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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的朱长海，干了23年出租司机，从“黄
面的”开到伊兰特，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他几乎都
去过。不过，今年秋天，他辞职了，回到老家通
州区潞城镇当起了护林员。

车队长有些疑惑。他记得老朱念叨过，
护林工作由盈利性社会企业承包，出现了一
些管理乱象，护林员的收入待遇都不稳定。

“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生态林管护走的是
一条新路。”老朱说，通州区 2019 年在潞城镇
试点成立了新型集体林场，建立了比较完善
的组织架构、规章制度，确保集体林场有序运
营。护林员每月光纯收入就 3000多元，除了劳
动法规定的“五险”之外，还有“意外伤害险”，到
了年底还有奖金和职业技能培训，“一边赏秋
景、呼吸新鲜空气，一边管护林地，那感觉不比
堵在路上腰酸背痛的强？”老朱这句话，令人心
生羡慕。

在潞城林场，像老朱一样的护林员有 340
人，林场根据养护面积、养护地块位置，将大
家合理划分成多个班组，按照责任分工制在
生态林中开展养护工作。目前，按照“优先雇
佣本地劳动力”的原则，林场有 320 名来自通
州本地的护林员。随着管护面积逐步扩大，
林场未来将有上千人从事护林工作。

在通州区，除了潞城镇，马驹桥镇和西集镇
也都已建成了新型集体林场，分别养护生态林
3.1万亩和 2.7万亩。今年，于家务、张家湾、宋
庄等 6个涉农乡镇也启动了新型集体林场建设
工作。明年，通州区所有平原生态林养护工作，
将全部从社会企业负责改为由新型集体林场接
管。

新型集体林场，相比于传统的村镇林场，新
在哪？记者在潞城林场采访一圈发现，这是一
家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公益性养护单位，核心管

理团队的 7 名成员都有丰富的园林工作经验，
并且是由镇党委组织部通过公开招聘，在
2000 多名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的。他们的日常
工作和林场的运行状况还要受到区级职能部
门监督和考评。林场的场长同时也是总经
理，下设副总经理，以及办公室、财务部、养护
部、经营部、技术部……

“怎么还有个技术部？”记者问。场长岳天
敬说，新型集体林场成立后，首要工作是要摸清
家底，这不仅仅指林地有多大面积、都种了什么
树，更包括调查土壤质量、树木病害情况以及
生物多样性，“您瞧，那是我们的技术总监李
玺锋，正带着团队在银杏林中转悠呢。”顺着
他指的方向，一名个子不高的中年人正走走
停停，一会儿蹲下采集土壤样品、捡拾叶片，
一会儿又起身摸摸树干。

这片银杏林足有 20多亩，可树梢上已经见
不到多少叶子了，不远处的另一片银杏林，树冠
却还是金黄。“这片林子是我们近期研究的重
点。”李玺锋说，从林子中取的土壤样品，将送到
北京农林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进行检测，

“这不，几天前采的样品结果已出，和我们的猜
想一样——土壤有机质含量过低。”

林子深处，一台园林废弃物处理设备正源
源不断“吃”进枯枝烂叶，“吐”出碎屑。这些碎
屑将和肥料一起搅拌制成有机肥，埋到银杏树
下补充有机质。“总共购置了 14台粉碎机，花了
100多万，每个月的油钱就要 3万元……”岳天
敬说，新型林场成立后，要快速提升工作的水平
和质量，只要林子养护得好，这钱就花得值。

据了解，目前全市已经建成 30个新型集体
林场，已经有 32万亩生态林纳入新型集体林场
管护范围，明年，新型集体林场建设将在全市
广泛推开。

在潞城林场，护林员们将枯枝烂叶投放进破碎机打成碎屑，这些碎屑和肥料搅拌在一起可以
制成有机肥。记者 白继开/摄

蹚出生态林管护新路

通州区试点建设新型集体林场
本报记者 陈强

一朵朵饱满的菊花，泡开后清香阵阵。在漷县镇
军屯村，今年首次尝试种植的 150 亩林下经济作物
中，菊花率先长出“小成果”。

银杏、国槐、白皮松、针叶松、枫树……漷县镇军
屯村有着丰富的林木资源，如何将这丰富的林木资
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契机？集体经济薄弱村林下经
济试点便是该村找到的一个重要出路。今年，军屯
村被确定为全市 21 个林下经济试点村之一，以此
为抓手，军屯村整合村庄资源，确立了“一轴、两
带、多片区”的村庄产业功能布局，努力将村庄打造
成集农业观光、中医康养、国学传承于一体的美丽
乡村。

“我们积极申请到林下经济试点村后，借助市
发改委的资源，取得了市农林科学院的大力支持，
首先引入了菊花、丹参、射干等中草药，并完成了
第一期 150 亩林下中草药的种植，今年菊花首先
采摘，品质、产量都非常不错。”军屯村第一书记吕
玮介绍。

为了搞 好 林 下 经 济 ，军 屯 村 不 光 四 处“ 求
学”，还特别在村委会前开辟出了一块试验田，取
名“百草园”，里面不光有已经在林下开始种植的
菊花、丹参、射干，还有蒲公英、双面紫苏、木本
香薷等共 10 余种中草药及观赏花卉，为下一步
扩大种植“探路”。

“因为今年是第一年尝试，我们林下经济种植的
面积还不算太大，所以需要的长期劳动力都是本村或
邻村村民。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还会带动更多周边
百姓就业。”军屯村党支部书记王宗军介绍。明年，该
村计划根据不同林木的郁密度特点，在郁密度高的林
区引入食用菌，进一步扩大林下经济覆盖面积。

其实，试点林下经济只是军屯村产业发展规划中
的一个初步目标，该村还正在建设“农心童趣”亲子农
场，尝试打造现在颇受欢迎的家庭农场模式；借助区
里的设施农业补贴，建设蔬菜大棚，并提前对接好

“销路”；与京农集团合作，引进大桃新品种；促成
“科技小院”落户村庄，农业科技人才可在田间地头
为村民提供专业指导……村庄产业发展链条正在
逐步实现串联。

本报讯（记者 张丽）咱家书房，满
室书香。日前，张家湾设计小镇首个实
体书店——咱家书房在通州区科技创
新大厦开始试运营。

昨日，记者走进这家位于张家湾镇
云杉路 7号的咱家书房，室内宽敞明
亮，《人民战役》、《大运河传奇》、《坦
荡之襟》和《二十四节气诗画》等书籍
摆在中心展架上，靠墙的书架上则整
整 齐 齐 码 放 着 很 多 精 装 本 的 古 诗
词。整个书店面积超过 200 平方米，
设计简明流畅，一室书香还伴有缕缕
咖啡香。

张家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咱家书
房是张家湾镇的第一家实体书店，今年
将在全镇启动新建6家实体书店，除了
咱家书房，其余 5家中还有 4家都选址
在设计小镇周边。

咱家书房的负责人刘恩东告诉记
者，咱家书房位于设计小镇的园区内，
藏书超过万册，以运河文化为特色，文
化类书籍占据 90%以上，其中特意开
辟了刘绍棠、王梓夫等通州作家的文
学作品专柜，还有他自己主编的大运
河传奇原创连环画系列专柜，也有一
些经典古诗词、其他书籍的线装版本
和畅销书等。咱家书房以借阅为主，
将着力打造区域内的文化空间，会定
期举行新书发布会和文化沙龙，与广
大读者互动。

刘恩东喜欢创作原创故事，其创作
的《大运河传奇》系列曾获得2018国家
新闻出版署原创“原动力”奖，入选
2018CPCC十大中国著作权人“专家特
别提名奖”，入选“北京市十大文化创意
产品”、“北京礼物”。他创作的作品还
有《酒仙传奇》、《二十四节气诗画》、《十
二生肖传奇》等。

此外，刘恩东还透露，他的第一家
书店是位于玉桥街道的锦熹大运河
故事书店，面积仅有 20 多平方米，比
较小，一直想开一家两三百平方米的

实体书店，更好地传播自己的原创连
环画和大运河文化，此次打造的咱家
书房应邀来到设计小镇只是他实体
书店迈出的一小步，他计划把咱家书

房打造成连锁书店，在城市副中心开
6 到 10 家，其中面积最大的选址在潞
城镇大营村，将创建一个中国连环画
文创园。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农贸市场
联系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日前，
西集镇一座占地2万平方米废弃厂房
变身成为农贸市场，为周边 5公里内
20 多个村庄的村民提供了更加便捷
的生活服务。数据显示，通州区共完
成各类生活性服务业网点建设提升
120 个，实现社区 100%覆盖，提前完
成全年任务，城市副中心生活服务业
品质不断提升。

干净的地面、宽敞的通道，摊位
规划整洁有序，生食熟食分区营业
……昨天上午，当记者踏进西集农贸
市场时眼前一亮。据市场管理人员
郑炳新介绍，这里前身是北京精诚机
械制造有限公司厂房，以前是做轮胎
机加工，后来企业升级搬迁，厂房一

直处于闲置状态。今年，西集镇通过
规划设计将原有厂房改造成农贸市
场，分为食品厅、服装日杂厅和自产区
三大功能区80多个摊位，丰富了周边村
民的“菜篮子”。“以前买菜就在村口一处
空地，商品种类不多、环境卫生脏乱。”在
村民曹志华看来，如今到改造一新、规范
有序的市场里买菜是一种享受。

从昔日的“脏乱差”，到如今的明
亮整洁，西集农贸市场的华丽变身，
得益于通州区重要民生实事项目之
一的规范提升便民商业网点。“对辖
区内的农贸市场进行规范提升，目的
在于推动农贸市场与北京城市副中
心功能定位相适应，与产业发展方向
相融合，更好地保障城市运行，方便
居民生活。”西集镇有关负责人说。

设计小镇首个实体书店投用
藏书超万册 主打运河文化特色

“沙沙，沙沙”，下午2点的新华西
街，环卫工人用一人高的大扫帚将街
边金黄色的银杏树落叶清扫、收集在
一起，随后用小扫帚将落叶装入编织
袋内统一清运走。“这个季节就是落
叶多，每天得来回清扫好多遍。不然
干枯的叶子遇上点火星就容易被点
着，有火灾隐患。”记者从通州区城
管委了解到，从 10 月中下旬到 12 月
底，是城市副中心的落叶高峰期，城
区 城 市 道 路 预 计 将 清 扫 出 800 到
1000吨树叶，待处理后将成为花草绿
化的肥料。

入秋后，城市副中心的人工落叶
清扫每天从凌晨5点便已经开始。通
州区城管委环卫所所长李建华告诉
记者，每天凌晨 5点一直到早上 7点，
环卫工人将对街头的落叶进行集中
大规模人工扫除，赶在市民上班、出
行前，将路面恢复干净。7 点以后，
进入巡回清扫阶段，树叶随落随扫，
保障路面整洁，这样的人工巡回保洁
将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不同的路段，落叶的清扫方式也
不相同。比如，宽敞的道路主要采用
机扫车来对落叶进行清扫，方便又快
捷；但人行便道或是较为狭窄的自行
车道，则要依靠人工或是小型清扫机
械清扫。北京秋冬多风，赶上大风呼
啸，落叶满天，负责城市副中心环卫

保洁的通州京环公司将加大清扫保
洁力度，从凌晨 5点开始集中巡回清
理落叶，每天出动保洁员 3100余人，
作业车辆120余车次。环卫工人会尽
可能先将落叶清扫堆积到一起，待风
停后，再进行集中收运。

哪的落叶最难扫？李建华表示，
落在树坑箅子底下、雨水箅子内的枯
枝落叶，最让人头疼。如今，除了雨
水箅子之外，不少路边行道树的树坑
也加装了隔离箅子，这就为环卫作业
增加了难度。“有的箅子能搬得动，几
个环卫工人把箅子一抬，用扫帚、畚
箕就把落叶扫走了。但有的树坑箅
子是固定在地面上或者拼插在一起
的，无法移动，就只能靠环卫工人用
扫帚尖或者木棍头等工具，一点一点
将落叶碎片清掏出来，特别费劲。不
过就算再费劲也得清理干净，不能留
下火灾隐患。”

记者从通州区城管委了解到，由
于树种不同，落叶时间不同，城市副
中心的落叶高峰期一般从每年 10月
中下旬一直持续到 12月底。按往年
测算，通州城区的城市道路预计在落
叶高峰期的整个时间段里，能扫出
800到 1000吨落叶。清扫后的落叶，
将协同农村地区的农林废物一同处
理，进行堆肥等资源化消纳，之后用
作花草绿化的肥料。

■相关新闻

今年种植的林下中草药中，菊花可率先
采摘。记者 唐建/摄

军屯村林下经济
开出“增收花”

本报记者 陈冬菊

西集镇一座废弃厂房变身农贸市场西集镇一座废弃厂房变身农贸市场，，为村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为村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城市副中心社区服务网点全覆盖

进入落叶高峰期

800至1000吨树叶将成肥料
本报记者 张楠

咱家书房人气渐旺。记者 唐建/摄

(上接 1版)产业共赢发展，轨道
上的京津冀，也在快马加鞭地推进。
目前，京唐（滨）城际铁路已全面进场
施工，平谷线稳步推进，潞苑北大街
东延、厂通路、通清路、西尹路和石小
路等道路加快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
跨区域交通管理力度持续加大。今
年，不少往返通州与北三县通勤的上
班族都发现，进京的路程比之前顺畅
了不少，燕山营检查站警力前置到河
北省大厂县谭台检查站，一体执勤、
联合查控，缓解了进京通道压力。在
京榆旧路白庙北站、京沪高速应寺
站，各增加了1条进京车道，提高车辆
通行能力。京津公路觅子店站、武兴
路公安安检也前移至河北段，与河北
进京安检统筹开展工作，有效提升了
车辆进京通行效率。

生活配套也随之跟上。公共服
务方面，通州区的教育、医疗等资源
持续向北三县辐射延伸。永乐店中
学等多家学校与北三县学校建立了
友好合作关系，未来将以联合办学、
建立分校区等方式，促进北京优质教
育资源向北三县转移。医疗卫生领
域，东直门医院、潞河医院、妇幼保健
院等区内优质医疗机构与北三县建立
了医联体合作关系，搭建了医联体合
作单位间远程会诊、分级诊疗平台及
急诊绿色通道。养老服务方面，通州
与北三县统一两地养老服务标准，推
动养老项目在北三县延伸布局，引导
北京优质健康养老资源、政策、项目向
北三县延伸。在通州区组织的养老服
务与管理人才职务技术培训中，北三
县参训报名人数达1383人，目前参训
人数702人，106人已获得证书。

除了生产、生活方面的深入协
同，生态协同也是通州区与北三县协
同发展的重头戏。在宋庄镇右堤路
一侧的生态景观带建设工地，色彩斑
斓的百日菊交错分布，营造出高低起
伏的海浪景观。园区内广植五角枫、
银杏、玉兰、银杉等观赏性树木，再加
上原有的杨树、柳树等树种，新种植
的国槐、油松等乡土树种，京韵十
足。这里是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
四期的一部分，整体提升东部生态绿
带服务功能，为市民提供大尺度生态
游憩空间。“我们在通州与北三县之
间规划一条宽度不小于 3公里，长度
约 50公里，总占地面积约 320平方公
里的‘东部生态绿带’，建成后将形成
休闲节点与多彩森林有机结合的林
地游赏系统，再加上周边村庄分布较
多，将有效推动与北三县地区的生态
协同发展。”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相关
负责人朱赫表示。

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
统一管控，按照“四统一”要求，未来，
通州与北三县将继续形成优势互补、
特色鲜明的产业链条，构建多层次发
展格局，优化空间结构，进一步夯实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

“通州区与北三县协同发展，事
关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对
于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首
都发展格局、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
界级城市群、促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将在
京津冀协同发展蓝图的指引下，加快
推进各项工作，奋力打开与北三县协
同发展新局面。”通州区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携手迈向“四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