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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今春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说：“北京过去种

的比较多的是杨柳树，因为北京适合种杨柳树，同时要注意把针阔林

比例结合好，使之更符合生物链、生态链要求。要在绿化基础上加强

彩化，多种一些色彩斑斓的树种，努力建设全域森林城市，把北京建设

得更美。”

树木，增进着民生福祉，寄托着浓浓乡愁，沉淀着历史文化，见证

着发展变迁。近年来，北京推动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三季

有彩、四季常绿，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多，人民群众的生

态环境获得感显著增强。

北京是怎样在绿化基础上加强彩化的？接下来如何进一步促进园

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建设全域森林城市？记者进行了采访。

—编 者

北京市通州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公园，

这一地块原来是化工厂和“散乱污”企业，腾

退后用于绿化建设，成为群众游憩的好去处；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中心公园，原为东坝乡东

风村所在地，经搬迁和环境整治，正在规划构

建以生物多样性为特色的生态空间……目

前，北京全市公园总数已增至 1050 个，仅去

年就新增休闲公园和城市森林 22 处、口袋公

园及小微绿地 50 处。

随着大规模国土绿化深入推进，不仅是北

京，全国各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许多居民

开窗见绿，出门进园，春赏百花，秋观彩叶，享

受高质量绿化带来的福祉，获得感满满。

“植树造林是实现天蓝、地绿、水净的重

要途径，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加强生态文

明建设是人民群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共识，

而高质量绿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

蓊蓊郁郁、品种丰富的树木花草，作为优质生

态产品，不断满足着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

态 环 境 需 要 。 如 今 ，全 国 森 林 覆 盖 率 增 至

24.02% ，城 市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增 至

42.42%。许多城市大力建设森林城市、园林

城市，构建扩大绿色空间，把四季的色彩送到

百姓家门口，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等野生动

物前来“安家落户”，展现一幅幅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动人画面。

重 数 量 更 重 质 量 ，是 高 质 量 绿 化 的 要

求。近年来，北京等地在造林绿化过程中，不

追求奇花异草、名贵树木，而是走科学、生态、

节俭的绿化发展之路，取得良好效果。许多

城市根据规划和地块的实际需要，采用“乡

土、长寿、抗逆、食源、美观”的树种进行绿化，

以水定林、以水定绿，合理确定植被密度，建

设集雨节水型绿地林地，在扩大绿化面积的

基础上，不断提高绿化质量。倡导人人爱绿

植绿护绿的文明风尚，培育适合当地气候特

征的优良树种，科学配置树种以营造适合野

生动物栖息的生态环境，不断提高植物景观

的生态服务价值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提

高园林绿化树种的固碳释氧能力。高质量绿

化改善了一座座城市的人居环境，促进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林草兴则生态兴。新征程上，让我们积

极行动，持之以恒，一年接着一年干，以高质

量绿化助力高品质生活，让美丽中国更新的

画卷在广袤大地铺展开来。

以高质量绿化助力高品质生活
董丝雨

人勤春来早，植绿正当时。4 月 3 日，1800 多

名义务植树劳动者来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公

园。大家挥锹铲土、围堰浇水，栽植乔木、花灌木

5200多株，着重在林间补植了栓皮栎等乡土树种。

栎类是北京市第一大类树种，也是最重要的

乡土树种，可与各类针叶、阔叶树稳定混交，形成

顶级演替群落，是北京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的“主

力军”之一。

“林下补栎能够恢复和维持生物多样性，助力

北京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

保护修复处副处长朱建刚说。

目前，北京正在推进林下补栎“十四五”专项行

动，助力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十四五”期间，将累计

推广栎类为主的乡土植物 1000万株（穴）以上。

科学选树、科学种树，才能更符合生物链、生

态链要求。

2019 年 4 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实施促进园

林绿化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要求始终遵循

适地适树、自然和谐、景观优美的原则，坚持选用

“乡土、长寿、抗逆、食源、美观”树种。

“适地适树，就是根据种树地块的特性选择适

合的树种。在选择树种时，要优先选择乡土树种

以及适应性强的树种，还要‘以水定绿’，根据水资

源的情况选择树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教授级高工赵世伟说。

让乡土树种成为绿化主角。在北京市园林绿

化 局 印 发 的《北 京 市 主 要 乡 土 树 种 名 录（2021
版）》中，收录了 140 个主要乡土树种。

专家指出，在丰富的乡土树种资源中，可以选

育出大量能观花、观果、观叶的各类新品种，性状

表现并不比国外引进品种差，有的还更好。

“落叶树和常绿树搭配，阔叶树和针叶树结

合，春可观花，夏可遮阴，秋有红叶，冬有生机，能

够 形 成 富 有 北 京 地 域 特 色 的 植 物 景 观 。”赵 世

伟说。

城市不仅要绿起来，还要“活”起来。在植物

配置方面，园林绿化部门除考虑景观和绿化效益

外，还日益重视鸟类等野生动物的取食、栖息环境

的营建。

“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需要种植食源树种、

蜜源植物。”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孙振元

说，“像桑葚、沙果、海棠、国槐等树种，能给鸟类、昆

虫、小型哺乳动物提供花蜜、果实、种子等‘口粮’。”

“此外，还应通过适度留野、建设生物多样性

保育小区、结合雨洪蓄滞建设小微湿地等措施，

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的栖息环境，促进区域

生物多样性恢复。”孙振元说。

如今，随着相关措施逐步推行，北京的

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震旦鸦雀、

大鸨、黑鹳等珍稀濒危鸟类频频现身，白尾

海雕、鸳鸯等野生动物纷纷“安家落户”。今

年 4 月发布的新版《北京市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显示，全市野生动物已经由 2021 年名录发

布的 596 种增加至 608 种。全市鸟类种类比 10
年前多了近百种。

目前，北京已建成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风景

名胜区等 79 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使全市 90%
以上的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栖息地

得到有效保护。

“今年，北京计划完成生态修复 12 万亩，新增

造林绿化 1.5 万亩、城市绿地 200 公顷。全市森林

覆盖率达到 44.9%，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9.35%，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6.66 平方米。”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不断延伸的绿色中，

北京市民的获得感将不断增强。

着力着力““增绿增绿””——

科学选树、科学种树，更符合生物链、生态链要求

在 绿 化 基 础 上 加 强 彩 化 ，多 种 色 彩 斑 斓 的

树种。

血红色的树冠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炬，绚丽夺

目。每到秋季，北京香山公园静翠湖畔的一株“丽

红”元宝枫，就会吸引许多人前来观赏“打卡”。

“‘丽红’元宝枫是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

院连续多年对普通元宝枫进行调查、观测，人工选

育出来的优良变异株系，是近年来北京绿化工作

中一个典型推广树种。”赵世伟说。

2015 年 1 月，“北京园林绿化增彩延绿科技创

新工程”启动实施，“丽红”元宝枫作为优良乡土彩

色树种被推广，在复兴门桥区绿地、西山国家森林

公园、北京植物园、陶然亭公园等地种植。

在北京城区，每年 10 月下旬，“丽红”元宝枫

的叶片就开始变成红色；到 11 月中旬，叶片进入

最佳观赏期，变为血红色，区别于普通元宝枫的砖

红色、橙黄色或黄绿参半，极具视觉冲击力。“丽

红”元宝枫的红叶期也较长。

“除了‘丽红’元宝枫，北京培育和种植的秋色

叶树种还包括黄栌、栾树等乡土树种，以及有着悠

久历史的银杏树。”赵世伟介绍，紫叶李、紫叶桃等

“常色叶”树种，可在生长季内保持彩色，或红或紫

或黄，丰富了北京春夏的色彩。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

是园林绿化增彩延绿科技创新工程的一处示范

区。这里种植着加杨、国槐、桧柏等大乔木，银杏、

元宝枫、楸树、梓树等乔灌木，还有崂峪苔草、委陵

菜、绣球、毛茛等地被植物。春天青葱翠绿、夏季

繁花似锦、秋天色彩斑斓、冬季绿树常青，吸引许

多市民前来观赏，流连忘返。

“增彩延绿工程开展 8 年来，我们已经推广了

100 余种既漂亮、又适宜在北京生长的新优植物

品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张博说，

增彩延绿工程完成了栓皮栎、雄性毛白杨、“丽红”

元宝枫等 85 种新优乡土植物的快繁和栽培技术

研究，建设了彩色树种、常绿树种、引种驯化与隔

离试种等 6 处繁育或中试基地，繁育流苏、雄性毛

白杨、车梁木、蓝云杉等新优苗木 150 多万株，推

动首都园林绿化由“绿起来”向“美起来”转变。

在种植彩色树种时，园林绿化部门并不是一

味求多，而是需要合理规划。专家指出，种植地点

要符合彩叶植物的生物学特性，例如，金叶黄杨要

全光照才能体现其色彩美，一旦处于光照不足的

半阴或全阴条件下，将失去彩叶效果。要将彩叶

植物与色彩反差较大的背景植物或建筑物合理搭

配，才能获得最佳观赏效果。在确定好树种之后，

还应注意植物与四周环境之间的协调性。

着力着力““添彩添彩””——

多种色彩斑斓的树种，园林绿化由“绿起来”向“美起来”转变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4 月 9 日—

15 日成为北京今春首个飞絮高发期，飞絮主要集

中在五环内中心城区，飞絮树种为雌性毛白杨。

专家预测，北京今春杨柳飞絮第二次高发期

将在 4 月下旬至 5 月上旬出现，影响区域为城区和

平原区，主要飞絮树种为欧美杨、北京杨、垂柳及旱

柳等；第三次高发期预计为 5 月中下旬，飞絮树种

为山杨及部分欧美杨，届时主要影响山区，对城区

无明显影响。

“杨柳飞絮是附着在雌株种子上的白色絮状

绒毛，借助风力传播完成繁衍。飞絮被农田、草

地、林地吸附后落地生根，但在城市硬化路面无处

着落，只能在空中反复飘荡，呈现出‘漫天飘雪’的

景象。”孙振元说。

张博介绍，杨柳树是北京的乡土树种，是北京

城市景观的标志性树种，为北京生态建设作出巨

大贡献。

北京市现有的杨柳树主要种植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当时我国城市绿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可

选择的树种较少。杨柳树适合北京的土壤和气

候，具有长得快、活得久、耐寒冷、易繁殖、不用浇

水等优势，还能起到防风固沙的作用。高大挺拔

的杨树可生长至 20—30 米，遮阴效果极佳；婀娜

多姿的柳树发芽早、落叶晚，绿期长达 10 个月。

然而，由于杨柳树苗期雌雄辨别极其困难，而

且过去没有判断杨柳树雌雄以防止飞絮的意识，

导致北京等地居民年年被飞絮困扰。

“飞絮是植物生长发育、繁衍后代过程中的一

种自然现象。”中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王成

表示，要科学认识这一问题，在造林绿化中注意合

理搭配和科学管理，做到无飞絮或有絮不成害，让

植物更好地为城市景观增色，为居民健康服务。

为降低杨柳飞絮对居民的影响，2015 年，北京

市园林绿化局牵头实施了“雄性毛白杨古树优良

品种选育及栽培技术的研究”。经过多年栽培实

验，繁育不飞絮新优杨柳雄株 5 万多株，其中包括

不飞絮古毛白杨（树龄 100年以上）后代 4万多株。

“这些不飞絮古毛白杨的幼化苗木，不但保留

了毛白杨的全部优势，而且没有飞絮烦恼，在园林

绿化建设、景观生态提升及京津冀等地区杨柳飞

絮治理中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北京林业大学森林

培育学科教授刘勇说。

生物防治，高压水枪冲洗，及时清扫湿化，更

新改造……近年来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采取 10
项措施，治理杨柳飞絮。监测数据显示，2022 年

北京飞絮高发区域数量比 2021 年减少 34%。

王成建议，应多树种混交，避免杨柳树形成大

面积纯林。对休闲游憩群众较多的林地、绿地，把

老弱杨柳树雌株作为优先替换的对象。加强城区

林地、绿地土壤的生态化养护，通过园林绿化废弃

物循环利用等措施增加地表有机覆盖，保留自然

地被，避免地表裸土，提高林地、绿地对飞絮的吸

纳阻滞能力。

着力着力““减絮减絮””——

注意合理搭配和科学管理，做到无飞絮或有絮不成害

北京促进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努力建设全域森林城市
本报记者 贺 勇 董丝雨

图①：北京房山区牛口峪湿地公园内，觅食的鸟儿在展翅飞翔。 郭俊锋摄（人民视觉）

图②：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现身北京冬奥公园。 贺路启摄（人民视觉）

图③：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风景绚丽。 何建勇摄

图④：北京密云区蔡家洼村玫瑰园内，游客在花海中拍照留念。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⑤：北京通州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水域，水城共融。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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