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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畔，老工业区变身千顷绿心，成就花园城市，三大文化设施所在的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绿草如茵，一场沁人心脾的“绿心”之旅全面开启。漫步园中，千年
惠林、运河故道等点位无不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规划面积 11.2平方公里的绿心公园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标志工程、重
大节点工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充分诠释了‘先植绿，再筑城’的理念。”讲解
员介绍，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由老工业区变身而来，规划面积 11.2平方公里。该公
园规划建设突出生态、文化、活力、智慧四大理念，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最有生命力
的“绿色地标”，被评为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园区内融合二十四节气文化、地
域文化、森林文化和生态文化，共同构成公园三十六景，构建起“一核、两环、三带、
五片区”的城市“绿肺”。

建于 1978年的东方化工厂位于通州古运河畔。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利用化工
厂遗址创新建立生态保育核，将场地再生和生态保育融入其中，构建起多样化的

动植物群落，既有涵养生态功能，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重要生态板块组成部分。

千年惠林的“千年”呼应千年城市的要求和绿心北
侧的“千年城市守望林”，表达对副中心建成千年城市
的美好祝愿。“惠”本意为仁爱与赠予，呼应绿心服务人
民，保护生态的发展定位。千年惠林曾是国家领导人
参与植树活动的所在地，也是传播生态文明理念的特
色景点。

城市绿心也延续着千年中华文脉，运河故道和小
圣庙遗址等古迹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历史见证。园

区内的运河故道是原大运河的一段，参照清代《潞河督运图》打造出故道景观，全
长2.5公里，最宽处50米，整体描绘故道8个主题景点。故道沿岸建设了550米木
栈道，水系内种植了大量水生植物丰富景象、净化水质。园区西侧是正在建设中
的六环高线公园，建成后，车流将在地下隧道通过，地面以上原有东六环主路将建
成高线公园，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的世界级公共活力空间。

嘉宾们乘坐观光车穿越园区，打卡独特的二十四节气景观，在“绿心”里亲近
自然、感受绿色。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
教授韩晗认为，绿心
森林公园是中国工业
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
的典范，是“锈带变秀
带”的标杆项目，它以
生态保育的先进策
略，完整地保护并合
理再利用了老厂房及
烟囱等建筑，保留了
非常珍贵的红色工业
记忆，彰显出首都工
业遗产旅游走在前列
的创新能力，有着国
际化、世界级与面向
未来的重要价值。

古老码头重现历史记忆，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再写运河风华。观摩活动首站
就是今年2月申创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该景区分为北、
中、南三区，此次观摩的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南区北起六环路，南至武窑
桥，河道全长8.6公里，占地面积10700亩，其中水域面积约为2500亩，是大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中绿色生态的集中展示区，秉承“以绿为体，以水为魂，林水相依”的设
计理念，形成了一河、两岸、六园、十八景的整体布局。

所谓“一河”，指的是北运河，沿岸有5个功能各异的码头，作为水上游览的停
靠地，便于游人上岸观赏。“两岸”是指北运河两岸，8到10公里的堤路绿化与运河
景观互借互动，形成了错落起伏的景观效果。“六园”就是分布在两岸的六大景区，
由北至南依次是潞河桃柳景区、月岛闻莺景区、丛林活力景区、银枫秋实景区、明
镜移舟景区以及高台平林景区，十八景含在六大景区中。

驻足于“月岛闻莺”景区，植物繁盛，景色优美。这座北运河河道整治过程中
堆筑的小岛，四面环水，形似月牙，故名月岛。256亩的小岛借用原有地形，地势北
高南低。月岛画境、半山人家、湿地蛙声“三幅美图”绘就其中。“月岛栽植了乔、
灌、花、草、地被、水生植物多达百余种，形成了北方植物科普示范基地。”在讲解员
的介绍中，嘉宾们纷纷登上月岛，登高远眺，一览运河美景。

“这里是观赏运河的最佳地点。”讲解员指着左上方月岛最高处，嘉宾们来到
了月岛闻莺观景平台，这里高出巡河道 13米，是整个公园的制高点，游人拾级而

上，远可眺运河水色，近可览水面莲荷。千年运河，浩浩汤汤，气象万千。观景平
台共设有三层，取步步登高，层层观景之意，每层高3.3米，台阶数为66步。每层设
有不同的平台欣赏不同的景色，形成了一层观运河、二层观通州、三层可见城市副
中心发展全貌的观景效果。

站在观景平台上，编剧马继红感慨万分，两年前拍摄电视剧《运河边的人们》
时，她曾在通州取景。“这里是大运河的北端，我们沿着大运河一路南下直到浙
江。”在她看来，通州一直在变。“我在北京生活了70年，过去的通州印象中一直是
远郊的印象，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这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绿树成
荫，水草丰美，景色宜人。”

途经柳荫广场，十余株大柳树十分醒目。“这些柳树在建园之前就有，广场因
此得名，我们在其周围修建了船型的树池座椅，就好像一艘艘停靠在码头的漕
船。”讲解员说，这里与南区主入口及景区内最大的游船码头相连，成为重要的游
人集散地。

长期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孟建参与此
次北京文化论坛时特意选择到通州观摩。在他看来，副中心建设是国家战略，首
都建设对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难题，但没想到副中心建设展现的变化令
人出乎预料。“这样一个充满田园风光野趣的生态环境，对工作或创业都是加分
项。来城市副中心享受田野风光，浸润山水之间，岂不快哉？”

驱车前行，三大文化设施蕴藏技术奇迹，合奏文旅乐章。
观摩团在一片“银杏林”前下了车。被称为“森林书苑”的北京城市图书

馆，是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之一，这一雅称来自其外形设计，即以 144 棵
“银杏树”撑起空间，“银杏叶”形屋盖汇成方正的人文印章。这一结构年发电
约 25 万度，144 棵“银杏林”可抗大地震。图书馆建造技术高超，实现世界首例
超高玻璃幕墙的生产安装，其最高玻璃幕墙高 16 米、宽 2.5 米、重 12 吨，其实施
建设推动我国玻璃原片制造、高大玻璃深加工胶合及超高幕墙施工技术达到
国际一流水平。

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临山间·于树下·勤阅览”的写意画卷徐徐展开。馆内
的山间阅览区，面积21800平方米，是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馆阅览室。山体内侧还
设有四个主题场馆，分别是非遗文献馆、少年儿童馆、古籍文献馆以及艺术文献
馆。另有山间阅览区、元宇宙体验馆等20多种特色空间，为读者提供经典传习、艺
术感知、展览互动等多维文化体验新场景。测绘显示，北京城市图书馆大厅有效
总占地面积约为2.18万平方米，已取得吉尼斯世界纪录。

步行上山，阶梯形阅览区尽收眼底，山间阅览区的每张桌子上都安装有智慧
桌面，读者可轻松触达各种阅读服务，联动预约、咨询、阅读、推荐、立体书库、机器
人等软硬件资源。在智慧桌面的旁边设立一盏智能台灯，刷取读者卡，即可自动
调整到读者上次使用的灯光设定，拥有可记忆的“专属书灯”。灯柱上的摄像头还
实现指点查词、指点翻译等识别阅读功能。

据介绍，该馆藏书能力达 800万册，另外提供百余个数据库、400余万册电子
书、近 5万种电子报刊多平台线上服务，资源总量达 600TB。书架上方的这些电

脑，就是为实现这些电子资源的现场阅读而设立的。
环顾四周，可以看到整栋建筑的建筑立面都由玻璃幕墙构成，没有龙骨。这

就是图书馆最具特色的超高自承重式玻璃幕墙结构，全馆通过 276 块玻璃幕墙
保持了建筑内外开阔的视觉连接。夜晚，整座图书馆化身为璀璨剔透的“水晶艺
术品”。

图书馆视野最为开阔的地方，就是眼前的“知识山丘”，其下侧有一条63米长
动态的影像丝带，被称为数字长卷，这两个部分既可以单独展示，也可以进行画面
的联动展示。“现在展示的是人们阅读的画面，当不同的画中人各自翻开一本书
时，知识山丘会呈现不同的画面，象征着读者在书中领略的不同世界与想象。比
如画面可以是从宋代到清代不同时期的听琴图、雅集图中截取的文人生活场景
等。”科技带来的阅读新体验让观摩嘉宾赞叹不已。

徜徉于“知识山丘”，华中科技大学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陈先红对北京
城市图书馆的创意与科技内涵赞不绝口。“这座图书馆非常现代超前，与国际紧密接
轨。作为一个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24小时智能服务惠民便民。如果能够吸
引更多的年轻人、孩子和家庭到这里来，参与文化活动，会发挥更好的功能。”

城市图书馆集建筑之美、阅读之美、艺术之美、智慧之美于一体，满足读者学
习知识、感受艺术、体验创新等多元文化需求。走出图书馆，与之相连的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心也各有一番惊人风采。据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
化设施自2023年12月27日开放以来，已接待观众360余万人次，并刚刚在此次文
化论坛期间入选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十大事件，已经成为辐射京津冀三地的文化新
地标和备受市民群众喜爱的网红打卡地。

副中心建设“浸润山水间”

“森林书苑”体验科技书香副中心

城市绿心感受“锈带变秀带”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浩浩水波，倒映千年繁华；月岛远眺，见证新城崛起。昨天，2024北京文化论坛在京开幕，
论坛期间设有6条现场观摩活动路线。下午，近百名嘉宾、媒体记者朋友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同游串联古今的大运
河，共访有名有趣的“森林书苑”，齐探绿意盎然的森林公园，看新城活力迸发，览千年运河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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