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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入城、精细治水，接下来不就
是百鸟朝凤、走兽合集。

大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仅有
不到2000只。它们越冬时喜欢宽阔的田
地，胆小又容易受惊，很难找到适合的栖
息地。可您猜怎么着？这么难伺候的

“小主”，连续8年来副中心“回门”，好些
从当初的“单枪匹马”变成“三口之家”。

在台湖镇水南村，除了大鸨，每年
10月底，还有十几只长耳鸮组成越冬种
群从北方飞来。它们在荒地觅食，在高
大林木区域栖息，直至来年 5 月才离
开。罕见鸟种灰雁、大天鹅、小天鹅、翘
鼻麻鸭、花脸鸭等野生鸟类也在副中心
多个区域形成多个种群，“拉家带口”往
副中心扎。

列位看官，您瞧瞧这两个数儿。据
爱鸟汇发布的通州重点区域鸟类监测
年报显示，截至目前，记录到的通州区
野生鸟类已达 372 种，斑背大尾莺、乌
雕、小杓鹬等27种“稀客”已被载入副中
心鸟类名录。

野生鸟类是生态晴雨表，环境改善

是鸟类增加的基础。大运河森林公园、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张家湾公园、马驹
桥湿地等一大批绿色空间，成了涉禽鸟
类的乐园；而在这些公园之间，一些林
地、农田、荒地又形成了不少鸟类乐园，
农田收割后遗撒的种子也成为许多鸟
类最爱的口粮。

不仅天上飞的着陆了，地上跑的也
现身了。去年年底，爱鸟汇鸟调团队队
员齐春宏在潞城药艺园进行例行水鸟
同步调查时，就在潮白河结冰的水面上
拍摄到了通州销声匿迹已久的豹猫。

这些年，副中心森林基底逐渐形
成，刷新了生物多样性的“成绩单”，城
市生态持续恢复，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
择此地休养生息，一代代寻迹而来。

惊喜还没完。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

成。”说一千道一万，绿色福祉的终极
目的，还是要为咱老百姓的生活添滋
味不是。

这正是只此青绿，未来可期。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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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只此青绿

话说，夜里的副中心那叫一热闹。一群人蹲
桥上扒着栏杆，路过的都要看上几眼，心想晚上
这么多人干嘛呢？

嘿！这位看官说了，拍照！
黑灯瞎火的跟那照什么呢？
答：拍星轨。
星轨可不是火车的轨，它是天上星星运行的轨

迹。好些人都知道，拍星轨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儿。
杜智广就因为拍星轨出了名，人不到六十，就

爱摄影。退休以后总找不着他，那准是各地拍星
轨去了。过去那非得奔赴旷野荒郊、高山之巅，才
能拍出一张满意的。为什么这么折腾？那是因为
必须得找一个大气通透、能见度高的地方。

可近年来，拍星轨在京城摄影圈火了，国家大
剧院、故宫午门、首钢园、后海……杜智广不跟这
些地凑热闹，他把镜头对准了副中心。

去年 11月，三大文化设施开馆前夕，老杜来
拍夜景。一抬头，好家伙，碧空如洗，群星璀璨。
他赶紧支起三脚架，固定好照相机，按下快门。

很快，老杜在家门口拍着好看星轨的事儿在
摄影圈如同“孙膑坐汽车——不胫而走”。随后，
张家湾古镇、通运桥、大运河森林公园、通州贾后
疃村来了一拨又一拨人，那叫一个不甘人后。

以往想在副中心拍星轨，那是不可能的。马文
晓，通州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以前是干记者的，著名
航空摄影家。2019年那会儿，他跟直升机上天拍
摄，掠过张家湾时，半空还能闻着化工燃料的味呢！

自打升级副中心，通州的功能定位越来越清
晰，大小工厂腾退迁出，老黄历算是翻篇了。可

从地理特点看，通州地处北京东南而且地势北高
南低，扩散条件不利，副中心建设持续保持每年
千亿元投资强度，几百个施工项目紧锣密鼓加速
推进，几千辆渣土车、上万台非道路移动机械全
线作业，区域刚性排放持续高位。

就这条件，还要“北京蓝”，那是“牵牛上纸桥——
难上加难”。天不力，人努力。上百条措施为副
中心“争蓝天”，从起初的工程性减排，到后来像
绣花一般的精细化治理，到与周边省区市联防联
控协同治污，再到高标准制定“十四五”时期“无
废城市”建设方案，细化 7类 76项具体任务，构建

“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十年来，副中心空
气优良天数从 138 天提升至 272 天，十年增加了
134个好天儿，重污染天气从81天降至3天，您就
说这得费多大劲呐！

如今，清晨的大运河边，晨跑、散步的人多了
去了，运动结束了还不忘拍下身边的美景，还得
跟朋友圈分享：瞧瞧今儿我们这儿的天，瞧瞧这
十年巨变！

端起生态这碗饭，可不只“透亮天儿”那么简
单，国家还有深层次的安排。对通州，国家那可是
毫不吝啬，把它放到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试点与
创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的篮子里，副
中心成功获批国家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城市，入
库项目146个。其间，以绿色建筑、绿色交通、海绵
城市等领域为突破口，引导金融机构对气候友好
项目开展投融资活动。全区绿色信贷余额近270
亿元，占全区贷款比重超10%，支撑气候项目建设。

没想到吧，“绿色”可以玩得这么高级。

有人仰望繁星，有人欣慕大海。王子龙是北
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科负责人，每年，他都有一项
艰巨的任务：在水下“造林”。

副中心以水定城，离不开滔滔源水。2021年
汛期以后，来自密云水库、官厅水库、南水北调中
线等工程的水源，源源不断向潮白河、北运河、永
定河 3大水系补水，河道水源变得充盈。跨区调
水、补水为副中心输入了“动能”。

白鲢、鳙鱼等鱼苗活蹦乱跳倾泻而下，游入
北运河中栖息繁衍，通过滤食水体中的浮游植物
和动物，控制藻类的过度繁殖，使水下生态系统
快速重构。

水温较低的早春是鱼苗生长黄金期，此时放
流效果最好。生态学上不同鱼种有不同的生态
位置，比如鲢、鳙鱼是典型的滤食性鱼类，通常位
于水体中层；鲫鱼为杂食性鱼类，位于水体下层，
可摄食部分植物碎屑及浮游动物。这些鱼类的
投入可改善生物种群结构，维护水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

跟您交个底儿，仅在五河交汇处滨水带，46
万平方米的开阔水域周边种植的水生植物就达
15种，生态水环境改善后，这里的鱼类繁殖种类
达 13种、吸引水鸟 15种。北运河已从过去市民
避之不及的臭水沟变成如今沿河散步的生态河。

这哪是水下森林，简直是一座水下博物馆。
听说水务部门还要增添新鱼种，如鲴鱼，这种鱼
类生活在中下层，主要以固着藻类、有机碎屑为
食，滤食性极强，能减少河面藻类团聚物。

这两年，副中心大大小小的河道里建起“水
下森林”，通过构建沉水植物群落、丰富水生动物
种类，形成完整稳定的生态系统。您就说厉害不
厉害。

好戏才刚刚开场。行政办公区脚下，是镜河
营造出来的生态水世界。有人问了，镜河有多
静？其实，这儿热闹着呢！北京425条河流，当属
镜河最年轻，河岸距地铁郝家府站不足200米，自
北向南流，在南部形成一汪湖水。一开春，两个
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荷叶下蛙声一片。

镜河原本只是一个毫无生机的排洪土沟，这
几年可谓是“鸟枪换炮”。通过改造、蓄水和近 5
万平方米“水下森林”的搭建，其间营造深潭、浅
湾、急流和缓流等复杂生境，为水生动植物提供

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水体自净能力越来越强。
那又有人问了，水环境真好假好，谁说了算

啊？那咱们就得说说水里的主角——四角刻叶
菱，在北运河、镜河等水域生物多样性调查时被
发现。四角刻叶菱野生资源稀少，在我国2021年
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被指定
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这一生态环境
的“指示器”，能在北运河、镜河等水域内小种群
生长，藤蔓茂盛，总能说明问题了吧！

副中心多河富水，但架不住处于“九河下稍”，
污水处理任务相当重，打造生态河的水源瞄准了
再生水。副中心中部，玉带河蜿蜒而过，环抱着一
片安静的厂区，就是区域最大的再生水厂——碧
水再生水厂，承担着副中心84%的污水处理任务。
生活污水到厂区“溜达”一圈，不到24小时就变成
清亮的再生水，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环球影城、
玉带河、市政绿化、道路浇洒，以及行政办公区、河
北三河电厂稳定的补给水源。

如今，升级改造后的“碧水”，地下是厂区、地
上是公园和生态湖，日处理污水峰值 21.2万吨，
比原来增加一倍，却节约了三分之二的土地。生
态环境部也是毫不吝啬，将碧水再生水厂列入第
28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2023年中国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典型案例》。

治水一体化，得上下游配合，这就不得不提
另一个人。徐昊，北京市通州区生态环境局派驻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县交流的第一批干部代表，是
破解两地联动治污体制性障碍的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

交界地潮白河区域，两地建立合作机制，定
期开展联合执法行动，检查全方位覆盖周边污水
处理厂站、生产型企业及排污口，明确潮白河左
右岸等交界区域监管职责，利用点穴执法、无人
机等方式提升效能，破解交界区域监管难题，形
成了两地每季度实行联合执法的长效机制。另
外，两地每月对潮白河吴村断面水质开展监测并
实行数据互通共享。

瞧，这不就联动上了！
如今副中心的“这盆水”是越来越丰沛，越来

越干净。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国市控
考核断面水质实现了由劣Ⅴ类向Ⅳ类水质的跨
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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绣花功 水下森林 碧水绕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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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不染 星汉璀璨 抬眼望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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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得圆 群鸟竞飞 万物仗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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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划：金 可 姜 煜 撰 写：曲经纬 题 字：郭晋丽 设 计：仲晓丹 摄 影：杜智广 齐春宏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上回书咱们说到千年之城盾构忙，织锦绣，接下来咱们说说——碧霄云卷尘不染，魔法换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