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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添国家级城市名片 为京津冀森林城市群建设探索经验

城市副中心成为北京平原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
本报记者 陈施君

森林总面积达45.42万亩，比“创森”初期增长17.3%；森林覆盖率33.43%，提高4.96%；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0.47%，提高15.82%……
历时五年，城市副中心各项“创建森林城市”指标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并顺利通过验收，成为北京市第一个荣获“国家森林城市”荣誉
的平原区。昨日，北京城市副中心在大运河森林公园举行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新闻发布会，副区长秦涛和区园林绿化局局长
胡克诚介绍了通州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的历程及工作成效。

截至2021年底，副中心森林总面积45.42万亩，比创
建初期增长17.3%；

森 林 覆 盖 率 33.43% ，提 高 4.96% 。 林 木 面 积 为
36829.7公顷，林木覆盖率为40.66%，提高4.38%；

副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0.47%，提高15.82%；

公园绿地面积为 3331.35公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为18.11平方米，人均增长5.36平方米；

城区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87.33%，超过指标要求7.33个百分点；

副中心居民每万人拥有绿道长度达2公
里，超过指标要求1.5公里。

“不出城郭而获山水之怡，身居闹市而有林泉之致”。副
中心建设国家森林城市，给市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胡克诚介绍，五年来，城市副中心绿色空间持续拓展，百
姓推窗见绿更加宜居。68处口袋公园、小微绿地，40余处生态
科普教育基地，星罗棋布；48处村头微型公园、416处村庄公共
休闲绿地，亮点纷呈；4万平方米屋顶绿化、20条风景林荫路，促
进区域绿化美化提档升级。创森至今，全区已建成国家森林乡
村 22个，首都森林城镇 4个，首都绿色村庄 12个，森林村庄 8
个，花园式单位15个，花园式社区8个，实现了百姓出门“300米
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在城市副中心，市民们最直观的感受是，公园越来越多，
游园体验越来越好了。胡克诚介绍，目前，城市副中心公园均
好分布、级配合理。东郊森林公园、张家湾公园等多处大型公
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攀升，通过结对帮扶、开展群众性游
园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等措施，极大提升了人民群众游园
体验感。目前，以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大运
河森林公园为主体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
已全面开放。今后，城市副中心将积极探索公园城市建设，构
建“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新格局，真正实现由“到公园去”
到“在公园中”的副中心公园建设愿景。

通过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城市副中心的林业碳汇能力
也显著提升。

胡克诚介绍，通过两轮百万亩造林建设，城市副中心做好
生态碳汇“加法”，加强高碳汇乡土树种的应用，营建乔灌草
复层结构或异龄、针阔混交林，提高树木综合生长能力，提
升碳汇和生态效益。通过建设公园绿地和城市立体绿化，
做好碳排放“减法”，缓解热岛效应、减少城市污染，实现间
接减排。据统计，城市副中心林地、绿地、湿地年碳汇量已
达 50.2 万吨，每年约有 71 万立方米修剪剩余物得到资源化
利用，森林单位面积碳蓄积量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今年，城
市副中心首个碳循环公园和首个区级 5G 自然科普教育基
地已基本建设完成。

在持续汇聚绿色资源的同时，森林城市建设也带动了森
林经济向好发展。据介绍，城市副中心在全市率先将25万余亩
生态林全部移交乡镇集体林场养护管理，每年带动绿岗就业
5000余人，本地劳动力占比近九成。

同时，积极推动全区林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建的高产高
效现代化果园逐步转向标准化、规范化，形成了“通州大樱桃”
等品牌；以林下种植、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等方式为主的林下经
济，不仅提升周边生活品质，而且有力带动百姓增收。

“创森”成功后，下一步城市副中心将在哪些方面发力？
秦涛介绍，未来将进一步提质增效，提升绿色公共福祉。完善

“林、田、水、湿”相互融合的区域绿色系统，强化生态廊道建
设，夯实生态本底。完善全域湿地生态系统，优化中心城区生
态网络格局，大力推进涉绿海绵城市工程建设。精准开展森
林抚育和近自然健康经营，提升森林质量，并根据城市景观
林、生态林、文化林等不同功能需求，探索森林定向培育和经
营管理技术。全面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的服务水平，落实公园
城市理念，更好地发挥公园服务功能。

在文化助力，塑造绿色景观精品方面，副中心将推进城市
滨河景观体系建设，推进五河沿线区域滨河景观提升。高水平
推进道路绿化建设，重点推进老城区支路街巷绿化品质。推进
精品绿化乡村、绿化镇区建设，实施100个“精品乡村公园”建
设，塑造与地域文化主题匹配的“一镇一景”绿化景观风貌特
色。全面实施城区园林绿化精细化管理养护，完成50余条道路
精品绿地的创建工作。推进北运河—潮白河沿线、生态绿洲地
区生态景观建设整体提质，引领区域生态建设协同发展。

城市副中心还将通过创新驱动，打造绿色产业试点，将全
力推进“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商务服务、文化旅游、

现代种业”六大产业集群化、绿色化发展，建设一批数字技术
与绿色经济融合创新平台。大力培育绿色金融生态，深入开
展全国气候投融资试点工作，积极承建全国自愿减排交易中
心，加快设立国际绿色投资集团，打造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
交易所，让更多国际化、专业化的绿色产业要素加速向城市副
中心集聚，为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在构筑绿色生态示范方面，城市副中心将以提升蓝绿交
织、水城共融的副中心城市生态品质为导向，持续完善“三网、
四带、多水面、多湿地”水系格局和“两带、一环、一心”的城市
绿色空间格局，优化城市公园绿地服务设施。进一步深化“一
微克”行动，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副中心蓝天白云成
为常态，水清岸绿触手可及。持续强化区域合作，以生态修复
和生态示范为重点，加快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建设，与北三县
共享绿色生态空间，不断引领京津冀生态领域协同发展。

“未来，城市副中心将进一步深化巩固创森成果，继续对
标党中央精神要求、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和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目标定位，以实现‘双碳’目标为引领，聚焦关键领域，强化能
源、生态、文化三大重点支撑，加快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
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副中心绿色发展再上新台阶。”秦涛表示。

“创森成功对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秦涛说，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副中心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
动实践和有力见证。城市副中心的创森工作从规划编制到高效
实施，全过程高度融入和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民生观，“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
体”的系统观，以及“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的共治观。

秦涛表示，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副中心增添了一张
含金量极高的国家级城市名片。“此次副中心成功创森，是副
中心继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后，获得的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
不仅展现了北京平原地区森林城市的独特风貌，为我国北方
平原地区生态建设提供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副中心样板，
更是将‘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打造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张
闪亮的城市名片。”秦涛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处衔接京津冀的核心地带，是京津冀
森林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京津冀区域生态建设统筹协
调的关键区域。成功创森也为京津冀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
作出了积极探索与示范。“我们着眼京津冀全局，率先启动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扎实推进潮白河国家森林生态景观带
等工程，有效提升了城市森林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健康，有力推
进了京津冀地区生态协同发展，为京津冀国家级森林城市群
建设探索了副中心经验，作出了副中心贡献。”秦涛表示。

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主要承载地，城市副中心通过创
建森林城市，大尺度建绿、大密度增绿，有效治理了“大城市
病”，逐步构建了稳定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稳步改善城乡人
居环境，人民群众对绿色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大幅提高，为
副中心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打下了坚实的生态
基础，厚植了靓丽的生态底色。

秦涛表示，绿色是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最好标
志。2021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副中心要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并
在构建绿色空间、发展绿色产业、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提
出了具体要求。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进一步改善城市生
态，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使副中心绿
色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更淳、基础更牢、特点更突出，为副中心推
进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提供了硬核支撑。

成绩 36项创森指标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标准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绝非一夕之功。早在 2017年 9月，副中心就正式启动国
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同年 10月通过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申请备案。秦涛介
绍，2018年，通州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高标准编制了《通
州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2018-2035年）》。

有了时间表，又定任务书。自 2019年起至 2022年，副中心每年制定并下发
《通州区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工作方案》，有序实施了百余项园林绿化工程，有效推
进了水系治理和环境综合整治等。到 2021年底，副中心森林网络、森林健康、生
态福利、生态文化和组织管理五大体系 36 项创森指标全部达到或超过国家标
准。今年4月顺利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11月3日被正式授予“国家森林城
市”称号。

“水韵林海、千年绿城”，围绕这一规划愿景，五年来，城市副中心坚持大尺度
绿化，努力探索首都平原区创森路径。秦涛介绍，在上一轮百万亩造林新增 19.3
万亩绿化的基础上，这几年副中心又启动实施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园林绿化三年
行动计划》和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实施造林 20余万亩。建成东郊森林公园、
台湖公园等万亩以上森林公园8处，千亩以上森林组团32处，建成并开放各类公
园51处，建成北运河绿道、运潮减河绿道等375公里。

几年间，通过科学规划，城市副中心形成了“两带、一环、一心”绿色空间布
局。在东部，实施潮白河森林生态景观带等 8项工程，新增生态绿带 3.5万亩，促
进了京津冀生态协同；在西部，实施永顺城市公园、台湖万亩游憩园等 6项工程，
新增生态廊道2.6万亩，增强了副中心和市中心城区的生态联系。在副中心环城
绿色休闲游憩环上打造的 13处公园，目前已建成 9处，正在推进实施 4处。在核
心区域，占地 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于 2020年 9月对外开放，现在
已经成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

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筑牢野生动物保护基础。2021年至今，城市副中
心累计建设了生态保育小区49处，通过搭建本杰士堆、人工鸟巢和昆虫旅馆等方
式，为野生动物提供繁衍生息的拟自然环境。目前共监测到野生鸟类 357种，其
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4种，大鸨、白鹭等珍稀鸟类迁徙到副中心越冬受到了市民
的广泛关注。

城市副中心还积极培育繁荣兴旺的森林生态文化，增强市民植绿、爱绿、护绿
意识，鼓励全民参与。其中，充分利用义务植树基地、园艺驿站等 40余处生态科
普教育场所，每年举办特色活动200场以上，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超过5800万人，市
民创森支持率、知晓率和满意度均达到90%以上。

通过五年的创建，一组组亮眼成绩跃然而出：

一串串数字，生动诠释了绿色已经成为城市副中心最亮丽的城市底色，副中
心正在“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林海之间加速崛起。

惠民 森林单位面积碳蓄积量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意义 为京津冀国家级森林城市群建设作出示范

展望 未来将建设100个“精品乡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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