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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鹏）超级工程——北
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刚刚斩
获重磅奖项。在BIM+智能建造技术助力
下，该项目获得中国信息协会第四届信息技术
服务应用技能大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
应用赛项团体一等奖与北京市工程建设BIM
大赛一类成果。

为打造新型枢纽，这项超级工程要攻
克的难点着实不少。记者从北京建工集团
了解到，面对“大”“精”“难”等施工区域特
点，项目部总结出包括“超长超重地连墙”

“超厚砂层超高压封底”“超限超高混凝土
模板”“1/1000高精度超长钢管柱”“超深超
大基坑”等13项施工重难点。

为逐一攻克施工难点，技术人员借助
BIM三维可视化验证性及模拟现实性，策
划对不同施工节点进行三维可视化分
析。如在拱形隧道施工阶段，拱形隧道主
体结构施工垂直方向分四段“仰拱”“侧

墙”“上侧墙”“拱顶”，首先对不同部位的
模板进行深化，综合考虑到模板的单块质
量，单元板质量，拼装构件拆分，组装难易
程度。

借助智慧建造平台，还可明确查看每
个构件的施工主体，避免交底不清及沟通
不畅造成的误差。主站台 33 轴上有条 46
米长的超大跨度型钢梁，重达 88.6 吨，属
超危大工程，需要对其吊装、安装、验收等
进行全方位把控，通过采用BIM技术模拟
钢梁支撑架及机械吊装路线，临时支撑的
安装及拆除模拟，保障了钢梁正确快速地
安装。

该项目的BIM+智能建造技术接连获
得北京市工程建设BIM大赛一类成果，以
及中国信息协会第四届信息技术服务应用
技能大赛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赛
项团体一等奖。京投枢纽公司表示，该项
目正在全面加速推进。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最新进展

地下巨无霸紧锣密鼓装修过半

“京帆”和天井打造“阳光枢纽”

从高处远眺，副中心站综合枢纽工地一
副“千帆竞发”的阵势。自西向东，4 片“京
帆”屋盖亮相，第5片“京帆”正在进行膜结构
安装。到今年底，总共10片“京帆”屋盖将全
部亮相。

“我们专门邀请科研团队，对‘京帆’屋盖
的透光度、隔热度进行反复论证，最终将透光
度确定为 8.9%，确保透光的同时，夏季室内
温度适宜。”京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周伟介
绍，“京帆”屋盖配合天井，可将自然光直接进
入地下三层，直达轨道站台，打造名副其实的

“阳光枢纽”。
地下车站“光之长河”流淌，车站地上郁

郁葱葱、生机勃勃。未来，这座地下枢纽将部
分下穿东六环高线公园，10片“京帆”屋盖周
边还将建成 5000 平方米的京帆广场，为居
民、乘客打造舒适养眼的休闲空间。“铁路站
房设于地下，不去割裂城市，而是将地上空间
还给城市、还给百姓，这是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的开创性意义。”周伟说。

相关新闻：

接连斩获国家与北京BIM大赛头奖

智能建造助力副中心站攻坚克难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与环球影城一路
之隔，一座时尚、文艺、未来感十足的微度假
小镇，将于明年下半年开张。这座名为“湾
里”的超级商业娱乐综合体，投资超百亿、总
开发规模近 50万平方米。昨天，记者现场探
访时了解到，该项目中的王府井奥莱、诺岚酒
店已经主体完工，汀云小镇钢结构完工
88%。项目计划于 2025 年下半年开业，一大
批国际名牌、首店将扎堆进入城市副中心。

走出地铁花庄站，就是“湾里”项目所在
地。换乘摆渡车，钻进正在建设的小镇地下，
不禁感叹建设者的智慧。

“看见这些粗大的柱子了吗？小镇没有
‘地基’，就是建在这些柱子上。未来这些柱
子间还能停车。”北京环汇置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周路苇介绍，该项目在车辆段上盖商
业，实现土地复合利用，以此反哺建设资金投
入巨大的轨道交通，将成为北京轨道交通“站
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标杆。未来，S6
线开通后，这里将有三条轨道线路交会，从两
座机场、副中心枢纽出发，均可在半小时内到
达此地。

“湾里”项目包括王府井 welltown、诺岚
酒店与汀云微度假小镇三大板块。王府井
welltown开发面积 19万平方米，将是北京最
大的奥特莱斯商业中心，计划引入国内外知

名品牌 500余个，其中，文化艺术、运动娱乐、
儿童游乐等体验业态占比将达 50%，首次进
入城市副中心的品牌占比将达60%以上。

从建筑沙盘上，这座奥特莱斯仿佛是一
处空中花园，30米高的瀑布从中庭倾泻而下，
还设有华北地区最大的裸眼3D大屏幕，有望
成为副中心新的网红打卡点。

吸引时尚达人的，还有诺岚酒店的无边
泳池。“在这里，可以隔窗完整观看环球影城
灯光表演。”周路苇介绍，它不仅是五星级酒
店，更是酒店、商业、艺术及多元空间的集成。

在汀云美术馆平台眺望，能看见汀云小
镇一座座独具特色的小楼已经拔地而起，目
前钢结构施工完成 88%。汀云小镇包括商业
街、不夜城、特色酒店群落、汀云公园和北京
首家“中国国家地理探索中心”、芸畅梦田
Livehouse、汤泉中心、法国小王子主题乐园、
URIDE滑板乐园等新型体验式文旅业态，全
面创新商业、民宿、音乐、艺术、科技等文旅场
景，打造北京东部地区微度假胜地。

目前，“湾里”项目中的王府井奥莱、诺岚
酒店已经主体完工，汀云小镇建设飞快，整体
项目计划于2025年下半年开业。项目投入运
营后，预计日均到访客流将超过 4万人次，带
动文旅区高质量发展，为城市副中心注入消
费新动能。 参观者在“湾里”商业娱乐综合体项目内的汀云美术馆体验。记者 方非/摄

环球影城旁微度假小镇明年开张
一大批国际名牌、首店将扎堆进入副中心

东六环西侧、大运河畔，未来亚洲最大
的地下交通枢纽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一片片
巨大的“京帆”屋盖轻扬于地面，“点亮”这座
位于地下的“阳光枢纽”。昨天，记者从京投
枢纽公司获悉，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继主体结构封顶后，装修已完成过半，将于
明年基本完工，具备接入轨道线路的条件。

亚洲最大地下交通枢纽，一方面大在建
筑规模，一方面大在其承载的轨道线路数量。

枢纽地下总建筑规模128万平方米，未来
将跑京唐（京滨）城际铁路、城际铁路联络线
（该站与 S6 线共线）、地铁平谷线以及 M101
线、M104线等。

作为国内第一个融合城际铁路、轨道交
通、城市航站楼、码头、综合开发等功能的地
下综合枢纽，这里还预留了两座机场航空值
机站，乘机旅客可在此进行值机、行李托运；

预留衔接运河码头的通道，方便旅客出站后
步行至码头。

“枢纽地上规划建筑面积约 130 万平方
米，不仅有办公、商业、酒店，还会有公寓、住
宅，以此提高‘职住平衡’比例，打造更具活力
的 24小时街区，同时为枢纽车站带来更多客
流。”周伟告诉记者，地下枢纽轨道线路繁忙，
地上居民却不必担心被噪音打扰，“通过为轨
道加装钢弹簧浮置板，进行轨道减震结构处
理，可以保障居住舒适度。”

预留值机站，衔接运河码头

四通八达，是这座贯穿“站城融合”建设
理念的地下枢纽一大特色。约 160 个出入
口，分阶段联通地下、地上，以及后期开发的
商业、住宅，让旅客、乘客以最快速度进出
站。与此同时，枢纽周边 11条接驳道路同步
立项，未来有望同步建成通车，形成 7进 7出
通道，方便旅客、乘客快速抵离，疏散客流。

这座亚洲最大的地下交通枢纽，打造新
时代中国式现代化交通枢纽高质量发展样
板，还创造多个“第一”和“首次”，包括：全国
大型交通枢纽项目中率先在铁路场站上方进
行综合开发；国内第一次基于“站城融合”体

系的地下空间环境设计创新，将自然光引入
地下枢纽站台，实现地下车站地面化；北京第
一个位于非中心城区的超大型（铁路）综合交
通枢纽……

目前，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主体结构
封顶，装修完成过半，帆屋盖主帆钢结构实
现封顶，首片主帆泡泡采光顶安装完成，整
体形象已经亮相。今年年底，枢纽装修、设
备安装将完成 80%。按照计划，副中心站枢
纽工程将于 2025年基本完工，具备轨道线路
接入条件。

本报记者 孙宏阳

约160个出入口四通八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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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培脱毒：
实现种源快繁

拿出原材料，用刀切成单芽或团芽，再用镊子轻轻放入新的培养
器里，全程无菌操作。在神舟绿鹏公司组培室内，科研人员正通过组
培技术手段，实现草莓、芦竹的种源快繁。

一排排架子上，一罐罐透明的无菌培养器摆放整齐，高矮不同的绿
苗生长旺盛。“普通情况下，颗种子只能生长出一棵苗，组培技术手段不
需要种子，只需要植物的一个叶片、一块根系等微小部分，通过组培快繁
技术，短时间内就可以繁育出成百上千棵一样的植株，提升繁育效率。”
神舟绿鹏组培中心技术负责人李珊珊介绍道，现在北京市内销售的草
莓、新疆地区种植的芦竹，就有不少是神舟绿鹏的“组培种子”。

除了能够实现快繁，组培技术手段还拥有节省土地、去病毒、复壮
品种、可进行无性繁殖等多个优势。目前，神舟绿鹏组培中心已自主
建立了30多种涉及100多个品种的蔬菜、花卉和果树林木的组培快繁
技术，提高了种苗的繁殖效率；建立了草莓、树莓、百合等种苗的组培
脱毒技术体系，并实现了脱毒种苗的产业化生产。

副中心锚定种业副中心锚定种业““芯芯””力量力量
本报记者 田兆玉

高通量分子育种平台：
育种技术进入“大数据”时代

一粒种子，一季收获。
种子被比作农业“芯片”。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芯片内拥有大量晶

体管，一粒小小的种子里也有数以万计的基因。
在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办公大楼三层，有一个神奇的实验

室——高通量分子育种服务平台。
啥叫“高通量”？
通量分子育种是辅助和加速传统育种的一个方式，主要通过分子

标记技术，对植株的基因进行检测标记，进行分子层面的辅助选择、辅
助回交育种、杂交种纯度检验等。与传统的分子育种相比，高通量分
子育种具有检测速度更快、成本更低、通量更大等特点，能够更高效地
对更多植株进行检测和结果反馈，为育种大量繁琐的前期工作按下快
进键，大幅提升育种进程、缩短育种周期，让育种技术进入“大数据”时
代，快速选育优质种源，让种业拥有更多“中国芯”。

走进平台的基因分型室，工作人员正在为先正达、北京市农林科
学院、宁波农学院等企业、科研机构进行分子育种实验。这里有件“秘
密武器”。“例如一个育种群体检测200个后代单株，每次检测4个抗病
标记，使用Douglas一次可检测将近 300个群体，约 60000个单株。”平
台相关负责人单云鹏指着一台黑色大机器介绍，“这是全球领先的
Douglas的SNP Array Tape分型仪，即PCR扩增设备。目前科研院校
进行基因检测都是小型PCR仪，检测反应一次最多能完成 384个样
本，而Douglas单次检测通量是小型设备的600倍。”而且，利用这套大
型集成化设备，经过反应体系配置、反应过程、结果扫描等步骤，检测
数据能够直接在电脑里判读。该设备代表了当前分子辅助育种的最
高通量。

平台里的“秘密武器”不止这个“黑匣子”。在另一间实验室内，国
内首台无人值守磁珠法核酸提取工作站正在利用机械臂轻松实现样
本DNA提取、转移等，这也是由该平台直接参与研发的成果。“这是一
台自动化提取设备，可以通过磁珠法进行种子DNA提取，实现 24小
时无人值守工作模式。一天8小时就能提取4000—5000份样品种子，
是人工的20倍。”单云鹏说。

这些先进设备，都是“高通量”团队里的骨干。单云鹏介绍，该平
台是由通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打造的农作物分子育种服务平台、多维
服务的农作物种子质量检测平台、物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和种质资源共
享平台，目前与全国 400多家种业科研和育种单位合作，提供智能化
管理及种质资源存储、交流优质服务。作为种业关键共性技术服务平
台，该实验室汇集 700余台先进大型分子检测仪器设备，技术目前属
于世界领先水平。

航天育种：
太空诱变加速育种速度

如今，种子不仅在田野间生根发芽，更有机会遨游太空。什么是
航天育种？上过太空的种子又有啥不同？记者走进今年的参展企业、
航天育种知名公司——神舟绿鹏一探究竟。

走进神舟绿鹏辣椒示范展示大棚内，推开大门，香浓的辣椒味儿
钻进鼻腔，螺丝椒、牛角椒、羊角椒、线椒等品种挂满枝头。“现在我们
的辣椒已经硕果累累，正值最佳观摩期，现在来参观，可以现场考评辣
椒的长势、抗病性、连续坐果力、总体产量等各个性状指标。”公司市场
部总监刘春平介绍道。

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专门从事航天育种技术研发、新品种
培育和成果转化推广，在通州国际种业园区拥有约400亩航天育种核
心示范基地，包括研发中心、全智能温室、植物组培工场、育苗工场和
各类大棚设施。

辣椒是国内消费量巨大的蔬菜作物之一，神舟绿鹏将其作为重点
选育方向之一。“棚里的这些示范资源主要通过航天搭载它的亲本材
料，再经过地面的多代选育，筛选出优秀品种，再结合其各自性状特点
在不同地区推广。”刘春平举例道，航椒S605是微辣型辣椒，比较适合
华北地区像北京地区消费者的饮食口感，航椒S608是浓辣型的品种，
重点在西北等更能吃辣的地区推广；针对北方越冬茬，公司又开发了
航椒S618。“这属于中辣型，品种整体抗寒性比较好，冬季低温期能持
续坐果，作椒率高，农户长季节种植整体收益高。”刘春平解释道。

航天搭载实际上是一个物理诱变的过程，亲本材料被带到太空
后，在受到射线、真空、磁场以及人类未知因素的影响下，搭载材料自
身发生基因突变。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航天育种最大的优势在于空
间诱变材料的有益变异概率高、育种周期短，可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创
制出具有高产、早熟、抗病等优良性状的种质资源。刘春平说：“这些
突变材料是选育过程中非常难得的材料，航天育种最大的优势就是能
够增加亲本的变异幅度，加速育种进程。”

今年的种业大会，该公司应邀参展，在展区市民可以看到神秘的
航天育种成果“大礼包”，包括香甜酥脆的薄皮甜瓜、软糯清甜的厚皮
网纹甜瓜、品质类水果番茄以及各种类型的辣椒品种等。刘春平说：

“欢迎大家到神舟绿鹏航天育种基地来观摩考察新优品种。”
目前，神舟绿鹏展示区内种植的各类番茄、甜瓜品种超过 400

种。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员企业，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专业从事航天工程育种技术研发、新品种选育、成果推广等一
体化工作，深耕太空育种多年，其研发的不少果蔬品种已进入北京超
市，端上百姓餐桌。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
“育种王国”环境条件可调节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发展关乎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命
脉。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今年刚刚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农作物
育种加速器，在科技的加持下，让育种实现了“超速度”。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包括 1400平方米室内全人工光生长室和 9200
平方米玻璃温室加代室，从外观看更像一个巨大的“透明盒子”。

经过风淋系统洁净后，记者刷脸进入全部由玻璃打造的温室加代
室，抬头望去，满目都是“机械臂”。“风淋、刷脸，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
植物。头顶的这些机械臂全部由电脑控制，植物们热了、冷了都可以
通过数据监测实现温度、湿度的自由调节。”工作人员介绍。

加代室里宽敞明亮，扑面而来的暖风让人感觉舒适，这里并没有
大片的土地，作物们“站”在种植盆里，享受着舒适的环境。盆中插着
白色管线，“这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装置，可以让作物按需吃饱、喝
够。”工作人员表示。

在室内全人工光生长室内，植物们井井有条地住进了“集体宿
舍”。这里配备有高标准的环境控制、种植系统、补光系统和智能数字
化系统，能实现作物全周期生长的动态光环境精准自主调控。

这里为中国育种事业和科研单位提供“拎包入住”式的高标准快
速加代共性服务平台，帮助研发单位开展快速的品种选育、改良，尤其
是生物性状（转基因）快速导入、种质材料快速扩繁，是北京持续培育
农作物种业新质生产力的最新快速孵化器。

“我们相当于建立了一个育种王国。”农作物育种加速器技术负责
人王宪龙解释龙解释，，植物生长所需的风植物生长所需的风、、温温、、光光、、水水、、氧气等环境条件氧气等环境条件，，在于在于
家务的家务的““加速器加速器””内都可实现调节内都可实现调节。。““自然界有的自然界有的，，我们仿照我们仿照，，自然界没自然界没
有的有的，，我们创造我们创造。。在这里在这里，，植物可以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植物可以充分地进行光合作用。。””王宪龙以王宪龙以
光节奏举例光节奏举例，，比如小麦比如小麦，，目前我国最高的人工光光照实验每天照射时目前我国最高的人工光光照实验每天照射时
间为间为2222个小时个小时，，但在北方的冬天自然条件下每天太阳光照射时间仅为但在北方的冬天自然条件下每天太阳光照射时间仅为
88小时小时，，2222小时就相当于要照射三天小时就相当于要照射三天。。在光质方面在光质方面，，太阳光太阳光5050%%以上为以上为
红外光红外光，，这些红外光只是发热这些红外光只是发热，，并不参与植物的光合作用并不参与植物的光合作用。。而在育种而在育种
加速器里加速器里，，则采用了固态照明则采用了固态照明Solid lightingSolid lighting，，可以精准地选取植物参与可以精准地选取植物参与
光合作用的光谱光合作用的光谱，，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品质提高植物的生长速度和品质，，实现高质量育种实现高质量育种。。

目前目前，，育种加速器已与中国农科院作物所育种加速器已与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
米所米所、、蔬菜所蔬菜所、、生物所开展合作生物所开展合作，，在玉米在玉米、、水稻水稻、、大豆大豆、、小麦小麦、、绿豆绿豆、、小豆小豆、、
番茄番茄、、生菜等作物上开展快速加代育种试验生菜等作物上开展快速加代育种试验。。

除了加速器除了加速器，，逆境表型鉴定平台正在建设逆境表型鉴定平台正在建设，，明年有望投入使用明年有望投入使用。。
未来未来，，两者将与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服务相结合两者将与高通量分子育种技术服务相结合，，打造成为国内规模打造成为国内规模
最大最大、、通量最高的作物快速育种服务体系通量最高的作物快速育种服务体系，，实现目标品种快速选育和实现目标品种快速选育和
改良改良。。

近年来近年来，，城市副中心持续助力北京打造城市副中心持续助力北京打造““种业之都种业之都””。。目前目前，，北京北京
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拥有千亩新品种展示基地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拥有千亩新品种展示基地、、33千亩生物育种基千亩生物育种基
地地、、33万亩育种展示基地万亩育种展示基地，，搭建起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搭建起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7070余家院所高余家院所高
校和企业入驻校和企业入驻，，育成玉米育成玉米、、小麦小麦、、蔬菜等突破性优势品种蔬菜等突破性优势品种 100100余个余个。。通通
州区还出台了支持种业专项政策州区还出台了支持种业专项政策，，创新要素正在加速聚集创新要素正在加速聚集，，助力打造助力打造
种业创新高地种业创新高地。。借助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东风借助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的东风，，通州区将通州区将
进一步推进现代种业产业强链补链进一步推进现代种业产业强链补链，，聚集和丰富种业产业关键生产要聚集和丰富种业产业关键生产要
素素，，助力北京打造助力北京打造““种业之都种业之都””，，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副中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副中
心力量心力量。。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生活，，种子孕育希望种子孕育希望。。
今日今日，，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通州区开幕第三十一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在通州区开幕。。本届大会为期两日本届大会为期两日，，其间其间，，547547家重点种业企业家重点种业企业、、286286项成果项成果、、833833个新品种将精彩亮相个新品种将精彩亮相。。
作为主会场作为主会场，，通州区的育种通州区的育种““秘密武器秘密武器””可不少可不少。。近年来近年来，，高通量分子育种高通量分子育种、、航天育种航天育种、、组培快繁组培快繁、、育种加速器等一批身怀绝技的种业育种加速器等一批身怀绝技的种业““黑科技黑科技””技技

术或平台汇聚通州术或平台汇聚通州，，科技创新和种业产业深度融合科技创新和种业产业深度融合，，农业科研平台建设加速推进农业科研平台建设加速推进。。
目前目前，，育种育种““黑科技黑科技””扎堆儿的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扎堆儿的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正运用育种前沿技术正运用育种前沿技术，，高标准搭建和运营共性技术服务平台高标准搭建和运营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立运营分子育种建立运营分子育种、、基基

因编辑因编辑、、转基因技术服务平台和品种展示评价与生物育种试验示范平台转基因技术服务平台和品种展示评价与生物育种试验示范平台，，搭建作物育种加速器等搭建作物育种加速器等，，进一步完善服务能级进一步完善服务能级，，提升新质生产力提升新质生产力。。
一间间实验室里一间间实验室里，，科技范十足的育种技术正在助力中国种业振兴科技范十足的育种技术正在助力中国种业振兴。。

“京帆”屋盖轻扬于地面，隔热又透光，点亮了这座地下枢纽。记者 常鸣/摄

本报记者 朱松梅

今年以来，全市开展山区森林经营
70万亩，建成 3处郊野公园、15处休闲公
园和 200公顷城市绿地，近 200座立交桥
完成桥体绿化。这是记者从昨天上午市
政府新闻办举办的“花园城市 多彩京秋”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

完成161处公园的无界改建

今年是京城建设花园城市的开局之
年。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沙
海江介绍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在夯实首都生态基底方面，本市今年
开展山区森林健康经营70万亩，林下补栎
200万株。在郊区，再添3处大尺度郊野公
园；在城区，新增200公顷绿地，建设海淀
大牛坊、丰台康馨等休闲公园15处，西城
马连道、朝阳姚家园等口袋公园50处。

花园城市在建设模式上更加突出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市完成了 161
个公园的无界改建，改造提升了 20 处
全龄友好公园，20 处绿隔地区郊野公
园功能得到完善，市民游园更加便利。
1515 公里绿道已经建成，成为市民身边

“最美的通勤路、安全的上学路、林荫的健
身路”。

今年以来，全市已经建成 30 个社区
微花园，由社区居民参与设计、建造、养
护，成为市民楼下的“绿色会客厅”。

197座立交桥完成桥体绿化

市交通委副主任李亚宁介绍，今年以
来，本市完成了 1.2万平方米的公路重点
路段景观提升，治理了 2.3万平方米的裸
露坡面，栽植各类苗木3.7万株、撒播草花
组合 1.53 万平方米。推进 1 号公路绿化
建设工作，护网侧栽植月季1500株，京通
快速路补种月季5400余株。

截至目前，朝阳门立交桥、东四十条立交桥等197座城市
道路立交桥已完成桥体绿化工作，丰台区木樨园桥、房山区
CSD天桥等其余立交桥桥体绿化正在施工。此外，国贸桥、木
樨地桥、联想桥等16座桥系作为试点，开展了桥下空间绿化。

下一步，本市将推进西苑北桥、小郊亭桥等景观提升示
范工程，拆墙透绿，扮靓城市空间。聚焦长安街沿线，国贸、
西直门、菜户营等大型桥区，抖音集团、联想集团等商务中心
区周边等，实施整体美化和立体绿化，让路灯和花箱上桥。

京城迎来赏彩叶最佳时节

“随着气温的下降，北京已经进入了观赏彩叶的最佳时
节。”沙海江在发布会上推荐了几处观赏彩叶的好去处。

京郊山区层林尽染，秋色迷人。两轮百万亩造林绿化
建设和彩色树种造林等生态工程带来了“山山看彩叶”的京
郊秋色，比如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是本市最早可赏红的地
方，房山坡峰岭生长着大片黄栌，山脚下的首都文明村——
黄山店村古朴优雅。

今年，市园林绿化局与市气象局合作，将陆续发布彩叶
变色率。市民游客可通过京通小程序、气象北京、首都园林
绿化微博、微信公众号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方网站查询。

朝阳将建设9个花园片区

朝阳是本市的花园城市示范区，呈现出“一半森林一半
城”的景观。今年，朝阳以日坛-工体片区为重点，营造“城
在景中、景在城中”的花园城市景观。

更多的花园城市场景将涌现。朝阳区副区长任超介
绍，接下来，将围绕亮马河、北小河、CBD、奥运中心区、三里
屯国际消费片区等 9个重点区域，全面推进花园城市片区
的系统性规划谋划工作。

平谷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6.44%，桃花水母、震旦鸦雀、白
尾海雕等珍稀动物近年频繁现身。未来，金海湖及周边也
将重点开展花园城市建设，打造京津冀国家森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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