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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阵，住在梨花园社区的刘阿姨正犯
愁：“我们小区外的带状公园越来越糟心了，园
路两侧没有挡土墙，雨后园路变泥路。马上下
雪了，不得结冰啊？我们老胳膊老腿，谁敢在
这儿遛弯！”

别看“小修小补”，在居民心中可是“大工
程”，因为绿地类型多样，市民往往分不清是谁
管。对此贾雨龙说，诸如小区内附属绿地由全
体业主共有，绿化由小区物业管理，物业应进
行日常维护、修缮、整治等。而城市的公共绿
地为国家或集体所有和使用，任何单位或个人
不得私自侵占，管理由园林主管部门负责。

找准主责部门反馈后，园林部门在指定
点位砌出了 13 米长的挡土墙，并增加了 24 米
的挡土墙石材顶面，顺道还把 26 米长的破损
园路修了。

城市副中心园林部门每年划拨一笔钱专
门用来“小修小补”，把绿化边角地变成“金角
银边”。自 2021年开始到 2023年底，三年共计
投入434.84万元，梳理修补13项工程。包括为
广渠路绿地新增临时厕所，重建碧水公园危
亭，为公共球场和公园点灯，还有体育场地改
造、地被更换、彩叶树复壮等。

当刘阿姨回到验收现场，她喜笑颜开：“路
两侧砌了树池子，还贴心设置了座椅，真周全！”

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琼介绍，去年，城
市副中心园林部门维护重点主要落在公共设
施维护上，已经完成秋枫园园灯维修、永顺城
市公园篮球场照明维修更换、永顺城市公园运
动场加装照明设施、绿韵园路灯维修、城区绿
地公园设施维修等五项任务，让散落在副中心
各处的“低密绿氧”空间持续释放活力。

遮雨廊架不挡雨、摸黑散步踩水坑……这些困扰市民日常生活
的民生之事有了主持公道的“主心骨”。通州区5项绿化民生工程在

“关键小事”上破题，让市民拍手叫好。

刘女士养成了运动健身的
习惯，闲暇之余她总喜欢到永
顺公园的羽毛球场打球。去
年，因为工作变动，运动也改
到了晚上。没想到，风雨无
阻的习惯，却被暗夜无光打
破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永顺
公园作为全龄友好公园，常常
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喂，篮球
场灯为什么不亮，孩子放学都
没 地 方 玩 儿 了 ……”电 话 那
边，家住八里桥社区的王大爷
给园林部门打电话，替身边其
他家庭吐露心声。

永顺公园有多种运动场
地，包括超长的环形健身跑
道、儿童游戏区、康体健身区、
篮球场、羽毛球场、门球场等，
但一切努力都因为“昏暗”大
打折扣。

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绿化服
务中心副主任贾雨龙，放下电
话赶紧安排人员到现场查看，
确如市民所说，篮球场的灯没
接通电源，羽毛球场和综合运
动区也缺少照明设施，“永顺
公园是个综合性公园，公园里
的健身场地可是周围多个小
区居民运动的承载地，没有照
明，场地就失去了一半价值。”
贾雨龙说。

说干就干，点亮工程开始
了。去年5月到7月，永顺公园
羽毛球场共加装了 8套投射灯
和灯杆，综合运动场共加装 16
套，篮球场的灯也重新接电。
为了稳定电压安全持续供电，
工作人员还在永顺公园综合运
动场附近新建两座配电箱。

冬夜里，即便夜幕降临，运
动场依然热闹非凡，路灯照亮
了运动场地和球友。

运动场亮了，约起来！

有关副中心5项绿化小工程的思考
本报记者 曲经纬

与专业球场一样，散落
城市副中心各处的小公园，
都有市民运动健身休闲的
身影。

傍晚 5点，天色已微黑，
记者来到位于京榆旧线与潞
苑中路交叉口的街角小广场
秋枫园，这块弹丸之地十分
热闹。公园紧邻社区，对面
是物美超市，夜间的小公园
有跳广场舞的、奏乐的、下棋
的、遛弯的，动有动的情调，
静有静的惬意。

去年 4 月，绿化服务中
心接到市民反映公园没灯，
不到一个月，配电箱、电缆和
照明灯具就到位了。“小公园
亮起来了，我老伴儿天天都要
来这儿跳舞。”一位大爷主动
分享了老两口儿的经历，“就
搁旁边住儿，几步路。以前只
是早上遛个弯。现在有灯了，
这不，晚上也来凑凑热闹。”

被点亮的还有口袋公园
绿韵园。这个位于华远铭悦
西区北侧的小公园，40 盏草
坪灯和 2 盏路灯都亮不起
来，经过勘查，原因在于支线
电缆多数破损，灯具全部损
毁。提升工程历时一个月，
灯光恢复如初。傍晚，太阳
敛起光芒，往常漆黑的绿地
小公园亮起暖暖的光。光里
有追逐打雪仗的孩子，有边
转太极轮边聊天的大爷，还
有边听歌边跑步的年轻人。

“小工程”点亮“大民生”，亮
起来的路灯照亮了公园，更
温暖了民心。

梨园南街带状公园的廊架小广场，是周围
片区老年人聚会活动的主要场所，有相同爱好
和话题的老人常常聚在一起解闷儿。

夏季里的一天，天空阴云密布，空气中弥
漫着湿润的气息，响起几声闷雷后，零星落下
几滴雨点。广场上的人搂起象棋，拎起小马扎
到处找避雨的地儿，小广场顷刻间空无一人。
没过几分钟，云散日出，人们又陆陆续续回到
小广场继续下棋。岳先生抬头看了看旁边的

廊架，心想这个镂空廊架要是能挡雨就好了。
想法很快传到绿化服务中心。“设施实用

不实用，老百姓最有发言权，我们现场踏勘后，
觉得市民说得对！”贾雨龙说。到了现场，工作
人员发现，廊架不仅没有顶盖，而且经历多年
风吹日晒。改造项目确定后，很快对木连廊的
柱、梁、坐凳重新打磨刷漆，并加装了 5毫米双
层夹胶钢化玻璃顶面，遮风挡雪的同时也不影
响廊架视觉上的通透感。

遮雨挡雪，玩起来！

增添挡土墙，遛起来！

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正式授予
北京市“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跻身全
国 219个国家森林城市之列的北京，未
来将实施全域森林城市高质量发展五
年行动计划。

2016年，北京启动森林城市建设，
在全国率先编制实施了相关规划，实现
森林资源均衡发展、生态格局全面优
化、生态福祉惠及大众。近日，24项指
标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并顺利通过验收。

近年来，北京接续实施了两轮百万
亩造林绿化工程，林海蔓延，绿道联
通。2012年以来，累计新增绿化243万
亩，森林覆盖率由 2012年的 38.6%提高
到44.8%，城市总规确定的“一屏、三环、
五河、九楔”市域绿色空间结构基本形
成，城乡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森林在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缓解环境污染、满
足休闲游憩需求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北京的气候、降雨存在天然短
板，创建国家森林城市面临不小的困
难。此外，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北京
的人口密度高，如何为绿色腾空间也是
一道难题。

2012年以来，全市统筹城市更新和
“疏整促”专项行动，新增城市绿地7293公
顷，建成一批城市休闲公园、口袋公园、小
微绿地、村头片林，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由
15.5平方米提高到16.89平方米。最新数
据显示，全市公园总数达1065个，北京成
为名副其实的“千园之城”。

视线转到城市副中心。2021年至
2023年，针对现状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
径盲区，城市副中心充分利用拆违腾退、
边角地、闲置地等，打造小堡艺术口袋公
园、八里桥口袋公园等10处口袋公园，完
成15处共9.7万平方米小微绿地建设。

同样在这三年，城市副中心老城区公
园重点改造更新现有设施，完成漫春园、漪
春园、玉春园、万春园、梨园主题公园、商务
富锦公园、通燕高速北侧绿地、八里桥城市
森林8处全年龄友好公园的建设，持续完
善和提升副中心公园整体服务水平。

“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标志
着北京森林城市建设进入了高质量发
展新阶段。”高琼说。贴近居住区的口
袋公园、小微绿地、村头公园建设移交
后，挑战和考验留给了后续管理部门，

“配套设施工程修修补补解决的是市民
享受绿色福祉‘最后1米’的问题，也是
森林城市、花园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中
的‘关键小事’。”

民生工程结合接诉即办聚焦配套
设施“补短板”，解决了有路无灯、有灯无
电、有公园无厕所等“关键小事”，成为森
林城市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生动
实践。2024年，城市副中心将以“花园城
市”研究建设为抓手，高标准开展小微绿
地、林荫路改造提升工程、全龄友好公园
建设工程，让花园式街区、城市画廊、桥体
绿化等花园城市建设项目落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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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园之城”
获评“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小公园点灯，跳起来！

小有可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