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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是投票师。
北京动物园研究员崔多英一踏入生态
保育核，手中记录的笔就没停过。红
隼、雉鸡、喜鹊、黑翅鸢、山斑鸠、雀鹰、
沼泽山雀、棕头鸦鹊……一下午时间，
他透过高倍望远镜观测到 12种野生鸟
类近 40只鸟，其中不乏雀鹰、红隼等珍
稀猛禽，这让他非常惊喜。“猛禽在大自
然中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说明城市绿心
森林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达到了一定程
度，已具备一定的生态承载力。”

在一棵茂密的老槐树下，崔多英有
了新的发现。一堆灰白相间的羽毛散
落一地，旁边还有些毛发的结块。“这应
该是一只灰喜鹊被猛禽猎杀的‘犯罪现
场’。”崔多英捡起地上的羽毛，仔细观
察后说。“收拾得很干净，只剩下羽毛
了，‘凶手’估计是鹰、隼类猛禽。”在不
远处，还发现了长耳鸮等鸮形目鸟类吐
出来的食丸，崔多英小心地收集起来，
留作科研之用。

这不是崔多英第一次踏进生态保
育核，2021年夏天，作为北京动物园鸳
鸯保护项目组负责人，他带领团队在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福泽湖野化放归了
24 只小鸳鸯。其中有 8 只鸳鸯身上佩
戴有 GPS 定位设备，以便 24 小时追踪
和记录它们的实时位置。崔多英很快
发现，小鸳鸯们晚上会在福泽湖附近夜
宿，这是它们野化放归最开始的地点，
有点像它们的“家”。但白天，这 8只鸳
鸯的信号则会出现在生态保育核内。
当时为了研究鸳鸯栖息地的规律，崔多
英联系公园，第一次踏进了生态保育
核。循着GPS定位，他一路找到了小鸳
鸯们，原来，这是生态保育核内比较低
洼的一片区域，雨季自然形成了一条浅
浅的“河”，小鸳鸯正在这里玩得不亦乐
乎。“真的是天性使然，它们很快就找到
了绿心公园里生态最好、人为干扰最少
的地方。”他说。

如今未到雨季，这片低洼的区域没有
积水，干涸的泥土上显出许多小脚印。“这
都是鸟儿们留下的，从大小看应该是一群
雉鸡。”崔多英仔细端详后判断，“浅而流动
的水能够为鸟类提供洗澡和饮水场所，所
以能成为它们的聚集地。”

城市绿心工作人员介绍，保育核内
安装了红外相机、动物声纹监测仪等设
备对小动物的活动进行监测。截至目
前，已观察到灰脸鵟鹰、雀鹰、纵纹腹小
鸮 3 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斑啄木
鸟、星头啄木鸟等北京市一级保护动物
5种，环颈雉、绿头鸭等北京市二级保护
动物15种。

本报记者 陈施君探访绿心生态保育核

在北运河南岸，占地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已成
为市民乐享之地。从设备林立、污染严重的工业区变身近零碳排
放、充满活力的大公园，城市绿心只用了短短数载。

公园正中央有一块被星型环路环抱的神秘区域，从未对公众
开放。这是当年东方化工厂的核心区，建园之初，经多轮研究，这
片78公顷的区域作为“生态保育核”，采取封闭管理，希望借大自
然的伟力实现生态修复、生物群落演替。

近三年过去，大自然的修复效果如何？生态保育核里呈现怎
样的景观？近日，记者跟随北投绿心公司游客服务部副部长运向
杰、北京动物园研究员崔多英，独家探访了这片神秘区域。

森林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方向入口处，一对颇
具历史感的麒麟雕塑巍然矗立，仿佛在无声讲述
那段工业记忆。这里曾是东方化工厂的厂区入
口，从铜制沙盘再往里走数百米，一道近2米高的
绿色栅栏赫然出现，“生态保育核，谢绝入内。”栅
栏里面正是昔日东方化工厂的核心区。

石子铺成的简易路、漫过膝盖的荒草，与对外
开放园区的秀美精致迥然不同，生态保育核内呈
现的是乡土草木疯狂生长的苍劲之美。路两侧的
植物并不齐整，甚至看上去有些随意和凌乱，但这
恰恰是自然本身的样子。嘎吱嘎吱走在石子路
上，颇有几分探险之趣。

运向杰是原城市绿心专班成员，亲身见证了
城市绿心从设计蓝图到盛大开园的全过程。他回
忆，2018年 6月至 8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国际征集”活动
吸引了来自美、法、德、澳等 6个国家和地区的 16
个机构和团队报名应征，综合各征集方案的先进
理念和设计优势并整合，最终确定现有设计方案。

其中，对于生态最脆弱的核心区——原东方
化工厂主要污染区，纳入“生态保育核”，通过保留
自然植被、植物播种、种植混交林、异龄林等多种
方式，促进污染物的自然衰减，把土壤污染风险管
控与园林造景有效融合，构建不同类型植物群落，
用生态的方法实施生态修复，形成生物多样性和
生物栖息地最丰富的区域。

因为保育核所在地曾经是土壤污染区，绿化
施工时覆土两米，把土方堆积成微地形，在垫高的
土层上栽植树木，且与周围的景观开放区不同，核
心区的林木栽植密度要低得多，以疏林草地为主，
为下一步的自然演替留出空间。

生态保育核里新老树混杂，既有新植的小树，
也有从别处移植来的郁郁葱葱的大树，枝叶交叠，
阳光透过缝隙在地面投射出好看的斑纹。保育核
里种植的植物树种和对外开放园区也略有不同。
运向杰介绍，保育核里的树种以先锋植物、乡土植
物、固氮植物、长寿树为主，这些植物适应性强，皮
实好养，通过混合播种，能渐次形成荒草、灌草、疏
林、密林的风貌，构建出近自然的森林植物群落，
利用植物新陈代谢、根际降解以及生态群落的扩
大等，以自然生命力来修复污染区域，恢复自然生
态系统。

用预留城市荒野的方法修复生态完成演替，
这在北京的城市公园中尚属首创。

在石子路的尽头，兔子形状的镂空
指示牌分外醒目。“这里经常有野兔出
没。”运向杰笑着说。正说着，一个蹦蹦
跳跳的灰色身影在远处倏忽一闪，没了
踪影。

别说在生态保育核内，就是在对外
开放园区，对于绿心工作人员来说，看
到野兔、刺猬、松鼠都不是什么新鲜
事。运向杰曾经在最热闹的星型环路
上看到野兔一家浩浩荡荡过马路，兔子
爸爸和妈妈带队，后面还跟着几只蹦蹦
跳跳的兔宝宝。

早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设计阶
段，设计师就邀请动物行为专家列出

“目标动物”清单，然后根据不同动物的
习性开展近自然绿化。“当初建林子的
时候，就考虑到了生物多样性，食源蜜
源植物占到了38%，为的就是吸引鸟类
和小型哺乳动物等来这里安营扎寨。”
运向杰说。

记者看到，保育核内树阵排列错落
有致，树下有参差的灌木以及种类丰富
的地被植物。栽种的乔灌木中有相当
一部分是蜜源、食源植物，如结果实的
油松、山楂、枣树，花蜜充沛的丁香、刺
槐等。这都是给小动物们果腹的“口
粮”植物。

通过精心的细节处理，小动物们还
有很多“福利”，比如东方化工厂遗留的
钢筋混凝土水池，池壁进行防水处理
后，成为小动物的饮水池；林间预留洼
地蓄积雨水，方便小动物饮水；为了方
便小动物迁徙，生态保育核外围设置了
60 至 80 米宽的植草沟和灌木丛，形成
生态缓冲带，在生态保育核围栏下方也
留有近 20 厘米的空隙，每隔一段设置
断点，仅以带刺灌木作软隔离，人无法
自由穿行，小型动物却能来回穿梭。此
外，公园建设时，在市政路下设计了高
0.5米、宽 2到 3米的混凝土方涵，既能
在夏天排除雨水，也可作为动物迁徙廊
道。为了让它们不受干扰，生态保育核
内夜间不设路灯减少城市“光污染”。

有了如此惬意舒心的生活环境，小
动物们呼朋引伴来此尽情撒欢儿，丰富
的生物多样性已经显现。开园仅一年，
就监测到近 50种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
在绿心内安家落户，包括纵纹腹小鸮、灰
脸鵟鹰、雀鹰等多种国家级保护动物。

在生态保育核中漫步，
会发现很多像深井一样的设
备。北投生态环境公司庞
宏伟介绍，这是地下水、土
壤、大气的长期监测井，用
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
的效果究竟如何，还需要数
据来佐证。

开园以来，城市绿心建
设方北投集团采用了定期环
境监测+分析评估的模式，对
生态保育核开启了为期 30
年的监测。保育核内建设了
地下水、土壤气长期监测井，
针对环境空气、土壤气、地下
水、生态开展环境管控，同时
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
测环境空气和地下水环境质
量。其中针对不同监测对象
设置不同的采用监测频次，
例如地下水样品是 1 月一
次，同时每季度增加部分监
测指标，环境空气两月一次
等。目前监测结果显示，生
态保育核区域生态环境持续
向好，环境空气达标，地下水
流场稳定，生态恢复得比想
象中要快。

生态保育核的模式还获
得了诸多奖项。基于城市绿
心和生态保育核的绿色管控
模式由全国土壤污染防治部
际协调小组办公室作为典型
经验案例向全国推广示范，
并入选2022年度十大绿色典
型案例。

目前，绿心内建立了多
个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专项
课题示范基地，制定了多项
团体标准并促进多项国际领
先水平的重要科技成果在此
落地转化。相关技术成果于
2021年经中国环境科学学会
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荣获了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
技术进步奖，2021 年度环境
保护科学技术奖和北京市环
境技术进步奖、2022 年北京
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一等奖等。

生态保育核内，昔日化
工厂，已变身城市副中心生
态氧吧，并为污染场地治理
行业发展提供了可借鉴性经
验；生态保育核外，城市绿心
正不断探索去建设更有趣、
更有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生态优先的理念下，人与自
然和谐共处、相得益彰。

秘境
城市荒野

动物乐园

生态成果

鸟类天堂

副刊·观察

驾驶跨省公交25年见证发展变化

清晨4时许，位于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
的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第一车队灯火
通明。香河总站到大北窑南的 938路快车
驾驶员朱建波准点出车。

香河白庙村南口、安抚寨村、香河新开
街东口，是938快的前3站。这段距总站不
到 3公里的路程，周边分布着多个居民区。
三站后，定员近50人的公交车已全部坐满。
为满足运力需求，每天高峰时段，938快的发
车间隔已缩短到5分钟并开有区间车。

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河人，能成为跨省
公交的驾驶员，朱建波很自豪。他也亲眼
见证着跨省通勤客流越来越多、线路越来
越便利。1998年，27岁的朱建波正式加入
北京公交集团成为 938 路的驾驶员，当时
938路从现在的香河总站出发，经过通州区
觅子店、漷县、张家湾等地，最终抵达北京
站。朱建波回忆，当时938的客流量比现在
少很多，大部分乘客是从北京回香河。到
了 2010年前后，北京工作在香河买房的人
越来越多，每天赶早上班的通勤族开始坐

满车厢。
除了 938路公交车，朱建波还曾是 810

线路（原 938 支 1）的驾驶员。这条线路运
营区间为香河总站至通州西站，途经103国
道、九棵树东路、新华南路等道路，如果说
他在938上见证了通勤人员的增多，那么从
810路沿途更看到了副中心的变化。

810路一路经过副中心的赶水坝、牛牧
屯、西集一带的沿河大堤路。以前，这段路
狭窄不平坦，而且是双向单车道，大货车
多，每次开车都得打起十二分精神。随着
副中心的快速发展，沿线道路已全部拓宽，
全路段不仅变为双向四车道，还安装了隔
离护栏、照明设施。道路环境好了，线路舒
适度、安全性都大幅提高。

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作为邻居
的副中心和香河，居民往来也越发紧密。
每到周末，朱建波的车上准会有“满载而
归”的乘客，他们有些是坐公交去香河逛家
具城，或者购买农家新鲜果蔬的通州人，有
些是去北京办事、串门或者带家人游玩的
香河人。家住香河的刘大爷每周去潞河医
院看病拿药都坐朱师傅的车，久而久之成
了老熟人，每次刘大爷上车，朱建波都会起

身搀扶。上礼拜刘大爷看病时，专门给朱
建波带了一袋自家包的粽子。

朱建波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和珍惜，
他说自己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受益者。

不仅自己的收入有保障，而且随着不少北
京企业在香河建厂，原本没有上班的妻子
也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的生活得到
很大改善。（下转2版）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25条跨省公交线路服务北三县
日均承载通勤人员14万人次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北京南四环，云筑项目正在拔地而起，一
件件混凝土预制构件正在稳稳地进行吊装。
天津宝坻区，北京住总集团国家级绿色建筑产
业园，一批批混凝土预制构件有序生产并被运
输到施工现场。

伴随着“京标服务”落地天津，记者昨天从
住总集团获悉，这一产业园的设计年产能已逼
近12万立方米，其产品正大规模反哺京津冀绿
色建筑市场所需，逐步改变了以往施工时现场
浇筑所带来的低效与污染等问题。

绿色园区年产能12万立方米

北京住总集团国家级绿色建筑产业园坐
落于天津市宝坻区林亭口镇，占地高达 300余
亩。这里是住总科贸公司及所属制造业子企
业住总建筑科技公司把握装配式建筑和绿色
建材产业发展机遇，打造的集科技研发、设计
制造、生产加工、施工装配等于一体的多元化
生产基地。园区内拥有两个现代化大型预制
混凝土构件产品（PC构件）生产车间，并配套建
有5座大型产品堆场。

在一池秀水之畔，高耸的车间内配备了 7
条现代化生产线及先进的生产辅助设备，具备
研发成果转化和批量化生产能力，设计年产能
约 12万立方米。产业园中还有一座拥有三条
生产线的门窗生产车间，具备断桥铝合金等多
品类的建筑外窗年产能约10万平方米，以及一
座金属结构生产车间，配有钢铝散热器生产线
及金属制品生产线。（下转2版）

北京研发天津制造初显成效

“京标服务”落地天津反哺京津冀市场
本报记者 赵鹏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张雍
冉云峰）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获悉，自明
天起，中国铁路北京局对京津城际、京唐城
际、唐曹线等线路列车运行图进行调整，并
精准实施“一日一图”。京津城际列车部分
车次采用重联或长编动车组列车的方式有
效提升运力。

京津城际运行图调整后，周一开行117
对列车，其中 17对为复兴号重联动车组列
车，G8951/8952 次为长编动车组列车；周
二至周四开行 114 对列车，其中 G8951/
8952 次为长编动车组列车；周五开行 125

对列车，其中 18对为复兴号重联动车组列
车，G8951/8952次、G8939/8938次、C2229/
2236 次、C2232/2233 次为长编动车组列
车；周六开行 120 对列车，其中 17 对为复
兴号重联动车组列车 ，G8951/8952 次、
G8939/8938次、C2229/2236次为长编动车
组列车；周日开行 124 对列车，其中 18 对
为复兴号重联动车组列车，G8939/8938
次、C2229/2236 次、C2232/2233 次为长编
动车组列车。

此外，为有效服务北京至唐山、曹妃甸
沿线民众出行需求，北京至唐山间调整2对

动车组运行区间，优化调整部分车次运行
时刻，北京至唐山部分列车可便捷接续唐
山至曹妃甸的部分列车，运行图调整后，乘
坐火车从北京去往曹妃甸最快压缩至 1小
时58分钟，进一步加强京唐间交通联系，推
动加快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建设，更好地发
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作用。

中国铁路北京局针对旅客出行高峰时
段运力较为紧张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析客
票数据、发放调查问卷、现场走访了解等方
式开展调查研究，找准问题关键，通过深入
挖潜、优化运行组织，努力提升高峰时段的

运输能力。此次运行图调整后，将有效满
足京津间旅客出行需求，让“轨道上的京津
冀”再升级，更好服务“双城记”，让人民群
众共享铁路高质量发展成果。

铁路部门提示，新的列车运行图实施
后，车次及开行时刻均发生变化，请旅客及
时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中国铁路客服中心
www.12306.cn 网站（或“铁路 12306”APP）
查询相关信息。如果旅客乘坐的是重联动
车组，因重联动车组由两列动车组连接而
成，中间的 8号和 9号车厢不能相通，请按
照工作人员的引导进站上车。

京津城际列车扩容“轨道上的京津冀”再升级

居住在津冀，工作在北京，看似不可思议的生活轨迹，却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毗邻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河北廊坊北三县每天有大量乘客乘坐公交跨省通勤。自1996年北京公交集团运营首条跨市
域公交线路以来，如今北京公交集团服务于北三县的跨省公交线路已扩展至25条，日均承载通勤人员14万人次。

本报记者 刘薇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工程 01标段施工现场，来了一位“高手能
人”，它无畏烈日，不知疲倦地在高空进行
着焊接作业。此项智能设备正计划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施工效率比操作熟练的一
级焊工还要高出3倍以上。

中铁十六局集团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01标项目工程部工区
长刘甲振介绍，在建筑工地上，焊接作业
普遍采用人工二氧化碳气保焊的传统方
式，作业过程会产生刺眼的弧光和浓重的
烟尘，人工作业无法长时间进行。而焊接
机器人作业采用的是埋弧焊工艺，焊剂不
仅可回收，还实现了无弧光无烟尘，最重
要的是可按设定的焊接速度和焊接电流
电压自动行走焊接，减少人工干预，焊缝
均匀饱满无熔瘤，施工人员安全和工作强
度都得到了大幅改善。

记者注意到，机器人在焊枪移动的前
方，加装了“探测眼”——激光指示灯，激
光束会直接打在焊缝的中心，并通过反馈
随时调整焊枪的左右位置，确保焊枪始终
保持在焊缝中心，从而保证焊接质量。中
铁十六局集团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 01标项目总工程师王伟威介
绍，该项目正处在主体施工阶段，建设中
涉及大量钢管柱环板焊接作业，而研发的
此款焊接机器人不仅不受天气影响，能全
天候开展焊接，整机还可快速拆装实现灵
活转场搬运，很好地解决了人工作业效率
低的问题。同时，机器人还可以匹配多种
尺寸的钢管柱焊接，这样不仅大幅提高了
施工效率，也提高了施工焊接质量，并减
少了三分之一的劳务及材料费用支出。

除了焊接机器人，施工场地还配备了
不少智能化设备。全自动洗车棚，可实现
对施工车辆全方位、自动化清洗，既提高
了工作效率，节约了施工用水，又能减少
人员投入；山猫扫地车，只需配备1名司机就可完成对施工场地
的清扫，解决了需要施工作业人员往复清理施工场地的问题；自
动化喷淋系统，可根据施工需要，实现对现场湿作业的智能化管
理……记者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该项目
部成立了夏源劳模创新工作室，近三年就申请国家专利 4 项。
同时联合北京工业大学，先后成立了BIM建模与平台运维两个
团队，开发施工管理相关模块应用，通过智能化和科技化对工程
施工全过程进行优化和提升，进一步打造智慧工地。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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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焊接机器人工作中的焊接机器人。。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938938路快车路快车，，大量乘客乘坐公交进行跨省通勤大量乘客乘坐公交进行跨省通勤。。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北京住总集团国家级绿色建筑产业园内北京住总集团国家级绿色建筑产业园内，，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操作设备生产车间工人正在操作设备。（。（北京住总集团供图北京住总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