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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天晴，地处漷县和永乐店交界地区的京彩燕园园艺驿站一口气组织
了四场活动：插花、木板画、团扇DIY、植物敲拓染，把50多组家庭引到林下，沐
浴绿色。

步入驿站，彩叶苗木整齐，阳光下草植清香。穿过长廊，22组亲子家庭正
准备植物敲拓染，面前摆好了木槌、纱布、垫板及五颜六色的植物叶片。

“大自然本身就是最出色的染色师和图案设计师，今天我们就以‘敲敲’的
轻柔动作，留住自然印记。”活动伊始，驿站负责人寇志玲详细介绍植物拓染这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源、历史、发展、艺术特点，带孩子们识花选叶。孩子们
迫不及待地构思作品，有的默默摆样，有的轻声交流，把紫叶李等汁水丰富的
材料贴在棉布上，精心设计排布，尝试将各种各样的植物组合起来，鲜花和绿
叶在指尖生长，小小的脸上写满认真和期待。做好准备，老师带领大家来到户
外，孩子们蹲在地上，“叮叮当当”声此起彼伏。

“别说还挺费力气的，手都酸了。”一位家长甩甩手，一旁的孩子干脆席地
而坐，玩得投入。爱思考的董子璇突然停下，“反面是不是更好敲上色。”
试了试，不一会，雪白的棉布上便印出了枫叶形状。她迫不及待地跟同学
分享窍门。

“淘小子”李彧阳此时也安静下来，准备“见证奇迹”。“蜜蜂，蜜蜂印出来
了！”兴奋声引来大家目光。原来，他用红色枫叶和大叶黄杨创作出一片花
海，将黄色小野花点缀其间，随着一声声落锤，小野花在棉布上印出的形状仿
佛蜜蜂穿梭在花丛。他还给这幅作品起了个名字“闻香识春”，脸上洋溢着快
乐和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创作者，更是大自然的倾听者与传承者。”
寇志玲说，孩子们的作品往往更具春天气息与生命活力。

像这样的园艺驿站，城市副中心一共有13家，既有田园野趣，也有文艺书
香。5年来，城市副中心园艺驿站组织插花体验、多肉造景、标本制作、植物拓
染等形式多样的800多场活动，上万人次走进驿站，相当一部分都是亲子家庭，
孩子们成了驿站的“铁杆粉丝”。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池阳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城市副中心千年的运河、

广袤的林场、恬静的苗圃和鸟语花香的公园都是青少年的生态实践课

堂。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结合青少年生态文明教育，不断丰富绿色家底，

因地制宜，引导青少年走出校园，拓宽视野、丰富知识、亲近自然、参与体

验，正探索“家校政社”协同联动的“副中心模式”，助力区域绿色发展。

近年来，学生在学校或社会机构的组织下，从事环保、绿化相关的社
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多，形式也愈加丰富。但要做出“增量”，还缺乏长效机
制，包括经费和人力的支持。

通州区林业保护站肩负着城市副中心乃至通州地区林业有害生物监
测的预报和防治，他们“麾下”有一支“虫虫特工队”，每年与有害生物“斗
法”，是让城市副中心长期处于有虫但无灾状态的“功臣”。它们长什么
样？松材线虫是什么病？周氏啮小蜂是敌是友？这些天生自带焦点的工
作任务也是孩子们所热爱和好奇的课堂。

于是，在家长和社会大众的呼声中，在相关基金会的支持下，去年林
保站带着虫虫走进社区，跟孩子们热火朝天地聊起了“大虫小虫”，别说小
朋友，连家长都意犹未尽。转年来，春暖花开，又有家长跃跃欲试：“这活
动什么时候还有？”“在哪报名？”林保站却有些犯难。

“要把这项活动置于哪项工作背景中呢？”“是以专家身份参与活动，
还是作为主办方组织活动？”“如果组织活动又涉及到物料、人力、交通、保
障，资金从何而来？”相关负责人一连抛出好几个问题。

诸如“运河小林长”有园林部门和教育部门等五家单位共同支持，而
园艺驿站则有建设花园城市的工作背景，带领青少年观鸟也有爱鸟汇这
样的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力量。职能部门单独组织活动确实需要“余力”，
而“余力”往往受制于个人喜好、领导的分管领域和调度资源的难度。

因此不少适合青少年参与的林间好项目、好话题成为“点缀式”的社
会实践，难以做出增量。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看来，“点缀式”
的社会实践难以扎根，更无法做出品牌和特色来。

“林下社会实践能否做成，根本上要看当前社会的关注度和重视程度。”
他说，如果青少年既要完成实践又不影响学业，还没有资金和长效机制保
障，可不就只能去一次、看一看、玩一玩就没有下文了；行业部门也只能管一
管、缓一缓，缺乏连续性和深入性。但如果从学校层面，将这一内容纳入学
生综合评价；行业层面，园林部门有开展该工作的稳定资金支持；社会层面，
公益组织、社会机构有着公益义务和盈利需求等，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熊丙奇建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把林下育人做成经验和品牌，有三条
路径可以选择。

园林部门或各基地、公园与教育部门或学校签约建立社会实践基地，
约定内容、职责、义务和时间，纳入教学规划。在此过程中，青少年可以组
成小团队开展深入性的研究课题，也可以赋予学生一些管理角色，完成某
项任务。

另外，可以与社会公益组织合作，面向社会招募学生，园林部门提供专家
和指导，也就是现在不少园艺驿站的合作模式，可以解决一部分成本问题。

当然，园林部门也有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和爱国爱家意识的教育职
责，可以申请稳定资金专门用来支持青少年社会教育，同时也是对环保和
绿化的宣传。

这三种路径就代表着三种特色，熊丙奇表示，关键还要看林下社会实
践对于孩子们成长的作用、家校社的认可程度、生态理念的持续涵养，显
然这需要时间。“值得注意的是，林下育人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切勿用功利
的目标去培养和选拔人才，一切都要基于孩子们的兴趣，从公益的角度搭
建平台。”

四月芳菲尽，植树正当时，明媚的周末，数百名“运河小林长”与小树有个
“约会”。

在漷县林场深处一片被绿树环抱的空地上，毛白杨、海
棠、日本红枫等几十株树苗已有规律地“躺”在树坑里，铁
锹整齐地码放两排，水车也在路边候场。绿色森林中
传出清脆童音：“我宣誓，自觉参与绿化、美化副中
心环境的公益事业……”这片北京林业大学校友
林迎来了100个亲子家庭，也将争当“运河小林
长”的种子埋进孩子心田。

“嘿，这小丫头，干得有模有样啊！”一
位园林工人路过正在植树的刘蓓馜身
旁夸了一句，小丫头明显干劲儿更足
了，培土、围堰，随后又提来一大桶
水，转着圈儿浇，看上去有点底
子，尽管她才刚上小学一年级。

“今天来的校友大多本身从事园林工作，或者像我们一样是‘园林家属’，她
舅老爷就是园林方面的行家，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后人。”小姑娘的妈妈丛女
士告诉记者，这不是她第一次带孩子来植树，每次都有新体会，“可能她还不明
白‘运河小林长’是什么意思，但她一定知道摘果子、挖野菜、折树枝是不能做
的。守林沐绿这事儿对孩子来说还是挺有趣儿的。”丛女士说。

树木也是树人。运河小林长如今已是城市副中心的特色品牌。去年，通
州区发布了《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运河小林长”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五部门协同联动，培育守蓝护绿时代新人，构建青少年生态文明教
育“家校政社”协同联动的“副中心模式”。一年来，已经有千余名小林长走
到林间获得“互动式”“沉浸式”“体验式”“情景式”教育，体会爱林护绿、植林
增绿、巡林知绿、守林沐绿。

与大林长不同，孩子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他们把小林长的职责与爱好关
联，绘画、编话剧、办摄影展……不亦乐乎。五年级的高子涵回家画了一组画风夸
张的漫画来记录这一天。比如妈妈张大嘴教她怎么用铁锹，园丁叔叔龇着牙来
帮忙，还告诉她，“日本红枫的根要呼吸，所以要埋得比毛白杨浅一些。”画面中
翻飞的蝴蝶和那个掌握植树要领心满意足的自己都活灵活现。“我还打算把
37种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编成漫画，发给同学们。”小家伙已经做好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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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
年是城市副中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与小树共同成长。通州区园林绿化
局副局长高琼说，让青少年担起运河小林长的职责，一方面可以丰富“林长制”
内涵，另一方面，依托“十”余个乡镇（街道）林场及责任片区，联动“百”余所中
小学校，成立“千”余支青少年护林队伍，培育“万”名守蓝护绿“运河小林长”
的目标，可以通过生动有趣、富有感召力的社会实践活动课程，丰富多彩的绿
色实践活动，强化中小学生劳动教育意义、爱绿护绿意识，以中小学生辐射带
动各自家庭积极参与植绿爱绿护绿，形成集群效应。逐渐形成中小学生广泛
参与、文化氛围健康向上的副中心绿色实践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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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5日至21日，是北京第42个“爱鸟周”。
4月20日早上7点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一群游客有点“显眼”。他们大多

是小学生，虽是活泼好动的年纪，但格外沉稳安静地端着双筒望远镜，目光在枝
头和草坪上来回扫描，行动起来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什么。

“左边的树梢上有鸟！是小鹀！”队伍前面的陆靖轩轻声向其他人报告自己
的发现。一瞬间，十几只望远镜齐刷刷地对准了枝头。

这是周末观鸟活动的现场，通州区多所小学的二十多名学生利用周末走进
大自然，带着望远镜和鸟类图鉴，用双眼和镜头寻找林水间长着翅膀的“精灵”。

“观鸟要从找鸟开始，如果看不到，就去听鸟的叫声。老师单凭叫声就能判
断鸟的种类，我不行，只能分个大概。”别看陆靖轩这么谦虚，在小学生里，他算行
家了。今年四年级的小陆同学已经走遍了通州各个公园，哪怕出门旅游也不忘
观鸟。他还在学校里发起了观鸟社团，“我们上周末在观鸟时看到了一只靴隼
雕，它当时就从我头顶飞过，肩翈上有一对车灯一样的白斑，特别醒目！”

什么是实践出真知，邓以茉从观鸟中体会到了。“有一次我看到喜鹊和黑翅
鸢在空中搏斗。黑翅鸢是猛禽，我本以为喜鹊肯定有麻烦了，结果反而是喜鹊
追着黑翅鸢飞，还啄掉了它好多羽毛！我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说喜鹊是‘鸦
科大佬’了。”

近 3个小时的观鸟活动中，小“观鸟家”们发现了金腰燕、骨顶鸡等 39种鸟，
还在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的指导协助下，和区园林绿化局、北京绿心园
林有限公司一起放归了 7只受到救助的野生鸟类。“这是珠颈斑鸠、山斑鸠。快
飞吧，下次可别受伤了！”孩子们仔细“嘱咐”它们，放手任飞。

在北京市新公布的519种分布鸟类中，城市副中心记录
了353种，占比近70%。近年来，随着绿色城市建设，副中

心的观鸟资源日益丰富，观鸟活动也越来越多，不仅有
户外观鸟，还有观鸟大赛、科普课程等。除了资深
“鸟友”，不少青少年也加入观鸟队伍。北京城市副

中心爱鸟汇几乎每周末都会组织孩子们走进“自
然课堂”。

“观鸟既是让孩子们接触自然的方式，也
是了解生态环境的实践。青少年可以通过

观鸟更加了解自己居住的城市，亲身接触
城市中的动植物，开阔视野。”爱鸟汇野

保志愿者羿健说。爱鸟汇成立近 3年
以来，走进了运河小学、玉桥小学、
北苑小学等十余所学校，惠及 3000

人次。他们希望能带动更多青少年加入爱鸟、护鸟和观鸟的行列中。
区园林绿化局森林资源科负责人贾雨龙介绍，除了科普课堂外，他们每年还

结合世界湿地日、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以及北京湿地日，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包
括公益宣讲、棋盘游戏、拼图游戏、手工制作环节等，让孩子们了解鸟儿的魅力。

“8个万亩森林组团、400余公里绿道、22个国家森林乡村……副中心所有的
森林资源都是大自然的课本。”贾雨龙说。城市副中心已梳理出20个观鸟点位，
并开展动植物本底调查，联动北京动物园、北京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及公园、林场、
苗圃，不断丰富青少年的林下“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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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林间好项目变成“点缀式”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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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上一课 播撒绿色

苗圃上一课 见证奇迹

公园上一课 爱鸟护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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