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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一下车就把铁锹接过来，扛到了右肩上。”通
州区潞城镇后榆村紧邻植树点，作为两位群众代表之一，
王辉当时就等在第一株要种的油松旁。4月 3日正是她作
为第一书记驻村整3个月的日子。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在活动现场，习近
平总书记与学生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接连种下油松、黄
栌、元宝枫、樱桃、红叶碧桃、侧柏等多棵树苗。

“这些都是北方常见树种，很适合当地环境。”通州区
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琼说。尤其是红灯樱桃，是通州的本
土树种。“通州大樱桃”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
证，“红灯”就是主要品种之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此次植树的树种非常丰富。其实，自2012年北京两个
百万亩造林以来，潞城镇已经种了100多万棵树。”另外一名
群众代表是潞城集体林场场长岳天敬。从事林业十几年，
他见证了通州植树品种的蝶变，从最初的杨柳槐“老三样
儿”，到如今的乔木、灌木、草本等不同种类，林木质量越来越
高，视觉效果越来越好。“时下最时髦的是林下补栎，原本生
长在浅山地区的栎树经过科研突破已经逐渐成为平原地区

的特色树种，仅潞城镇范围内就已生长了几万株。”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要一茬接着一茬种，一代接着一代干，不断
增厚我们的‘绿色家底’。”2022年，潞城镇成功创建首都森
林城镇，林木覆盖率达37.78%，高于全区平均水平，86.34%
是乡土树种。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潞城镇植
树点有一部分是腾退地，瞄准生态定位，后榆村等村落腾
退了一批荒地、废地，坚持生态优先打好绿色基底。如今，
后榆村已被公园包围，不仅是茶余饭后遛弯儿聊天的村民
首选地，还吸引来不少结伴同行的骑行者和健跑者。

百姓获得的绿色福祉从数字上也能感受得到。仅潞
城镇域内，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达 13.27 平方米，水岸线
100%绿化。后百万亩时代，潞城镇正从绿化走向美化，建
成潞城药艺公园、党建公园、新礼公园和 40余处村边休闲
绿地。13家企业被评为首都花园式单位，18个村庄获得首
都绿色村庄称号、5个村庄被评为首都森林村庄……

“环境好了，如今很多在城里上班的村民都回到了村
里生活。”王辉说，推窗见绿，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植树点地处交界地区，滨水生态绿带缝合两岸风光，通州
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再进一步。根据《潮白河国
家森林公园概念规划》，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将建设跨界协同
的三大主题特色园，以三园为主体，广袤葱郁的森林空间和鸥
鹭翔集的滨河湿地中，将营建多处集自然人文景点、绿道慢行
网络、乡村森林服务驿站为一体的休憩体系。

“目前，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控规已形成阶段性成果，基本
完成通州侧公园的规划设计和三大主体园的概念设计。”相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规划，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设计以精野结合、大
林大水、小园美村为基本原则，将围绕潮白河水脉打造亲自然、
高品质慢行亲水环和车行风景环，串联三大主题园及沿线21处
题名景观，形成“一脉揽三园，双环链多景”的整体空间结构。

后榆村就在三大主题特色园之一的国家植物园规划范围
内。“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王辉从习近平总书记
的嘱托中获得启发，开始“设计”生态科技小镇的未来。“总书记
栽种樱桃树时提到儿时的经历，怀念小时候樱桃、草莓和西红
柿的味道，或许发展科技农业对我们村来说是个契机。”王辉

说，根据规划，后榆村纳入公园范畴，属于“小园美村”中的“美
村”，未来似乎正可以借助潞城镇生态科技小镇的定位优势发
展科技农业，将采摘和旅游纳入村庄规划，促进村民增收。“虽
然我们还在摸索发展路径，但感觉越来越清晰了。”王辉说。

沿着潮白河继续向下游寻去，尹家河村和对面的廊坊市
香河县就隔着一条水湾，最窄处不过 60米宽，“百年渡口”500
年来将两岸摆渡联结。面对公园的规划，尹家河村也在琢磨
端起生态饭碗。“灯光秀的线我都埋好了，这边种满花，那边打
造一片‘野生’露营地，村里利用腾退空间正好改造成了停车
场……”描绘未来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学森眼中有光。

河对岸不远处的廊坊市大厂县樱花公园春光正好，每个周
末都在招待数以千计的亲子家庭，放风筝、游园会好不热闹，高
峰时段车位难求。

“总书记在此次植树活动中提到‘三绿’和‘三化’，即扩绿、
兴绿、护绿，绿化、美化、立体化，随着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的一
步步实施，这些理念将从城市副中心蔓延至北三县，两地有机
缝合，吸引力更强。”高琼说。

先植绿，后建城。从规划到建设，绿色始终是北京城市副
中心最鲜明的底色。截至目前，城市副中心东西部生态绿带初
现雏形，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也逐渐闭环，“两带、一环、一心”
的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400余公里绿道纵贯南北；8个万亩
森林组团串联东西；4万平方米屋顶绿化、20条风景林荫路，促
进区域绿化美化提档升级。辖区森林总面积已达 45.79万亩，
森林覆盖率33.70%，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91.24%，城
区绿化覆盖率50.95%。2022年11月2日，国家林草局授予通州
区“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全区已建成国家森林乡村 22个，
森林村庄 8个，花园式社区 8个，实现了百姓出门“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目标。

城市副中心正在践行一条富有创意和设计感的绿色之路。
“如今人们能直观感受到，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的彩叶树越

来越多、越来越美，赏景时间也越来越长。这其中就蕴含着副
中心园林部门的匠心。”高琼介绍。彩叶不仅限于秋天，春色叶
树种也会呈现不同叶色。不少三季常彩的树木都是春色叶，如
鸡爪槭、金叶复叶槭、金叶榆等，咱副中心常见的比如红叶李、
金叶白蜡、金叶国槐等，都属于春夏皆有色。从2016年起，区园
林绿化局就开始在城区道路、各大公园等区域启动彩色树种造
林工程，大规模种植彩叶林达 6万亩，在公园之间和主要公路、
河流两侧等重点区域形成千亩以上集中连片的彩色景观点上
百处；推广近百种既漂亮又适宜在北京生长的增彩延绿新优植
物品种走向街头。根据规划，未来五年，城市副中心绿化中彩

色苗木占比将达绿化苗木总量的15%至20%。
从绿化到美化，城市副中心还提出了一个新词“绿视率”。

通俗来讲，绿视率是指人们眼睛所看到的环境中绿色植物所占
比例。相比于森林覆盖率、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等
指标，绿视率可以对三维空间的绿化效果做出更加客观的评
价，反映城市生态质量。根据《通州区生态保护 2024年行动计
划》，今年城市副中心的道路绿视率、公园绿视率、滨河岸线绿
视率、绿地生态功能、居民小区绿化都将得到提升和加强。推
进重点区域内道路两侧建筑墙面、桥梁、交通护栏、灯杆等建筑
物、构筑物及设施的立体绿化。

森林既是水库、钱库、粮库，也是碳库。城市副中心早已做
起了碳文章。据统计，城市副中心林地、绿地、湿地年碳汇量已
达50.2万吨。同时启动了节水型绿地建设试点，推动园林绿化
垃圾减量化应用试点，湿地保护率已跃升至全市第三。

从“浅绿”走向“深绿”，今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
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复。城市副中心迅速
将《实施方案》细化为 141项重点任务，全部都是绿色项目。今
年 2月 1日，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典型案例
的公示，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绿色供用能和碳管理项目成功入
选，作为以“引绿、赋数、提效、汇碳”为路径的“零碳”园区示范
样板，仅城市绿心内的三大文化设施绿色能源系统每年就可减
少1万吨二氧化碳、60吨二氧化硫、900千克氮氧化物排放……

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画卷正成为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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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创意 副中心践行一条独特的绿色之路

潞 城 植 绿沿着习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前进

总书记又来咱副中心植树了！通州人民这几天特别兴奋，纷纷在朋友圈晒这条值得自己骄傲的喜讯。春风柔，百花开。第40个首都义务植树日前夕，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通州区潞城镇，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记者来到总书记的植树地点，正在规划中的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内，这里是北京市通州区与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交界地区，是潮白河畔京冀首个跨界共建的森
林公园。通州区园林绿化局负责同志介绍：“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规划104平方公里，植树点在60亩先行启动区内。”

撰文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摄影 本报记者 常 鸣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先行启动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