难事。

昨天拆了今天又栽上
居民跟执法队员打游击

为何这些菜园子难以根除？
执法难是职能部门对记者的回
复。虽然历下区发改委、城管等
部门联合清理了金龟山，提起对
这类行为的整治方式，参与拆除
行动的历下区发改委相关负责
人无奈地说，执法队员不可能天
天在山上看着，关键是连种菜的
人都找不到。

此外，对于山体内的违建、砍
树等行为，济南有专门的法条去
遵循，而对于单纯种菜的行为，则
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执法部门
在处理起来就比较棘手。城管执
法队员告诉记者，他们也经常劝
说辖区居民不要去山上种菜，有
些劝说下还能解决问题。

草山岭小区的一居民告诉
记者，其实本村的村民种地早种
够了，现在种菜的多是外来人
口，先是三三两两的人上去种，
慢慢地许多人“眼红”，就开始大
面积开垦，既种菜也种粮。“之前
居委会也管过，可是管不了，有

些只是嘴上应着，可是人家依旧照常种。”居
民说。

“有些不自觉的居民，我们清理完后又栽
上了。整治山体种菜行为，既像持久战，又像
游击战。”执法队员表示，对于居民山体上种
菜的现象，城管、林业等相关执法部门表示接
到过不少市民的投诉，并且也处理过许多这
样的案子，可是现实情况往往是昨天刚拆完
不久，居民隔天就又栽上，居民跟执法队员打
起了游击。

执法队员称，种菜种地的以老年人居多，
大部分都退休在家，种菜成了他们日常的一
种生活方式，有大把的空闲时间。“地里的菜
清理完了，居民又会重新再种上，我们不可能
天天盯着这里，这让不少居民钻了空子。”

另外，查处山体种菜还存在取证难的问
题。“居民在山体上种菜，我们需要找到种地
的人，通知其清理掉，如果我们直接将菜或地
里的工具等处理掉，种菜的人还要投诉我
们。”执法人员称。

土地产权及历史原因
导致处理起来更难

据记者了解，山体公园的产权归属也对
解决种菜问题产生了阻力。以阳光舜城东侧
为例，市中区舜耕街道办相关负责人对记者
透露，因为牵涉到辖区单位的原因，情况比较
复杂，东侧山体暂时修复到社区小广场部分，
上面的没有再修。

与阳光舜城情况类似，荆山也因产权归
属和历史等问题，一直没有进行山体公园建
设。历下区荆山村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
在荆山山顶有一处健身场地，以该场地西侧
为界，高约2米的绿色围挡将整个山体分为两
个部分，其中西面景色怡人，东面则被开发成
一片梯田。

村委会工作人员表示，荆山的产权归村
里所有，其实早在多年前荆山就要规划建设
山体公园，但西侧被山东高速开发，因此整个荆
山的山体公园就被搁置了下来。“有些居民见这
里有片空地，就上山种菜。”工作人员表示，现在
已经堵住了去往山坡种地的路。

除了产权问题，对山体毁绿种菜的行为
是否违法也很难定性。济南市国土资源局工
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国土资源局对破坏山体
进行大规模建设、无证采矿探矿的违法行为
进行执法，但对“山体种菜”的行为无法认定
为违法，也就没有相应的执法权。

高新区管委会社会事业局工作人员称，
现在市内有不少的山体归村里所有，山体出
问题了，应该由村委会或居委会、所在街道办
来解决。“拿毁林种菜来讲，林业部门只对‘毁
林’有执法权，并没有权力处理荒地上的东
西。”工作人员表示。

因此，产权归属和执法难定性的问题为
治理山体毁绿种菜行为增加了不小难度，需
要相关产权方，也需要国土资源局、城管局、
林业局、园林局等部门联合执法，打造真正属
于济南的“一城山色”。

支持方：
荒着也是荒着，种菜还能吃

*^_^*：这反映了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可利
用的土地在逐渐减少，人们吃不到放心农产品。
而且，在不破坏山体树木的情况下，在林子里种
点菜有啥不可以的吗？

霞：有时不能怪大爷大妈在小区种菜，我们小
区的花坛杂草丛生，乱糟糟的一片，我们楼上有个
大妈，就把地给开垦出来了，整整齐齐一陇一陇，
种的艾草，薄荷，金银花，你说是让野草滋生好，还
是种这些好，没法说。一个人一个看法。

我不是洋阳扬：其实怪不得大妈，要是市场上
的食物真的做到物美价廉，谁还费那事，可现实就
是，鸡是速成鸡，菜是化肥农药菜，谁能放心？

愛惜：问题是开荒，地荒着不也是荒废着，
种点菜总比野草荒地好看吧，还能吃。

Sing For Life：我们小区和邻近小区的阿姨们
就在护城河里种菜呀，有葱，蒜，香菜，白菜，菜花，
远远看去绿油油的一片，秋天还收有玉米呢。不过
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大家对食物安全的担心。

燕颉颃：怪就怪食品安全让人堪忧，种菜大
妈们心里不踏实。

Aripiprazole：水果蔬菜安全了，谁还去种
菜？大爷大妈们也想天天广场舞乐和乐和呀，就
是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导致的……

葛延伸阅读

该该不不该该种种菜菜
各各有有各各说说法法

山体种菜系列报道发出后，读者纷纷在齐
鲁晚报微信公众号、齐鲁壹点上留言，表达自己
的观点。有人支持种菜，认为山体种菜无可厚
非，让山荒着反倒不好。也有人反对开山种菜，
毕竟山体属于公众，不能以个人喜好侵害公共
利益。还有网友关注背后反映的食品安全问题。

·山体毁绿种菜系列报道

阳光舜城东侧的山脚下光秃秃一片，若有大风势必引起扬尘。

阁老山上开出的“自留地”。

荆山东坡严禁开荒圈地种菜的牌子也未能禁住种菜者。

反对方：
人工肥料那味儿，也是醉了

伊人：小区绿化带的冬青都被大妈挖了，改
成菜地，我想说那是公共用地好吧，凭什么你就
可以改造成自己家的，太不自觉了。

岁月静好：自家种啥无可厚非，但占用公共
资源就过分了，特别是在山体公园上毁绿种菜，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花大力气建市民休闲区，结
果个别人当成自留地，随意毁林种菜，这种风气
似乎愈演愈烈，政府也该管管了！！

李加伟：小区绿化种菜也就罢了，耽误我停
车啊，还用栅栏围起来，后备箱都拿不了东
西……还施肥……人工肥料也是醉了。

Lingling：山体变自家菜园，可惜山体不需要
这样的“绿”。 本报记者 刘飞跃 孙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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