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绿色空间的不断扩增，村头片林
的持续建设，潞城镇的村边路角也在上演着

“变形记”，不仅带动了乡村环境的整体提
升，同时延展了百姓活动的绿色空间。

在潞城镇兴各庄村村南的林地中，层
林掩映下，一片占地 50亩的休憩公园成了
附近村民日常活动锻炼、遛娃的好去处。
这里也是潞城镇村头片林项目之一，为了
让该项目发挥更大的价值，让周边百姓享
受到平原造林带来的变化，步道、儿童乐园
与树木的融合成了这片小树林里和谐的乐
章。公园里的小沙坑成了孩子们的乐园和
网红打卡地，旁边的跷跷板、错落的木桩一
起构成了童趣十足的游乐园。值得关注的
是，村头公园还将环保的概念根植于建设
当中，园内不少设施都是用林地中枯死的
树木制作而成，与环境相得益彰。

像这样的村头片林，在潞城镇多点开

花。近年来，依托林地绿化的不断扩展，潞
城镇每年都会进行至少两处的村头片林改
造。将村边路角，距离百姓生活圈较近的林
地改造为小公园、小花园，既具有生态效益，
又丰富了百姓的业余生活，一举两得。截至
目前，潞城镇已建设村边的小公园多达二十
余处，村级公共休闲绿地建设 40处，确保每
村必须有一处休闲绿地。截至目前，居住区
潞城镇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高
达91.35%，乡村道路绿化率达到74%以上。

此外，绿道建设也是潞城镇的重点民
生绿化项目。北京城市副中心半马比赛连
续两次在潞城镇北运河、武兴路沿线举办。
截至目前，潞城镇新建森林绿道 35公里、生
态驿站 12处。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十四五”规划
中，提出了建设“两带、一环、一心”的建设
目标。作为地处大运河与潮白河之间，同

时也是距离北京城市副中心最近的乡镇，
潞城镇的生态建设尤为重要。“水城相融四
季，花开灿烂，蓝绿交织，锦绣画卷，幸福家
园尽欢颜。”这是潞城镇镇歌《潞城之路》中
的一句歌词，旋律之下，一支由“生态画笔”
勾勒的绿色发展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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潞城镇：细绘生态画卷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
阳春三月，春风和煦。在大运河和潮白河之间的潞城镇，正以昂扬的姿态全力打造蓝绿交织、清新明亮的绿色城镇，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生态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018年，潞城镇在第一轮百万亩造林的基础上开启第二轮百万亩平原造林工程，截至去年底，新增林地 10028.34亩，平原造林总面积达到 2.5万亩，累计种植苗木 50.14

万余株，林地总面积达 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37.7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10平方米/人提高到 17平方米/人；居住区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由 72.53%提高到
91.35%；成功创建首都绿化美化花园式单位 1个、花园式社区 1个、首都绿色村庄 18个、首都森林村庄 1个。

2018 年 12 月，北京城市副中心控规
正式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高质量建设
进入快车道。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高
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落实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

作为距离北京城市副中心最近的城
镇，潞城镇也迎来了发展机遇。致力于打
造以行政功能配套服务为主导，高端泛智
库产业、国际田园交往服务产业和北三县
协同创新产业为辅助的生态智慧小镇。
而生态，不仅是潞城镇发展蓝图上最浓墨
重彩的一笔，同时也是副中心生态建设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正因如此，潞城镇在规划之初，就把
生态优先原则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在承接首都功能疏解与副中心行政功能
部分延伸和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
也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提供坚实的生态保

障；建设国家级植物园、大运河森林公园、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三大国家公园；通过
水系的生态修复、平原造林的梳理，构建
出多种尺度、多种栖息地类型的森林湿地
景观带，打造尺度规模全覆盖的景观公园
绿地体系；全域综合生态效益达到公园水
平，在 2035年，生态空间占比要大于 75%，
棕地修复面积 2.98平方公里，森林占比大
于 45%，湿地占比大于 10%，生态效益评分
达到 3.8，塑造北京东西轴线上的东部生
态之门。这些目标都是潞城镇总体控规
中对生态工作的总体定位。

从生态修复到生态保护，从全域公园
建设到智慧园林，潞城镇坚持高站位规
划，力争将潞城建设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先行示范区，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扎实的
生态保障。

在规划之下，高质量、高标准、高效
益、高层次的生态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021年 5月 29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来到位于通州区潞城镇的潮白河森林生
态景观带调研时强调，要坚持自然野趣，
选择适宜乡土树种，合理设置慢行步道，
打造亲水空间，让市民享受绿色发展成
果；强化与廊坊北三县绿色一体化发展，
协同建设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共同打造
高品质生态廊道。

如今，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四期工
程已如期完工，在潮白河沿线的潞城镇累
计绿化面积约 3651.66 亩，改造原有生态
林地 9894.4 亩，建成绿色步道 215 公里。
营造了大规模近自然风景林地，构筑了大
尺度的平原森林、河流湿地生态背景，形
成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在水源涵养、区
域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建设步
入快车道。搭配已初具规模的大运河森
林公园（潞城段）和规划建设的国家级植
物园，潞城镇镇域内的三大国家级森林公
园建设已呼之欲出。

同年 6月，潞城党建公园正式开园，百
余名党员共同见证了红色基地的落成启
动，并在党旗之下重温入党誓词，回顾建
党光辉历程。同时，依托潞城党建公园探
索建立共建共学机制，联合北京师范大
学、蒙牛乳业、潞城集体林场、潞城建设等
共建单位，成立“党史之声”党员志愿宣讲
队，由镇机关、共建单位及非公企业党员
常态化提供党史学习教育宣讲服务。

据悉，潞城党建公园地处潞城中路东

侧，北部紧邻榆兴路，建设面积 215.7 亩。
项目范围为 2013 年平原造林地块。2021
年 4月，潞城镇对 2013年平原造林的林地
进行调整提升改造，在不影响林地涵养的
同时，建成集党史教育、健身游憩、生态涵
养功能为一体的党史学习打卡地。其设
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指导，打造

“人文森林”特色。强调生态建设发挥植
物大景观生态功能作用的同时，以体现党
建主题文化作为公园建设核心，依托潞城
镇新时期党建文化的新风尚和建设成果，
秉承“寓情于景、润物无声”的设计理念，
以“红色之潞”作为文化空间特色，将党建
文化和植物文化融入到色彩斑斓的植物
大景观中，让人们在闲暇之余，潜移默化
地接受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教育。

此外，主打“药草种植”及中药文化的
潞城药艺公园，以调蓄功能和净化改善水
质为主要的海绵湿地大运河水梦园，以弘
扬移风易俗为文化依托的新礼公园等，也
都在副中心的公园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

从国家级公园潮白河森林公园到潞
城镇利用平原造林成果设计建设的党建
公园，从大运河森林公园到海绵湿地大运
河水梦园，从正在规划建设的国家级植物
园到潞城镇正在建设的新礼公园、5G 公
园，潞城镇在完善环首都森林公园与国家
公园体系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且不可或缺
的作用。

高站位规划 建设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高质量工程 完善环首都森林公园与国家公园体系建设

朱长山是潞城镇集体林场的一名养护
工人。他每天都会在潞城林地里从事林地
保洁、杂草清理、林地施肥、林木有害生物
防治、移植补造、林木修剪、园林废弃物处
理和森林防火巡视等工作，平均每天至少
要走十公里。“之所以叫养护工，不是护林
员，是因为我们不仅仅要保护林地，更要滋
养林地，用绿色滋养大地。”朱长山说。

像朱长山这样的森林养护工，潞城镇目
前一共有400多人。在成为养护工人前，他们
有的是农民，有的是保安，甚至还有一些待业
在家，而现在，他们都和林木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年来，潞城镇围绕城市副中心“蓝绿
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发展思路，始
终坚持“严格保护、积极发展、科学经营、合
理利用”的经营理念，不断推进林木资源抚
育工作，在林木资源培育管护方面逐渐形
成了一套符合潞城镇镇情的方法，并取得
了较好成绩，在 2021 年度通州区平原生态
林养护管理综合考评中领先。

潞城林场养护的林地面积中有 1.7 万
亩平原生态林，这些生态林因土壤类型、水
肥条件和树木的种类、树龄、长势各不相
同，按建设类型、功能定位和经营目标，被
分为生态涵养型、生态廊道型、景观游憩型
和综合利用型四类，因地制宜，进行精准养
护。同时，注重林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科
学性和生物多样性，通过疏伐间密，补植适

宜的乔灌木，并采取人工促进天然更新等
措施，促使平原生态林形成乔灌草结合、生
物多样性丰富、稳定的平原森林生态系统。

2021 年，潞城镇对 4982 亩林分地进行
进行移伐调整，这些林地虽然已成规模，但
存在着稳定性失调，林木生长发育迟滞、多
样性单一的问题，从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
功能退化或丧失，为了提高林分质量的稳
定性和效益水平，潞城集体林场根据镇域
条件和特点进行了林分结构调整，结合林
地立地条件，采用适地适树原则，补植银
杏、丁香、金银木等耐干旱、耐阴的林木。
在重要景观节点、主干道两侧，种植野花马
兰、玉簪、二月兰、波斯菊等地被组合。在
春夏季节，潮白河大堤沿线形成了较好的
景观效果，引来民众前来打卡拍照，成为网
红打卡地。

此外，潞城镇与中国移动合作，创新搭
建巡林调度 5G“和对讲”平台，开启智慧护
林新模式。“和对讲”外形酷似一台传呼机，
但功能却要强大得多。它不仅可以进行实
时定位、一键报警、实时通话，还可以拍摄
照片、录制视频，与后台进行一键传呼，所
有村级林长、镇级林长、护林员的巡林时
长、路线、轨迹、点位都可以被实时记录，实
现“一目了然”。据悉，依托此平台，潞城镇
还建立了“一长两员”的林长队伍，设立镇、
村两级林长，由镇党委书记、镇长担任总林

长，二级领导班子担任镇级副林长；村书记
担任村级林长，村两委班子成员出任林管
员，集体林场为每村匹配一名专业护林员，
统一由村委会管理并规定每周的最低巡林
时长和巡林距离。目前，队伍规模已达一
百余人，实现了网格化全覆盖监管，确保每
片林不仅有制度管、有人管，而且管得牢、
管得好、管得专。环境卫生、园林绿化资源
保护、预防森林火灾、病虫害防治等都是巡
林的重点内容，确保林地及其周边无死角、
无漏洞监管。

通过高标准的抚育和养护工作，潞城
镇林木总体长势良好，达到了立地成景、立
地成林的管护目标，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构
建良好的森林生态系统打下坚实基础。

春暖花开之际，小刺猬、鹬、白鹭、野
鸭、野兔、山斑鸠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陆
续在潞城林地里安了家。时不时就要在
林场的红外摄像机面前拍拍照，留下自己
的“大头贴”。此外，蜘蛛、蝴蝶、芍药等
各 类 昆 虫 、植 物 也 在 潞 城 的 林 场 里 生
机勃发。

物种多样性是衡量一定地区生物资源
丰富程度的一个客观指标。从原来的零星
单一的几种生物，到现在的多物种、多品类
的各类生物，背后是潞城镇定位高层次发
展，注重生态、经济效益双提升的结果。

2021 年，潞城镇平原生态林保育小区
入选 2021年全市十佳平原生态林示范保育
小区。潞城镇在平原生态林养护区域内，
按照每 1000亩左右营建一处生物多样性保
育小区，每处面积约 100亩的要求建设了十
余处高品质的示范性保育小区。小区内建
设有小微湿地、本杰士堆、鸟巢、昆虫旅馆
等各种设施，针对性地种植一些食源和蜜
源植物，给野生动物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繁
衍条件，构建了多功能、多类型、多层次的

高质量绿色网络空间体系，培育了健康、稳
定的森林生态系统。

生物多样性突飞猛进，涵养水源、水土
保持、固碳效益、大气净化等方面也得到很
大改善。据统计，通过近几年的大面积造
林，潞城镇的蓄水量已达到 880万吨，减少
地表径流和土壤冲刷达 75%。森林固碳量
约为 1.55万吨，年释放氧气超 2.69万吨，年
清理空气尘埃可达 9.83 万吨，连续数月在
副中心空气环境检测排名中名列前茅，为
北京城市副中心良好的生态质量作出了突
出贡献。

目前，潞城镇的森林蓄积量已达146607
立方米，生态质量明显改观，风沙天气明显
减少，除受外来风沙天气影响外，刮风即
漫天灰尘的现象在潞城已经成为历史。

生态效益的不断提升，带来的是经济
效益的持续改善。2020年潞城镇在前疃村
试点开展林下经济，一期工程通过林下种
植食用菌建设林菌模式，每年可产食用菌
约 2-3万斤，经济收入 8-10万元。此外，潞
城林场在潞城药艺公园开展林下药用花卉

种植，面积共计 230亩，按照当前市场价格
测算，产值将达到 610万。目前，潞城镇现
有果园 481.8亩，苗圃 2424.8亩，育苗近 200
个品种、319216株，产值高达 2亿元。

未来，在充分保障林木质量不断提升
的前提下，潞城镇将适度发展符合区域功
能定位的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生态教育、
森林康养和森林体验等项目，带动百姓持
续增收。

高标准抚育 构建“智慧+生态”信息化森林养护系统

高层次发展 实现生态＋经济效益齐头并进

高水平服务 见缝插绿留白增绿让老百姓出门见绿

（（潞城镇政府发布潞城镇政府发布））（（金耀飞金耀飞 王凯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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