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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试点，整体保护，记者从市园林绿
化局了解到，去年本市已试点建设一批古
树主题公园，包括密云苏家峪古树乡村、新
城子“九搂十八杈”古柏主题公园、昌平十
三陵康陵古树乡村、檀峪村“青檀”主题公
园、东城东四古树街巷等。

今年年初，首都绿化办发布 2022 年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要求，要求各区、各单位统
筹协调古树名木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持续探索古树名木主题公园、保护小区、
古树街巷、古树社区、古树乡镇、古树乡村等
保护新模式，每区开展试点建设不少于1处，
加大古树名木及生境整体保护力度。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实
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一年。全市将
继续组织开展试点 20处。同时，要求各区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
整治、疏解整治促提升和老旧小区综合整
治等专项行动，逐步改善零散分布在乡村、
胡同及老旧小区内的古树生长环境，尽最
大可能拓展古树保护范围，增加营养面积。

根据《通州区古树名木保护规划》，城
市副中心及拓展区未来十年每年都要建设
一处古树公园。此外，区园林部门透露，城
市副中心还将在较多古树聚集的中仓街道
区域探索古树小区建设。

创新试点 整体保护

城市副中心有了古树公园和古树乡村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山水林田湖草沙”都是生命共同体，整体保护古树和生境，北京正在探索新方
法。落实古树精细化管理、“一区至少一试点”要求，城市副中心首个古树公园和首
个古树乡村落成，尽最大可能拓展古树保护范围，振兴美丽乡村，让古树资源和遗
产荫庇后人。

旷野、河岸、森林、湿地构成了北京东
南方向的“通风”廊道，在这片连绵的绿田
林木中，台湖万亩游憩园犹如首都二道绿
隔郊野公园项链环上的宝石。在游憩园
东部，凉水河西岸，四通八达的园路将人
引入深处一片静谧的“园中园”，这里便是
城市副中心首个古树公园，园内两株二级
古槐树参天蔽日，在夏日的阳光里洒下一
片绿荫。

两株古树树围都在280厘米左右，最大
冠幅达17.5米。仰视，遒劲的主干向天空伸
展；俯视，翠绿的玉簪从树根一直蔓延至游
客脚下，周边被几十株山杏簇拥着，仿佛昭
示着“森林之王”的地位。树下的防腐木坐
椅留住了不经意路过此地的游客，小坐时还
可看看一旁有关古树的历史故事介绍。

古树所在地原本为新河村。据记载，
元朝为解决大都城漕运问题，开修金口新
河。金口新河自北京城永定河左岸金口处
导引河水向东南流，至通州台湖镇新河村
入漷河。因金口新河汇入，所以漷河又称

新河，村名自清代沿用至今。
新河村历史悠久，不仅有金口新河遗

迹，村里的药王庙庙会也在附近上百个村
子中远近闻名。药王庙庙会曾延续两百多
年，后在药王庙旧址上新建新河小学，一直
沿用至上世纪 80年代。昔日的药王庙、新
河小学如今都已不在，但正殿前这两株历
经沧桑的古槐树仍枝繁叶茂。

如今，新河村已成为城市副中心西部
生态带的一部分，也是台湖万亩游憩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形成“春花万
枝、多彩森林”的景观特色，不仅与周边村
庄协同发展，村园共荣，打造具有地域特色
的艺术农业绿色空间，还将为台湖演艺小
镇提供森林演艺区，成为演艺小镇的绿色
新地标。

新河已搬，游园正建。为了留住这份
乡愁，区园林绿化局在建设万亩游憩园的
基础上，围绕两株古树修建了这座古树文
化公园，探索古树名木及其生境的整体保
护新模式。

沿着潮白河大堤路一路向南，左手边潮
白河对岸是大厂樱花公园，右手边被潞城林
场包围的康各庄村，便是城市副中心第一个
古树乡村。

走在康各庄村主干道上，上百株龙爪槐
齐整整“夹道欢迎”，直通村庄腹地，一株粗壮
的国槐探出身子，树下是一片公共空间，村民
们常在这里歇脚、打牌、话家常。

古树南侧民房墙画还原了当年的村貌，
画里的磨盘勾起了村民刘志祥的乡愁。“当年
农闲时，就用它磨豆腐，一磨就是三十四年。”刘
志祥说，如今他已经70多岁了，树还是老树，树
下还是老磨盘，只不过曾经帮他维持生计的

“老伙计”，如今成了休闲生活中的牌桌。
康各庄村明代已成村，相传“靖难名臣”

大将军张玉的后人在此建村。古树旁自古便
是游商歇脚、童叟乘凉之地。去年，借着给古
树体检，区园林绿化局将这里列为通州区首
个古树乡村，意在将古树及其生境整体保护。

而对于这个基础薄弱的农业村来说，依
托古树还有更多期待。“比如，农村人居环境
提升，绿化品质升级，从古树美发展到庭院
美、村庄美，甚至是生态美、生活美。”康各庄
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李晓鑫说。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北京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文件，全面
提升乡村面貌，丰富乡村生活。城市副中心
的古树中，有三分之一分布在郊区乡村，如何
将“古树+乡村”有机结合，打造一批市民群
众看得见、走得进、可科普的古树名木保护示
范项目，是古树管理部门在“十四五”期间的
重点工作。

“围绕古树打造古树乡村，不仅可以有针
对性地改善古树的生长环境，也充分提升了
所在乡村的绿色品质，以古树资源和乡村文
化为基础，要将城市副中心拓展区乡村发展
成记得住乡愁、留得下乡情的美丽家园。”区
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说。

古树公园探索古树名木生境保护新模式

古树乡村带动建设乡情美丽家园

今年继续探索建设古树公园和古树小区

古树园中古树园中，，古树身上的年轮古树身上的年轮、、树瘤记录着老树沧桑的历史树瘤记录着老树沧桑的历史。。

城市副中心修建首个古树文化公园城市副中心修建首个古树文化公园，，探索古树名木及其生境的整体保护新模式探索古树名木及其生境的整体保护新模式。。

康各庄村中一株粗壮的国槐康各庄村中一株粗壮的国槐，，像一把绿色巨伞为村民遮阳像一把绿色巨伞为村民遮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