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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俯瞰，五河交汇蔚为壮
观。运河商务区高楼栉次鳞比，西
海子公园蓝绿交织，通惠河如一条
丝带穿过，两岸两条绵延 1.2公里的
木栈道为这条丝带镶边，行走其间
的游人仿佛也成了这花边上点缀的
图案。这条绿道串联起了清新明亮
的副中心图景。

“木栈道是绿道设计中一个常
用手段，适合沿河观景游憩，增加游
人亲水参与感。”北京创新景观园林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师马超说。
这条栈道位于城区内，是对岸风光
的窗口，与人文景观——运河商务
区交相辉映，体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木栈道等宽3米，靠水一侧有栏
杆，栏高不超过 1.1 米，马超说这是
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遮挡视
线。扶着栏杆向下望，下面建有安
全护坡，长满水生植物。“木栈道是
悬空的，能在不占用也不破坏河道
行洪断面和自然生态的情况下保证

宽度，给人亲水宜人的舒适感。”马
超补充道。

木栈道从新华北路直通五河交
汇处石坝遗址，全长 1.2 公里，与之
平行的还有一条巡堤路适合骑行，
两路之间也有道路联系贯通，共同
组成了这段沿河绿道。在此绿道中
程，内侧与河湖湿地相连，漫天芦
苇。秋季，阳光透过芦苇荡，斑斑驳
驳地在游人脸上身上跳跃，场景如
梦如幻。沉浸在芦苇荡中，视线会
不自觉被不远处露出的燃灯佛舍利
塔吸引，这幅历史的交汇图描绘着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古韵新章。

大片芦苇让城市滨水景观增添
了难得的自然野趣。通惠河两岸绿
地面积共 65亩，而这片芦苇荡面积
就达 25亩，宽度 200多米，南北长 70
米，在城市段有这么大面积的芦苇
荡实属不易。更蕴藏设计巧思的
是，这一大片芦苇荡除了在城市中
营造田园风光，还有净化水质的功

效。通惠河河水作为西海子湖和葫
芦湖等公园景观用水水源，需要经
过湿地千屈菜、芦苇等水生植物的
净化才能使用。更有意思的是，翻开
史料不难发现，运河两岸历史上其实
早有关于芦苇荡的记载。这个跨越
历史的美丽巧合，随着生态环境的改
善又是一种必然。如今再次出现的
芦苇荡也吸引不少动物安家，成为
越来越多的鸟儿隐秘的角落。

另外，绿道建设也可分为城市
段和郊野段，这样分类在于服务人
群的不同。马超说，城市段主要服
务于白领和城市居民，游人聚集度
高，需要提供高密度的通行路线
——除了提供可供步行的木栈道
外，还要有巡堤路一类自行车道，以
及两条路的连接道路、辅助道路，一
年四季都有需求。而郊野段，由于
村与村之间距离较远，使用密度低，
通常一条巡堤路就可以满足要求，
在使用上，季节性也很明显。

绿道 城
本报记者 曲经纬 王军志

从金榆桥附近到武窑桥，全长45.6公

里的温榆河-北运河（城市段）绿道途经

运河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大运河森

林公园，沿路枝繁叶茂，花卉彩叶，四季变

换风景。这是通州区最早建设的一条绿

道，与温榆河绿道连接，一直是周边市民

骑行健步的好去处。近几年，半程马拉松

等体育赛事，也相中了这里的好环境，常

在这条线路上进行，也正是这样一条条滨

水绿道，将美景带进了城市副中心百姓的

生活。

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建成温榆河

—北运河（通州城市段）绿道、北运河健康

绿道、运潮减河健康绿道、潮白河绿道、小

中河绿道、中坝河绿道、凤港减河绿道、凉

水河绿道、潞城中路绿道、壁富路绿道、假

日乡居环绿道、环办公区绿道等 12 条绿

道，总长度近 400 公里，逐渐形成蓝绿交

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

从一抹绿到一片林，潮白河生态景
观带正在加紧建设，40公里长，平均宽
度 5 米的健康绿道已贯穿其间。这条
由3米骑行道和2米步行慢道组成的绿
道串联起百亩彩林观景区、百亩秋季色
叶林、百亩春花林等若干彩林片区，形
成壮观的生态彩叶林游赏体系。沿线
植物景点各具特色，金叶满林、春色漫
廊、香林美棠、红叶染秋、湿塘彩林、流
苏夏雪成为新兴的生态网红打卡景点。

区园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绿道周
边村庄密集，与城市副中心多条主要道

路衔接，因此在营林的同时，还特意打
造了一些休闲节点，形成休闲节点与多
彩森林有机结合的林地游赏系统，保证
林地在具备地域生态功能的同时，兼顾
可游可赏的游憩功能。

在这片巨大的游憩空间中，还布局
着 100 多个市民广场，规模从 100 到
3000平方米不等，主要分布于绿道出入口
与市政道路接驳区，距离村镇只有200米
至500米。目前，绿道及两侧绿化景观提
升已基本完成，逐渐形成潮白河沿岸廊
道联通、绿色空间串联的生境网络。

在长安街延长线最东端潮白河畔，
还有一处开放的“亲水乐园”，水面之上
睡莲欣欣然展开花瓣露出黄色的小莲
蓬，陆地上廊道串联起湿地景观和人文
景观，沿着水岸绵延近 6 公里，这里便
是施工已接近尾声的大运河水梦园
——运潮减河支流减运沟沿岸一个
璀璨的节点。这里距离行政办公区
仅 3公里，距离北三县的燕郊镇也只有
10公里，城市副中心规划边界穿其中心
而过。

“这原本是一处封闭鱼塘，现在
‘还岸线于民’了！”水梦园项目设计师
王威笑着说。水梦园的前身曾是“北
京市农业观光示范园”，园内布置农业
观光、科普教育等设施，可后来由于运
营不善，荒废了多年，早已丧失了开放

廊道的功能，与周边公园、交通割裂，
不匹配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和定位，亟
待更新。

“这一片驳岸较缓，腹地较宽，具备
近水条件，此地也是衔接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及外围生态斑块之间的重要自然
廊道，拥有风景优美的弹性水岸和森林
基底……”王威指着眼前的一片区域
说。经过前期可行性调研和论证，设计
团队认为完全可以滨水体验为核心，打
造具有湿地风貌、尺度宜人的水系廊
道。因此，“集生态保护、科普教育、自
然野趣和休闲游憩为一体的弹性水岸”
成为水梦园的建设主方向。

退塘还湖、退渠还溪，经过长达一
年的建设，如今的水梦园形成了溪、瀑、
林、湾、岛、滩、湖七大景观。廊道也被
重塑，比如将原有运河古道打造成具有
运河新韵的文化长廊，保存农耕文化象
征符号“锚”；营造环湖亲水台阶，形成
滨水游步道；原始院落被改造成记忆花
园，各个小径通幽；各式绿道形成闭环，
合理串联各个游憩空间，通过绿道市民
可以近水亲水，慢跑骑行，休憩观水，采
风阅读……

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说，复生
态之美，还岸线于民，是城市副中心绿
道建设的一个重要遵循。“绿道的建设
不再仅仅满足于通行，而是逐渐承载着
服务城市副中心、辐射京津冀居民日常
休闲游憩活动的需求。”

西起通胡大街与芙蓉西路交汇
处，东至运潮减河与潮白河交汇处，
运潮减河河堤畔、林荫下，一拨拨游
人沿着绿道漫步骑行，沉醉在林水相
依的运河美景中。这段全长 23 公
里、建设总面积近 60 公顷的区域便
是运潮减河绿道范围。宽阔的河面
上时有清风徐来，立于岸边，一抬眼
就能看见对岸运河商务区鳞次栉比
的楼宇。步行道在林中穿行，地面铺
设的是砖红色混凝土，色调鲜艳，走
起来富有弹性。

就在视线延长线的尽头，一处
由棕色防腐木龙骨搭建的小房子显

得尤为突出，白色亚克力材质勾勒
出两个大字“驿站”。设计师北京北
林地景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三院二所所长范万玺表示，依据

《北京绿道规划设计技术导则》，运
潮减河绿道沿线共设置 2处驿站，建
筑面积达 130平方米，具备机动车停
放、自行车租赁、零售、医疗救护、公
共卫生间、休憩等功能服务设施，服
务半径达 4 公里。“绿道上的驿站就
像一个多功能中转站，让你在清洗
身上风尘与补给能量的同时，可以
饱览周围的人文景观。”范万玺说。

范万玺是温榆河—北运河（城市

段）绿道、北运河健康绿道以及运潮
减河绿道的设计师。谈到北运河健
康步道设计中文化驿站的设置，他表
示：“大运河拥有着深厚的漕运文
化。自运河通航以来，北通州段一
直是其中最繁忙的区段，河道中商船
云集，河边遍布各种为漕运服务的设
施，河道两岸更是当时的居住密集
区。如今，通州段河道漕运已停止，
但因漕运盛、人类聚集形成的文化印
记依然守护着古老的运河。经过统
计，该段区域文化遗存达 20余处，我
们将这些文化遗存指引给绿道上的
骑行者，共设置 7处与活动场地结合
的文化科普设施，这些科普设施可向
游人介绍漕运的兴盛，标识周边文
化遗迹区位，居民骑行其中可感受
厚重的漕运历史，激发强烈的民族文
化自信。”

范万玺表示，文化驿站在提供多
功能服务的同时也是绿道的精神所
在，体现一个地区的文化底蕴，任何
时候都不会过时。“十四五”规划中提
到的建设健康舒适的绿道网络，突出
以绿串城、绿城一体，完善高品质全
域绿道体系，让绿色流动起来，就包
括升级绿道设施服务，强化绿道的体
育健身、文化体验、风景休闲、慢行通
勤功能，加强沿线驿站、标识等设施
的配套建设。

文化驿站唤醒运河古韵

芦苇荡木栈道勾勒田园风光

绿道串起运河新兴美景

打破围墙还岸线于民

目前目前，，城市副中心已建成城市副中心已建成1212条绿道条绿道，，总长度近总长度近400400公里公里，，逐渐形成蓝绿交织逐渐形成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水城共融的生态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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