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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在全市率先完成示范性
林场建设工作，累计建设区级森林经
营综合示范区27处，规模林下经济达
5680亩。将 27.97万亩生态林全部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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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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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推进土壤生态环境
改良，引导属地政府以科普教育、林
下种植等方式发展林下经济，促进百
姓增收。

2024年，区园林绿化局将积极推
动蜂产业、果品、花卉、食用林产品产
业发展，推进林果产品质量安全。以
林下种植、林游、休闲康养等形式，引
导漷县、于家务等乡镇完成林下经济
试点；深入挖掘新型集体林场潜力，
完成永顺镇新型集体林场建设，完善
森林经营综合示范区建设，研究探索
项目建设、资源管护、公园绿地管理
等带动与辐射作用，逐步形成生态建
设与农民增收的双赢格局。

“绿色”成为城市副中心最鲜明底色

绿色生态空间拓展百姓“微幸福”

家住云景里小区的杨建柠每天坚持晨练，平时不是去玉春园就是去漫春园。近年来，通州区对漫春园、漪春园、万春园、玉春园、通燕高
速绿带、商务富锦公园和梨园主题公园等7座公园进行全龄友好化改造，市民在家门口推窗见绿、出门见林的“微幸福”空间进一步扩展。

近年来，通州区紧紧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战略定位，坚持减量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并举，境域绿色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城乡环境质量
明显改善，市民绿色获得感显著增强，“绿色”已经成为副中心最鲜明的底色。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的森林总面积已达45.79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到33.7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8.75平方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91.24%,城区绿化覆盖率50.95%。

区园林绿化局局长胡克诚表示，下一步，通州区将大力挖潜增绿，统筹造林收尾、疏整促等工作，高标准新建一批小微绿地、口袋公园、
村头公园，逐步提升公园绿地品质、建管能力和服务水平。引导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发挥巩固建设成效，积极构建“文、旅、商、
体”融合发展新格局。以《北京城市副中心绿道体系专项规划（2021—2035）》为引领，大力推动绿道建设，打造“千里潞道”特色品牌。

俯瞰城市副中心，水清岸绿的
河湖、生机盎然的公园、美丽的休
闲绿地，好一幅清新明亮、水城共
融的崭新画卷。

经过近年来大力建设，城市副
中心“两带、一环、一心”绿色空间
格局基本形成，400 余公里绿道横
贯南北，8 处万亩森林组团串联东
西。口袋公园、小微绿地星罗棋
布。村头微型公园、屋顶绿化异彩
纷呈。主次干道绿化管养、风景林
荫路工程，促进区域绿化美化提档
升级。

2023 年以来，全区完成“留白
增绿”3.85 公顷，“揭网见绿”88.85
公顷。新增村头微型公园20处，区
级示范性林场 9 处，结合 5 处口袋
公园建设、填补城市小微绿地 6公
顷，完成 4 条林荫路改造。创建 1
个花园式社区，1 个花园式单位，5
个森林村庄。截至目前，全区已创
建 22个国家森林乡村、4个首都森
林城镇、12个首都绿色村庄、8个森
林村庄、8个花园式社区。

在新一轮百万亩造林新增近
14万亩绿化的基础上，区园林绿化
局充分发挥区、乡镇、街道绿化委
职能作用，圆满完成重大义务植树
活动服务保障、通州区2023年春季
大型义务植树等，全区累计组织开
展义务植树尽责活动近 400 场次，
参加义务植树人数 20.5万人次，完
成（折合）植树100万余株。创新形
式开展植树节、国际森林日等主题
活动，依托全区12家园艺驿站组织
开展 169 场园艺活动，引领绿色生
活方式。全方位筹备国家森林城
市三年复检工作，巩固绿色生态成
果，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成果不断巩
固，通过大尺度建绿、大密度增绿，
有效弥补首都东南部生态短板，展
现北京平原地区森林城市的独特
风貌。

下一步，区园林绿化局将依托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副中心控规》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
五”时期园林绿化发展规划》等规
划，大力挖潜增绿，助力优化京津
冀协同发展新格局；以“百姓身边
增绿”为导向，落实“疏整促”专项
行动修补城市生态，加大留白增
绿、战略留白、揭网见绿，进一步提
高全区绿化资源总量及森林覆盖
率。同时，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评
估项目，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调
整公园绿地结构，加快建设城市生
物多样性保护示范区，增加自然留
野区、暗夜保护区，打造野生动植
物家园。

2022年底，通州成为北京唯一区入选国家林业碳
汇试点。通州区通过加强高碳汇乡土树种的应用，营建
乔灌草复层结构混交林，提高树木综合生长能力，增加森
林单位面积碳蓄积量，做好生态碳汇“加法”；通过建设公
园绿地和城市立体绿化，缓解热岛效应、减少城市污染，
做好碳排放“减法”。编制《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林
业碳汇试点建设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推进西
集镇碳汇试点项目落地。

“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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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城市副中心林地、绿地、湿地年碳汇量已达
50.2万吨。”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区
园林绿化局将以国家林业碳汇试点为契机，以协同推进
区域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为目标，统筹林业碳汇试点建设，
开展平原森林增汇减排关键技术及模式研发，建立平原
森林增汇减排试验区。启动平原森林增汇减排经营关键
技术模式研发与示范区建设，探索建立林业碳汇效益精
准补偿机制研究。结合植树节、低碳日等，开展增汇减排
助力碳中和等宣教活动，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副中心特色
的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

万木成林，家园添绿。通州区已建成并对外开放的
各类公园已达 51处，总面积 4084.6公顷，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 18.75平方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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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展群众性
游园活动、完善便民服务设施等工作，群众游园体验感
极大提升。以西海子公园、“三庙一塔景区”、大运河森
林公园为主体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不断
展现副中心独特魅力。

“今后，副中心将积极探索花园城市规划建设，推进
花园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尽快落地，用好用活公园绿地建
设成果。并推进绿道断点优化工程，系统性谋划‘千里
潞道’建设。”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州区全面推行林长制以来，逐步探索与区级部门、津
冀相关部门以及系统内部的协调联动，创新采用“林长+”
模式，以林长制为抓手，凝聚多方合力，助力副中心园林绿
化高质量发展。

通过编制《通州区森林经营方案》（2021-2030年）《通
州区林地保护利用规划》（2021-2035）等规划，完善森林经
营管理体系。发挥林长制作用，强化林长巡林和督查督
办。全区三级林长巡林3.6万余次，创新建立“林长+教育、
林长+检察长、林长+法官”机制，打造“运河小林长”特色品
牌。通过 6处林木智能保护基站、30处森林防火视频监控
等智慧园林应用场景建设，全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更加科
学、规范。

区园林绿化局每年持续开展 70余万亩次的林业病虫
害绿色防控、应急防控等工作，保证全区“有虫不成灾”。精
准施策治理杨柳飞絮，最大限度降低百姓困扰。2023年全
年新建生物多样性保育小区18处，累计建成49处保育小区，
为野生动物提供繁衍生息的拟自然环境。扎实开展监测普
查、专项执法检查等工作，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逐年攀升，全
区监测到野生鸟类365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5种。

2024年，区园林绿化局将充分发挥森林防火视频监控
系统作用，不间断开展防火巡护、火源管理等工作，紧抓森
林防火，避免发生森林火灾。继续开展美国白蛾、松材线虫
等重大林业有害生物测报、防治、普查，严防外来生物入
侵。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深入开展联合执法、专项执
法行动，坚决查处涉林涉绿违法行为。

绿色生态空间持续拓展

林业碳汇能力显著提升

公园管理水平明显提高

资源保护能力不断增强 绿色发展成果惠民利民

（王军志）本版摄影 常鸣 唐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