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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古树也有烦恼。它的
根系呈放射状向西面八方延展，
早已拱出地面，顶碎方砖。居民
来来往往，导致部分根系因踩踏
而磨损受伤。

数月前，通州区开始着手复
壮这株枫杨古树，最主要的手段
便是保护它的根系。在这次工程
中，树下的方砖被拆掉了，覆上 30
厘米深的土壤，再铺上透气、透水
的木地板，让根系能够充分吸收
营养且自由呼吸，行人也不怕被
根系绊倒了。

今年，通州区采用“一树一
策”的方式，总共复壮了 19 株古
树，包括国槐、桧柏、楸树、丝棉木
等，分布在7个街道乡镇。通过整
理树冠、打支撑、修复树洞、抱箍
加固、病虫害防治等手段，这些

“绿色活化石”将更加健康，效果
在未来几年内就能显现。

建成5个古树保护小区

郝家府路和崇善中街的路
口，一株国槐矗立在一处高坡
上。一街之隔，就是东迁后的北
京市委办公地。

“有人说郝家府国槐看起来
不像古树，因为它比较瘦小。”通
州区创森办的刘平说。体格瘦小
是因为先天不足，它生于一个大
土坨上，土里没多少营养，树体自
然不够壮实。“去年，我们对国槐
做了一些复壮措施，稀稀拉拉的
叶子才变浓密了些。”

今年春，郝家府国槐被正式
认定为二级古树，树龄在200年往
上。在复壮的基础上，通州区又
为它建设了一座古树保护小区。

古树保护小区蕴含着一种崭
新的保护理念：不但要保护树木
本体，也要保护周边的整体生境；
不但要改善古树长势，也要在市
民心中种下爱绿的种子。

郝家府国槐最大的问题在于
营养不足。针对土壤储水能力差
的问题，古树小区建设时在周边
修建了挡墙，树下种植了丹麦草、
大叶黄杨、月季、丁香、迎春等花
灌 木 ，既 好 看 ，还 能 减 少 水 土
流失。

古树所在的郝家府村已搬迁
上楼，村民对古树的感情却很绵
长。有一次相关部门踏勘时，恰
逢一位村民来看望古树，老人家
说，他们小时候都曾在树下嬉戏
玩耍。“请你们一定要把树保护
好，只要树还在，我们就能认得出
老宅的方向。”老人说。

出于对这份感情的尊重，古

树保护小区还将制作 5 块宣传科
普牌，记录古树的情况、村子的历
史等信息。

除了郝家府，董马各庄村今
年也建设了一处古树保护小区。
与之拥有同样的理念，潞河中学、
通州二中建设了古树校园，台湖
镇则建设了一处古树公园。

为150株古树把脉体检

明清时代，通州是运河北端
的漕运重镇，诸多的庙宇、码头周
边常栽植槐柳榆柏。不论是皇木
厂村600多岁的古国槐，还是从燃
灯塔顶移栽下来的 300 多岁老榆
树，都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城市
变化。

据统计，城市副中心现存古
树名木150株，分布在15个街道和
乡镇。每隔一两年，通州区的园
林绿化部门都要为古树做一次基
础体检，跟历史数据进行比对、分
析，以确定下一步的保护计划。

体检通常会选择在夏天，项
目细致而繁多。古树体检的施工
方负责人邢子龙介绍，他们会测
量树木的高度、冠幅、胸径、新梢
长度等，从而反映生长量。此外，
工作人员还会采撷新鲜的树叶和
泥土，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
土壤的温湿度、盐碱度以及营养
元素可以折射古树的生长环境，
是 判 断 根 部 健 康 程 度 的 重 要
指标。

近几年，树木体检用上了先
进的仪器。比如，在测量树干是
否“空腹”的时候，有经验的师傅
用小皮锤敲敲树干，便能通过声
音判断出来。若要进一步细查，
则要用上应力波探测仪进行无损
检测，能够精准测出树干的空
腹率。

这台机器的工作原理有些类
似“彩超”。做检测时，工作人员
会在古树树干的不同位置放置声
波传感器。声音在不同介质中的
传播速度不同，因此，传感器可以
绘出一张“彩超图”，从而判断哪
个部位有腐烂空洞。

眼下，邢子龙正在和同事们
忙着分析数据。他告诉记者，体
检报告虽然还没出炉，但前几年
做过复壮工程的古树，如今已经
肉眼可见变得更壮实了。比如台
湖镇的一株古国槐，今年发芽更
早、落叶更晚，叶子的颜色也更
深，这说明树体比从前更健康了。

下一步，通州将通过林长制
让古树保护工作更精细化，“绿色
活化石”也将更长寿、健康。

（上接1版）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北京市通州区档案馆
于 2023年 12月 18日由北京市通州区新华北路
161号迁至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北街 53号，12月
15 日闭馆一天。联系电话：010-69546449；查
阅电话：010-69545300。

特此公告。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昨天，记者在
本市召开的“两区”建设新闻发布会上了
解到，前不久，国务院批复同意《支持北
京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建设工作方案》（以下简称示范区 2.0方
案），示范区 2.0方案围绕推进服务业重
点领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兴业
态规则规范等六个方面，提出170多项任
务举措。其中包括积极创建数据基础制
度先行区，数据先行区将以台湖区域为
核心的 68平方公里范围作为承载地，共
有 18个产业园区、4万多家市场主体，其
中数据要素类重点企业 30家，产业可用
面积约260多万平方米。

数据先行区将在北投台湖产业园建
设数据先行区管理服务中心，含数据资产
登记中心、数据资产评估服务站、公共数
据开放创新基地、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等，
在信创园建设算力中心、数据训练基地，
在演艺小镇图书城改造项目等地打造数
据总部基地。同时，数据先行区将打造

“2+5+N”的数据先行区可信数据基础设
施技术架构。2是基础设施层，包含智能
算力基础设施和国家区块链网络枢纽；5
是业务中台层，包含数据资产登记、评估、
托管和管理平台及数据交易节点；N是数
据应用层，即政务、金融、医疗、自动驾驶、

航运贸易等数据专区。同时，在市级层面
制定十条创新政策清单，包括数据价值合
规实现、数据供需高效匹配、数据要素生
态聚集、包容审慎监管、资金支持等方
面。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通州区
政府也将围绕数据先行区制定属地化政
策，在资金支持、房租减免、人才引进等方
面给予政策优惠，吸引企业入驻。

从建设周期上，2023年主要是建设培
育期，正式启动先行区的建设；2024-2025
年是运营推广期，开展数据先行区重大项
目建设，建设文旅、金融等数据专区，建设
完成数据资产登记、托管平台，开展数据
资产评估试点；加快建设数据产业基地，
推进数据要素型企业招商引资，推进先行
区运营推广；2026-2030 年是引领发展
期，目标是形成全国数据产业高地效应，
树立全国数据要素流通的标杆，成为全球
具有影响力的数据产业集聚区。

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市“两区”办专职
副主任刘梅英介绍，示范区2.0方案对标
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分类梳理《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国
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条款的基础
上，聚焦“边境上”和“边境后”的规则规
范，开展更大力度的先行先试，提出相关

对接举措约 70 项，占整个试点任务的
40%。比如，在数字经济领域提出支持北
京加强与《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
PA）成员方在数字身份、数字包容性、网
络安全、金融科技、物流等方面的合作和
交流。在绿色金融领域提出推动绿色金
融标准制定和执行，探索开展与国际接轨
的绿色债券评级等标准应用等。

示范区 2.0 方案聚焦重点产业发展
堵点和经营主体难点问题，围绕通关便
利、资金融通、人才服务等重点环节和要
素，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刘梅
英介绍，方案中有一半以上的措施直接
来自经营主体诉求。比如，对在京注册
企业在我国境内获得上市许可的创新药
械（大型医用设备除外），在指定医疗机
构根据临床需求“随批随进”；在风险可
控的前提下，探索建立不动产、股权等作
为信托财产的信托财产登记机制等。

同时，示范区2.0方案从首都城市战
略定位出发，推进一批面向未来的基础
制度和平台建设。比如，积极创建数据
基础制度先行区，推动建立健全数据产
权制度、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数据
要素收益分配制度、数据要素治理制度；
支持北京绿色交易所建设全国统一的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中心；积极推进北

交所对外开放等。还将建立完善与高标
准经贸规则相匹配的风险防控体系，特
别是针对文化、金融、生物、数据流动等
重点领域，提出完善实施方案、监管措
施、风险评估预警机制以及管控处置机
制，推动发展和安全深度融合。

刘梅英表示，接下来，北京将打通落
地路径，对示范区2.0方案中突破了现行
制度规定的政策或需要进一步明确落地
路径的措施，抓紧推进履行相关法定程
序或出台配套细则，为政策落地提供保
障。同时，推动一批企业关切政策落地，
如对于民营企业低轨卫星出口业务试
点、牛黄等牛源性中药材风险评估和检疫
准入等直击企业痛点堵点、市场关注度高
的政策措施，将抓紧推动政策落地兑现，
把经营主体的期盼变成实实在在的红
利。此外，还将形成一批制度创新成果。
刘梅英介绍，如制定数据交易标准合同指
引，出台数据交易负面清单和谨慎清单；
支持探索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评价标
准制定工作等，充分释放制度红利。对于
创建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罕见病药品保
障先行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等集制度创
新与功能建设于一体的任务，推动相关部
门做好整体谋划布局，形成一揽子制度
设计，加速产业集聚。

北京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提出170余项任务举措

台湖将成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核心

本报讯（记者 孙杰）生态产品总值
核算、排水系统“减污降碳”、绿色能源价
格机制、零碳城市组团建设……昨天，记
者从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研究院了
解到，副中心绿色发展关键领域研究的
10个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已发布，相关科
研团队可积极组队申报，参与绿色发展
关键问题的攻关。

作为汇聚城市绿色发展领域的行业
智库，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研究院
今年 4月启动运行。为推动城市副中心
高标准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研究
院聚焦亟需攻关的关键问题，组织实施
绿色发展关键领域研究揭榜挂帅项目。

此次发布的揭榜挂帅项目共有 10
个。记者梳理发现，这些项目覆盖到
关乎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的多个领
域。比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核算指
标体系研究项目，旨在构建生态产品
价值核算指标体系，开展生态产品总
值核算，研究建立绿色绩效考核评价
体系，实现数量化衡量北京城市副中
心绿色发展水平。

聚焦排水系统“减污降碳”技术体
系，相关项目要提出重点区域排水系统
碳排放因子相关系数测算工作方法，指
导水资源综合利用设施绿色低碳发展。
绿色能源价格机制方面，相关项目要进

一步研究丰富价格政策工具，完善相关
配套政策，有效提升能源绿色发展价格
机制的作用，加快推动城市副中心能源
绿色发展以及传统能源耦合替代。

此外，研究项目还包括零碳城市组
团建设路径及指标体系研究、碳中和目
标下绿色金融发展战略研究、和北三县
建立“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协同推进研
究、近零碳建筑集成技术体系研究、城
市更新类项目建筑绿色化改造研究、碳
普惠体系建设研究、建立超低排放区研
究等。

“揭榜挂帅”是实施重大研发任务的
新的组织形式，目的是要让有能力、有担

当的团队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重点
任务。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研
究院发布的公告，国内高校、科研院所、
企事业单位等均可组建科研团队，鼓励
组建产学研用联合团队进行申报。研究
院将组织相关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
审，根据专家评审结果，择优确定揭榜团
队，与其签订任务书。申报受理截止时
间为2023年12月25日。

揭榜挂帅项目取得的重要研究成
果，可直接纳入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研
究院科技成果库。研究院会同相关部门
将成果上报后，将争取政策支持，推动研
究成果在城市副中心推广应用。

助推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

10大关键领域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发布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部，“三大建
筑”之一的北京城市图书馆已经竣工，可
施工方中铁建工集团的“95后”王佳乐，
与 100多位工人仍在现场坚守。“我们要
站好最后一班岗，给所有‘隐秘的角落’
美容，交上一百分的答卷。”

从图书馆南门进来，曾经只能在效
果图上看到的“山谷门厅”景致，如今已
经呈现在眼前。“森林书苑”蜿蜒的主通
道两侧，一级一级向上的台阶，形似山坡
上的梯田。王佳乐蹲在台阶上，指导工
人美化木板接缝，“这活儿，真的跟绣花
一样！”面前的600多个接缝，就是其中一
部分“隐秘的角落”。

工人旁边，立着一个小桶，里面有不
同规格的砂纸、刷子，还有好几罐颜料，不
知道的，可能以为这是要手绘宣传画呢。
实际上，这些都是美化接缝的必要工具。
工人需要先用腻子填缝，然后把接缝打磨
平整，再用大刷子上底色，晾干后开始“绣
花”——按照木板的纹理，用小刷子描摹
细节，让接缝两侧的木板“融为一体”。

1996年出生的王佳乐，2020年3月来
到北京城市图书馆建设现场，从技术员一
直晋升到项目生产经理。“整个工程有
1029根工程桩、144根钢柱、屋顶面足足
有2万多平方米……”亲历了项目整个建
设过程的他，脱口而出一大串数据。王佳
乐说，这都是生产经理的基本功，建设图
书馆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要把控好细

节，“这么美的一个设计，不能留下遗憾。”
他请记者抬头看屋顶。银杏叶片形

状的吊顶叶片，搭配上白色的灯光，非常
有艺术气息。屋顶上每一块大的“银杏
叶”，实际上是由 19个小叶片拼接而成。
为了呈现最完美的照明效果，还原设计
理念，安装灯带和灯筒之前，项目部的油
工作业人员还要对叶片进行多次嵌缝、
打磨和喷涂作业。“拼装大叶片时，要保
证每一个小叶片上的吸声孔都均匀排
布。”王佳乐说，项目需要根据现场情况
提前搭设满堂脚手架或使用蜘蛛车配合
进行施工，施工难度相当大。

在“三大建筑”里，图书馆项目施工
难度大、对精细度要求高是出了名的。
站在“山谷门厅”望向南北出入口，巨大
的落地玻璃让“森林书苑”更显灵动。图
书馆的幕墙上，安装了 276块大玻璃，其
中最大高度达 16米、单块玻璃重达 11.5
吨，无论从外形还是受力体系上，都是国
内首创，在国际上也无先例。“第一块大
玻璃安装时，我们设置了 8个检测点，实
时校准垂直度。后面的大玻璃，都得以
它为‘标兵’。”王佳乐说，每安装一块大
玻璃，他们都要从上到下依次测量接缝
数据，确保毫厘不差，将设计师的理念

“一比一”精确还原。
“山谷门厅”中部，工人们正在对一

座非上人山体进行美容。他们要把带孔
铝板饰板之间的接缝，处理得足够均

匀。这么“较真”，是因为这山体大有用
处。王佳乐说，几乎每一块饰板背后都
是一块屏幕，点亮后，光线会穿过铝板，
营造一种朦胧美。如果接缝处理得不
好，会非常影响美观。

这些“美容工作”预计再持续10天就

会结束，王佳乐也要真正和“森林书苑”告
别了。“舍不得呀，这是我参与的第一个大
型公共建筑。值得记一辈子。”3年多的时
间，他见证了这座美轮美奂的建筑从基坑
里拔地而起，酸甜苦辣都藏在心里，“等它
正式开放，我一定会再来看看！”

王佳乐（右）正在指导工人施工。记者 陈强/摄

“这么美的设计，不能留下遗憾”，“95后”王佳乐——

为“森林书苑”站好最后一班岗
本报记者 陈强

本报讯（记者 王倚剑）昨天，大运河
阅读行动计划暨“运河礼赞”曲艺联盟交
流活动在中国书店绿心公园店举行。在
此次活动中，发布了 2023年度推荐书单
及曲艺主题研学路线。

作为 2023 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
（通州场）的重要活动之一，本次活动由
通州区委宣传部、通州区文旅局主办，以

“运河书香传承千年文脉，清波戏韵流转
百世芳华”为主题，融合运河文化、阅读
分享、曲艺表演等元素，以书为媒、曲连
心，串连起运河沿线35座城市。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以深入推进全
民阅读，加强正确导向的引领，提供丰富

的选书指导和领读推荐公共服务为目
标，本次活动上发布了“阅读大运河”
2023年度推荐书单，包含30种运河历史、
文化、艺术等主题图书，其中《中国的运
河》《大运河画传》《传奇中国：大运河》

《大运河：从北京出发，下江南！》《粮食、
运河与白银：从经济学角度看中国历史》

《运河三部曲》《流变之景：艺术史视域中
的大运河》《大运河饮食笔记》（1、2）《运
河上的舟楫》《长江运河图卷》被推荐为
2023“阅读大运河”年度十书，为读者提
供了全面深入了解大运河的途径。

要充分感受文化的魅力，最好的办
法莫过于亲身体验。活动发布了“阅读

大运河之曲艺主题研学路线”的推出计
划，路线中包含淮北、绍兴、滑县、廊坊、
焦作、邢台、苏州、通州等 8 个运河沿线
城市的研学项目，以古迹走访、非遗体
验、课程研学等活动为内容，集文化、艺
术、旅游于一体，充分体现大运河文化
的魅力。

在活动现场，一段嘉兴陶笛演奏《千
古吟》令人陶醉，乐曲以运河风光为灵
感，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京东
大鼓、河南坠子、苏州昆曲《牡丹亭》等传
统曲艺节目让观众领略到运河畔不同城
市的风情。

今年的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融入了

2023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通州场），
将联合全国出版机构和各地大运河阅读
基地持续推广主题阅读活动，形成大运
河年度主题书展，而戏曲联盟融入大
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则创造了更多丰富
体验。通州区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华表示，将进一步深入发掘和弘扬
大运河文化，不断增强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文化底蕴，推动全民阅读，通过讲
座、诵读、写作、行走、演绎等方式，深
度挖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让更多的
人了解和喜爱大运河文化，促进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让广大市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日益充盈。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发布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发布20232023年度推荐书单年度推荐书单

本报讯（记者 王琪鹏）昨天
是第38个国际志愿者日。记者从
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局举行的主
题宣传活动上获悉，本市实名注
册志愿者人数已突破465万人，志
愿服务团体达到 7.7 万个。本市
将持续深化“银龄伙伴”行动，推
动为老志愿服务向楼门院、向百
姓身边延伸。

昨天，市委社会工委市民政
局开展“微光聚力 志愿同行”国
际志愿者日主题宣传活动，并发
布2023年“银龄伙伴”为老志愿服
务资助项目名单。

从2021年起，本市开展“银龄
伙伴”为老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动
员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以关爱
社区高龄独居、失能、失智等需要
帮助的老年人为主要对象，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今年，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政局会同北京市慈善协
会继续开展“银龄伙伴”为老志愿
服务项目征集，对优秀项目给予
资助。

今年，活动在全市共征集到

各类养老志愿服务项目 132 个。
经过项目初筛、专家终评等环节，

“银龄大讲堂”“京西志愿深山区
为老服务计划”“首华双暖物业为
老志愿服务”等 17 个优秀项目脱
颖而出，被选定为2023年“银龄伙
伴”为老志愿服务关爱行动资助
项目。

截至今年 11 月底，本市实名
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465万人，志
愿服务团体达到 7.7 万个。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持续深入，本市将
积极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开展“银
龄伙伴”为老志愿服务关爱行动，
以社区高龄独居、失能、失智等需
要帮助的老年人为主要对象，推
动为老志愿服务向楼门院、向百
姓身边延伸。下一步，市委社会
工委市民政局将继续深化“银龄
伙伴”为老志愿服务关爱行动，培
育支持更多志愿服务组织加入

“银龄伙伴”行列，打造特色鲜明、
效果明显的养老志愿服务品牌，
推动养老志愿服务常态化、规范
化发展。

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本市实名注册志愿者人数突破465465万人万人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副中心150棵古树身体都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