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金华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目之所及
的草坪、跑道、座椅焕然一新，足球场上的自
动喷淋系统正在 360 度环绕喷水，傍晚微风
拂过，让人感觉格外清新。这里，便是杭州
亚运会足球小组赛的比赛场地之一。

要问足球赛场上最关键的硬件是什么，
草坪必定榜上有名。亚运赛场的草坪有什
么讲究？金华市体育中心工作人员说：“这
你得问问‘谢博士’。”

皮肤黝黑的“谢博士”名叫谢国政，来自
广东。其实他的学历是硕士，毕业于华南农
业大学草业科学专业，同时还是该校该专业
的第一届本科生、研究生。因为草坪专家不
多见，熟悉他的人都爱称他为“谢博士”。

今年 2 月，谢国政来到金华，为亚运会
提供 8 个月的长期服务，负责一片比赛场地
及两片训练场地的草坪种植与养护。

生活中，草坪随处可见，但要种出适合
足球比赛的草坪，却是一门很有技术含量的
事。它的背后有着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诸多细节。

“这叫‘兰引 3 号’草坪型结缕草。”谢国
政说，这种草由华南农业大学张巨明教授选
育成功，它的优点有很多：一是颜色翠绿，视
觉效果好；二是具有较好的抗逆性，耐旱、耐
热、耐寒；三是耐践踏，叶片质地较硬，有很
强的韧性和耐磨性，适合足球运动。

这批“兰引 3 号”，是今年 2 月中旬种下
去的。种草前，谢国政先带领团队对土壤
进行改良。他们在约 8000 平方米大的场
地中铺上水洗过筛的河沙，来改善场地的
排水能力；之后，又铺上 60 吨泥炭土——
一种用枯枝树叶粉碎后腐熟形成的专门基
质，具有无毒无害、无污染、保水保肥能力
强等优点；然后使用旋耕机，把沙子和泥炭
土混合均匀。适合足球场草坪的土壤就这
样改造完成了。

2月的浙江气温偏低，这对暖季型的“兰
引 3 号”草来说，是个考验，因为叶面遇到霜
冻会变黄。于是，谢国政让人在新种的草坪
上覆盖了一层无纺布，防止草坪遭受冻害。

3 至 5 月，“兰引 3 号”还没到生长旺季，
抵抗力不够强，如果遭遇连绵阴雨，有可能
会得褐斑病，叶片一圈圈地变黄、枯死。为
此，谢国政提前准备了多种抗菌药，指导工
人进行喷洒，避免了大面积病害发生。针对
小范围的病斑，他会用耙子把枯黄的草叶耙

掉，然后铺上一层混有抗菌药的细沙，最后
喷施叶面肥补充营养——给病斑处草坪“开
小灶”，这能让草坪在短时间内恢复，避免斑
秃的出现。

常年和草坪打交道的谢国政有个特殊
习惯，踏上草坪前，要先给鞋子消毒。“因为
鞋底会带有细菌和病毒，有可能对草坪带来
伤害。”谢国政说，万一发生草坪被践踏后感
染而发黄的情况，就要马上采取措施，使用
不同的杀菌剂防治病害，并搭配使用植物生
长调节剂，解毒的同时，还能促进植物的细
胞分裂，让草坪恢复绿色。

6月，两场国际足球邀请赛在金华举办，
对阵双方是中国男足亚运队和韩国 U24 男

足国家队。无论是现场观赛，还是在家看比
赛转播，观众都会看到赛场上的草坪颜色是
一道深一道浅的。这是不是种了两种不同
的草？“其实那是同一种草。往一边压的是
阳面，看上去是浅绿色的，往另一边压的是
阴面，看上去是深绿色的。”谢国政解释道。
用剪草机和滚压机来回碾压和修剪后，叶片
的倒伏方向反射光的不同，让球场呈现出了
这样的效果。

能够压出这样漂亮条纹的三联剪草机，
价值 30 多万元。谢国政说，如今，除了压草
有专门的机械外，种草、养草也有各种高大
上的专门机械，常用的有卫星平地机、铺沙
机、打孔机、梳草机及浇水用的自动喷淋系

统等。
足球比赛中，草坪的平整性很重要，这

部分工作从铺设种植层土壤时就开始了。
谢国政说，因为整个足球场呈龟背形设计，
中间最高，四面较低，所以土壤铺设后也要
呈现完美的龟背形。这项工作是依靠卫星
平地机来完成的，机器上安装了一个卫星接
收器，设计好坡度，根据卫星定位，平地机会
自动升降，自动刮平。养护过程中使用铺沙
机将沙子均匀地铺在草坪上，再用铁网拖
平，一般通过 2～3 次的全场铺沙，平整度就
能达到比赛标准。

随着亚运会的日益临近，谢国政和团队
也将进入草坪养护的冲刺阶段，重点是让草
坪看起来更翠绿，视觉效果更好。“和人一
样，草也是有状态的。”他说，而让草坪保持
好状态的秘诀，在于给养——比赛前 7～10
天，要施 1 次草坪专用颗粒肥料，比赛前 3～
5 天，再喷洒 2 次叶面肥，让草坪充分吸收养
分，展现最佳状态。此外，足球场外还种植
有备用草，为的就是万一草坪有大面积损
坏，可以及时更换。

这些天，谢国政平均每天在草地上走 2
万多步，火辣辣的太阳时常晒得人大汗淋
漓。他说，低矮的小草并不起眼，但其背后
有很多高科技支撑；就像每一个为亚运会召
开而付出辛勤汗水的人，背后也有各方支持
和万众期待。“期待这一片高标准的草坪，给
运动员、裁判员、观众带来美好的感受，成为
亚运会上的一抹亮色。”

让8000平方米足球场展现最佳状态，草坪养护师谢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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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面孔

接近一年时间里，路人时不时会在杭州
解放东路看到一个行为有些奇怪的中年
人，黑黑瘦瘦，背着一个瘪瘪的旧书包，每
看到一个井盖都要踩上几脚——他就是施
红卫，杭州市建委建管中心路网统筹推进
处副处长。

2021年9月，杭州市建委成立迎亚运道
路建设专班，为杭州 218 条迎亚运重点道路
建设项目都配备了“路长”，全过程介入亚运
道路项目建设、施工、验收、移交等环节，及
时发现并协调解决问题。施红卫就这样成
了一名肩负重任的“路长”。

跟着施红卫重走亚运道路，才知道，原
来他踩的每一脚都有玄机：沿着井盖边踩一
圈，是感受井盖边与地面是否有高低差；井
盖中间再踩一脚，看是否有松动或翘脚；有
时候还要踢一踢路沿的排水沟盖，看会不会
因为松动而绊倒人。

别人路走多了费鞋底，施红卫路走多了
费鞋面，因为踩、踢都是前脚掌用力，总是鞋
面和鞋尖先有折痕和磨损。

“哐”，脚下传来一声金属闷响。“这里松
动了。”他一边用手机拍下周围标志物，一边
把信息反馈给负责路段维护的单位，安排人
修护。这段时间杭州频繁暴雨，包括解放东
路在内，218 条亚运道路均未出现大面积积
水，算是经受住了强降水测试。

2021 年 9 月到 2022 年 8 月，施红卫打
了从业 33 年来最艰难的一仗。根据“路长
制”工作方案，施红卫担任第三组组长，主要
负责上城区辖区范围 27 条地铁重建道路的
推进工作，同时配合其他“路长”共同协调推
进地铁重建道路。“所以实际上我需要统筹
185 条地铁重建道路。”有将近一年时间，他
几乎每天骑着小电驴奔走在各个施工现场，
只能用书包装着纸、笔、一把卷尺和不离身
的降压药。

这 218 条道路，建设过程中最大的特
点，就是“三多”——涉及的参建单位多、管
线单位多、交叉作业多，所以“路长”除了做
好质量监督员，更要当好大管家。与建房不
同，修路需要流动作业。“进组的第一天，我
和同事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 185 条地铁
重建道路进行图纸解读和实地踏勘，重点掌
握项目的难点与重点。”施红卫说，找准项目
推进的关键线路，才能会同各建设主体按照
时间倒排要求，为工程顺利推进和后续移交

提供基础保障。
现场解决各种“拦路虎”是施红卫的工

作日常。曾有一日，他在钱江路渔人码头
站工地检查时，被项目总工拉到施工路基
上的一处井道旁，现场刚刚发现管线综合
图上居然在这里遗漏了一根直径 1600 毫
米的横穿给水管，如果问题不解决，将直
接影响该路段的二次交改和下一步施工
进度。

怎么办？一个个电话从工地现场拨出，
地铁、上城区基础中心、电力、水务、通信⋯⋯

一个个部门派专人赶来，直接开现场会，重
新调整方案。“后来复盘时才知道，给水管并
不是少了，而是原本规划的预埋位置有特殊
功用，不足以通过一根直径 1600 毫米的给
水管，不得不迁改。”施红卫说。

迁改方案终于落定，结果一看，直径
1600 毫米的水管缺货了。好在施红卫是一
个入行 33 年的“老城建”了，电话打了无数
个，终于从省外调剂到了水管，按原计划完
成迁改。

复盘杭州亚运道路通行环境建设时，常

常能听到一个关键词——杯水不溢。就是
说道路通行后，即使以 70 码的速度行驶也
没有颠簸感，放杯水在车上也不会溅出来，
这其实非常考验建设质量。因为要达到“杯
水不溢”的要求，落到数据上，就要精确到

“毫米级”，比如百米内道路平整度差不超过
1.5 毫米，道路井盖与井框高度差不超过 2
毫米。

这种说法靠谱吗？“靠谱！”因为施红卫
真的每条路都做过实测。

凌晨 3 时的杭州，路上车辆最少的时
段，一辆小面包车载着他以城市道路最高限
速在解放东路上疾驰，面前是一左一右两杯
差不多齐杯口的水，和一部测速手机，跑完
一条路就用纸巾擦小桌板，只要纸巾上有水
渍，质检就通不过。“凌晨 5 时以后路上车多
起来，速度跑不起来，测试就没法做了。”杭
州 218 条亚运道路，每一条都经历过这样的
测试检验，很多个凌晨 3 时的杭州，都留下
过施红卫和“路长”们的身影。

在施红卫身上，能看到杭州全市 21 名
“路长”共同的印记。“直到现在，亚运道路移
交都完成了，我手机里的聊天记录、手绘图、
迁改草案⋯⋯还是一个都不敢删。”施红卫
看着眼前绘有“亚运车道”字样的解放东路
说，对他们而言，每条道路都是他们的作品，

“这些城市道路不仅仅是为亚运建的，更是
为通行更顺畅的杭州建的，我们更用心一
点，道路建得更好一点，才能用得更久。”

踩的每一脚都有玄机，路长施红卫——

就是要挑战“杯水不溢”
本报记者 詹丽华 通讯员 杭建宣

踩的每一脚都有玄机，路长施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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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午后，雷阵雨给杭州添上一分凉爽。上城区凯西社区
华景北苑里，含苞待放的 220 株月季在大自然的淋漓浇灌下摇
曳生姿。这是一条近 50 米长的“花路”，坐落在社区主干道旁，
让每位走进小区的来客都眼前一亮。

眼下，杭州正在紧锣密鼓从社区最小单元出发，扮靓环境，
展现美丽浙江、美丽中国风采。要让小区环境绿意盎然、阳台庭
院见花见绿，有哪些金点子？

“我们社区的金点子，都是蒋师傅贡献的！”凯西社区党委书
记沈刘东笑呵呵地说。

“蒋师傅”本名蒋金根，今年 75 岁，是凯西社区有名的养花
达人，和花打了 50 年交道。他年轻时当驾驶员，四处奔波时看
到心仪的鲜花，总不忘向别人“要一把花籽”。退休后，他更是在
家开起“花圃”，最多时有近200盆花。

蒋金根的最新“职务”，是社区“花路”的养护人。他告诉我
们，“花路”原先是一条杂草丛生的绿化带，半个月前，社区除了
草、杀了虫，自己将家中的月季花移栽到这里，现在每隔一个星
期他就要来施肥育苗。

把家里的鲜花贡献给社区，蒋金根舍得吗？他摆了摆手：
“这是举手之劳。”在凯西社区住了半辈子，蒋金根爱花在老邻居
口中出了名。他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些年，从社区举办
的菊花节，到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三楼大露台上搭建的“蔬语花香
生态基地”，再到时下正在打造的迎亚运“花路”，蒋金根总是将
自己养得最好的鲜花搬到公共空间，让大家拍照打卡，还给大家
科普花卉常识。

姹紫嫣红中，蒋金根种的最多的是菊花、月季和山茶花。“一
开始种花我就想好了，要多种些稀少的品种，这样大家都爱看。”

他不跑花鸟市场，而是从河北等地网购名贵品种花苗。以
菊花为例，这些年他培育过“帅旗”“绿牡丹”“绿衣红裳”等菊花
珍品，就连杭州植物园“缺席”已久的“十丈珠帘”，也曾在蒋金根
家中养育成功过。

要说老邻居们感情最深的，还属“蔬语花香生态基地”。记
者跟随蒋金根乘坐电梯到露台，映入眼帘的是一座超过 100 平
方米的露天花园。

沈刘东说，华景北苑的居民大多都是从景芳村搬进楼房里
的，却还保留着农耕情结，生态基地为大家留下了一块“老底子
记忆”：“这里的花都是居民自发养的，现在有 300 多盆了，尤其
是蒋师傅，从家里移栽了上百种花过来，光月季就有40多种，邻
居们想养哪一种花，蒋师傅还会教他们育苗、扦插。”

一走进花园，蒋金根的话密了起来：玫红色的是“天方夜
谭”，鲜黄色的叫“梦幻”，杏粉色的是“真宙”⋯⋯对鲜花如数家
珍的背后，是他天天扎根在这儿的耐心和恒心。虽然嘴上说着

“养花不能太娇贵”，但只要气温超过 35 摄氏度，蒋金根每天都
会至少跑两趟花园，单是浇水每次就要花上一个半小时。

在蒋金根的带动下，凯西社区的居民们早已习惯了生活在
花园里，家家户户都“推门见绿”。居民诸强专门花了一个多月，
让家门口的杂草地变身靓丽小花园，不仅种上了百日葵、灯笼
花，还挂上了七彩吊饰。而和诸强家离得不远的陈胜家，满屋绿
植已攀上墙，只等春天一来花蕾绽放。作为蒋金根的“得意门
生”之一，他开玩笑说：“养活这些花的秘诀就是蒋师傅教得好。”

今年4月，以蒋金根带头培育的露天大花园为基础，凯西社
区举办了第一届花卉展。沈刘东惊喜地发现，小区里的“隐藏花
王”多了起来。比如居民高国平专门为自家灯笼花做出造型参
赛，最终获得一致认可，摘得“桂冠”。

当亚运脚步越来越近，“花”式迎亚运，成了蒋金根再次和社
区联合打造的“拿手好戏”。“这只是第一步，我们希望在整个社
区里多打造几条‘花路’、几面‘花墙’，为扮靓社区环境迎接亚运
出一份力。”

在前不久举办的“扮靓阳台·花满上城”主题活动中，凯西社
区也由此开展了“美丽家园 你我同行”活动，并为居民们精心准
备了 200 盆月季花苗、300 份桑格花籽、200 份牵牛花籽和 500
本养花手册。

“鲜花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代表了我们对亚运到来的喜悦
和四方宾客的欢迎。”在蒋金根看来，灿烂的鲜花带来精神享受，

“我们常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些花也回报我们更美好的
生活和更美丽的心情。”

打造花路扮靓社区，杭州种植
达人蒋金根——

花迎亚运
手有余香

本报记者 张梦月 周 逸 通讯员 褚陈静 蔡敏娴 刘佳明

解放东路 本报记者 曹坚 摄

谢国政
共享联盟·

金华 陈业 摄

▲ 球 场 自 动
喷淋系统为草
坪浇水。

受访者供图

蒋金根 本报记者 周逸 摄

施红卫 本报记者 曹坚 摄

上城区凯西社区“蔬语花香生态基地”。
本报记者 周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