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春和连翘同为
木樨科，迎春隶属素馨
属，连翘属于连翘属。
区别迎春和连翘最简
便直观的方法，是看花
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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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主干河流连续 3 年全线贯通入海、

密云水库协同保水、官厅水库联防联治……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获悉：京津冀协同

发展 10 年来，聚焦水资源短缺、水环境污染、

水生态损害以及河水断流、地下水超采等问

题，紧紧围绕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北京水

务部门统筹推进京津冀协同治水，首都水安

全保障能力大幅提升。

聚焦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以水而定、量

水而行，首都水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更加协

调。推动颁布实施《北京市节水条例》，构建

起贯穿水资源“取供用排和再生循环利用”全

过程、全行业、全社会的节水体系。大力推进

河湖滨水公共空间开放共享，温榆河公园一

期 开 园 ，建 成 300 多 公 里 滨 水 游 憩 慢 行 系

统。加快落实北京通州区与河北廊坊北三县

协同发展规划，与河北省共同研究城市副中

心和北三县水资源协同保障方案，全力协助

推进廊坊向北三县供水管网建设。

聚焦水源安全，强化京津冀水资源统筹

调度和协同保护，首都水资源保障能力持续

提升。南水北调中线通水京津冀，并成为北

京市主力水源，2014 年以来南水累计进京近

95 亿立方米；2019 年黄河与永定河实现历史

性“握手”，5 年来，官厅水库上游累计引黄 4.2
亿立方米，集中输水 5.3 亿立方米，开展永定

河常态化生态补水……在此基础上，强化水

资源统一调度、优化配置和精细管理，外调水

和本地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等多水源保障

体系基本建立。

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地表饮用水源地、

水资源战略储备基地，为此，京冀出台《京冀

密云水库水源保护共同行动方案》并加快推

动落实，建立完善京冀密云水库上游潮白河

流域水源涵养区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签

订实施两轮补偿协议，持续深化“两市三区”

联建联防联治考核机制。2023 年签订《官厅

水库上游永定河流域水源保护横向生态保护

补偿协议》，建立“成本共担、效益共享、合作

共治”的流域治理保护长效机制，为推进上游

地区保水护水工作注入了新动力。

首都母亲河永定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目标初步实现。2017 年，京津冀晋 4 省份启

动永定河全流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北京

市积极实施母亲河复苏行动，在统筹调配多

水源基础上，2019 年以来 7 次实施永定河生

态补水，取得显著成效，北京段 170 公里河道

连续 5 年全线通水，沿岸地下水和生态环境

快速恢复，生物多样性显著增加，永定河已形

成绿色生态河流廊道，初步实现“流动的河、

绿色的河、清洁的河、安全的河”的治理目标。

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久久为功。近年

来，北京市出台实施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

动方案，通过压减地下水超采量，持续推进流

域补水、区域补水、分段补水、协同补水增加

地下水回补量。

京津冀协同治水

多措并举 提升首都水安全保障能力
本报记者 潘俊强

3 月 11 日，湖北武汉市民魏文芳早早准备好第二天

植树要穿的运动服和鞋子。“不仅要植新树，我们还打算

去找找去年种下的树苗。”魏文芳说，“一年过去，小树肯

定长高了不少。”

植树节带着儿子一起种树，这个习惯，魏文芳坚持了

20 多年。

“我儿子出生在 3 月 12 日，正好是植树节。”魏文芳

说。1999 年 3 月，魏文芳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武汉市要举

办义务植树活动的新闻。没过多久，她和儿子吴家豪一

起种下了第一棵树。从此，种一棵“生日树”便成了全家

在植树节的“绿色约定”，种下的树也成为她送给儿子的

生日礼物。

魏文芳至今还保留着当年一家人植树后的合影，泛

黄的照片上，魏文芳左手扶着树苗，眼含笑意。

此后的每个植树节，魏文芳都会请人帮他们拍照，

存 放 在 信 封 里 。 其 中 一 个 信 封 上 写 着 ：用 爱 连 接 自

然。“这是我的心声。”魏文芳说，每一棵树都饱含着她

对儿子的爱。

如今，当年种下的第一株小苗已长成有两三层楼高

的大树，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杉树、栾树、樟树、梧桐……

一家人栽植的树苗在这座城市的许多角落生长，他们特

意记下每棵树的位置，有机会路过时，总要去瞧瞧。

树长起来了，人也在长。曾经的小男孩已经长大成

人，50 多岁的魏文芳从过去扛着锹走在儿子前面，变成

提着桶跟在后面……

“以前，大家植树造林的意识还不太强，有些山坡和

湖边光秃秃的。”魏文芳说，“现在可不一样，家门口的菱

角湖再也不是从前的‘臭湖’，一到春天，满眼绿意。”

近年来，人们种树的方式也有了新变化。前几年，魏

文芳和儿子在手机 APP 上尝试过“云种树”，在云南大理

种下一棵华山松。“种树，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用自己的

力量让山更绿、水更清。”魏文芳说。

湖北武汉市民魏文芳义务植树20多年—

“种树，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本报记者 强郁文

3 月 11 日一大早，位于浙江金华的世轩

园林基地大门口便热闹起来，一辆辆满载黑

松、茶梅等苗木的卡车将从这里出发，前

往丽水市。“植树节到了，基地迎来一波

预订苗木的小高峰。”基地负责人程伟

达说，“育好苗木，也是为绿化作贡献。”

基地内同样热闹，挖掘机吊起枫树树

苗，稳稳地放入提前挖好的树坑中。程

伟达带领苗木工人，扶苗、培土、踩实、

浇水……

目前，在世轩园林基地，苗木培

育已经应用了容器化、喷

滴 灌 水 肥 一 体 化 和

基质化技术，苗

木 的 成 活

率 得 到 保

障，品质也大大提升。“以前培育苗木时，什么品种好卖

就种什么，大多是粗放型管理。苗木的品质一般，缺乏

市场竞争力。”程伟达说，早在 2013 年，他就投入 20 多

万元，从广东引进喷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 10 余亩

苗圃中做试验。两年多后，他开始大面积使用这一技

术，附近不少苗农闻讯也过来参观交流。

“以前听说过这个技术，但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们这

里。”苗农孙丽成就是其中一员，现在对程伟达还是满

心感激，“他替大家‘蹚了水’，那段时间更是不厌其烦

地指导我们。”

身为 80 后，程伟达获评浙江省林业乡土专家、金

华市林业乡土专家。“苗木这行学问太多了，学得越多

越发现自己学得不够。”程伟达说。如今，程伟达在浙

江、福建等地有多个园林基地，平均每个基地有十几名

工人，在为造林绿化贡献力量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不

少村民就业增收。

浙江林业乡土专家程伟达钻研苗木技术——

“育好苗木，也是为绿化作贡献”
本报记者 窦瀚洋

春日，一个个树池中的幼苗绽放点点新绿，一派生机

勃勃。

“我们已经种植了近 300 株苗木，最终将达到 400 多

株，希望能保存好古树的基因资源。”从二楼办公室望向

窗外的北京古树资源圃，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教授马晓

燕欣慰地说。

细算一下，马晓燕与古树结缘已近 40 年。1985 年，

她入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风景园林专业，4 年后到

北京农学院任教。最初在进行园林设计时，马晓燕更多

考虑的是把古树作为景观资源利用好。但在一次次亲近

古树的过程中，马晓燕的想法有了改变：“古树是自然界

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具有重要的生态、历史、景观

和经济价值，应该千方百计地保护好。”

随着树龄增长，古树通常会出现各种“病症”。要治病，

得先查明病因。北京朝阳区有一株国槐古树，外观比较完

整。在仔细观察后，马晓燕和团队发现树干顶端有一些不

易被发现的小洞，“会不会有雨水进入，导致树干积水？”生

长锥探测表明，树干内部灌满了水。团队随即对古树做了

相应保护处理，避免树干进一步被腐蚀。而在对一株古银

杏进行治疗时，团队采用只清腐杀菌不封堵的方案。“这棵

树树干较完整，不封堵雨水更易排出。”马晓燕说，“我们坚

持‘最小干预’‘一树一策’原则，尽可能保护好古树。”

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生动的历史。近年来，马

晓燕带领学生通过走访、查阅文献等方式，先后挖掘了

300 多个古树故事，他们计划用科普展板、二维码等进行

展示，让大家感受到古树丰富的历史文化意韵。

北京农学院园林学院教授马晓燕精心养护古树——

“保存好古树的基因资源”
本报记者 施 芳

编者按：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是推进国土绿

化、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今年 3 月 12 日是我国第四十六个植树节，在这生机盎然的春日，本版推出特别报

道，聚焦一位普通市民、一位林业乡土专家和一位古树守护者，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展现他们积极参与造林绿

化、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场景。

撒下绿色、播种希望，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现在做起，积极投身到绿化祖国的行动中来，凝聚义

务植树的全民力量。

春天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五

颜六色的花次第开放。迎春是北方地区

最早开花的灌木之一，是名副其实的迎

接春天的使者。因其美好的寓意，黄色

的迎春花赢得许多人的喜爱。只是许多

人不知道，他们眼中的“迎春”，可能是另

一种开黄花的植物——连翘。

迎春和连翘属于远房亲戚，同为木樨

科家族的成员。其中迎春隶属素馨属，与

茉莉、素馨的亲缘关系较近，全世界素馨

属植物有 200多种。而连翘属于连翘属，

连翘属在全世界仅有 7种植物，其中连翘

因具有抗炎、解热、镇吐、抗肝损伤等作

用，是一种常见的药用植物，在我国栽培

历史悠久。迎春原产于我国西南地区，因

其先于众花开放，一直受到大家的喜爱。

区别迎春和连翘最简便直观的方

法，是看花瓣数量。迎春的花朵较小，花瓣数 5 至 6 枚。而

连翘的花略大，花瓣数为 4 枚。虽然都是在春天开花，迎春

通常花期较早，天气略转暖即开放，等花期结束之后才慢慢

长出叶片。连翘通常在 3 月同桃花杏花一起开放。

迎春的植株比较秀气，株型整齐，枝条一般纤细且自然

下垂，节间较短。而连翘则略显高大粗壮，植株呈直立状生

长或在末端下垂。迎春的枝条为四棱形，即使在冬天也呈

绿色；而连翘的小枝为圆柱形，通常为棕褐色。

连翘叶通常为单叶，或三裂至三出复叶，叶片呈卵形、

宽卵形或椭圆状卵形至椭圆形，叶片比较大，除了基部以外

边缘都有整齐的粗锯齿。迎春的叶片是三出复叶，小叶较

小，卵状椭圆形，全缘，一般呈十字形对称生长。

此外，连翘通常每年 10 月结果，其果实就是药用的部

位。连翘可通过播种的方法来繁殖。迎春在栽培中不易结

果，一般都是用扦插方式来繁殖。在较少情况下迎春会结

出蓝黑色浆果。实际上，春天开黄色花的不只迎春和连翘，

比如南方地区常见的云南黄素馨，与迎春更为接近，在当地

也常常被误认为是迎春。

无论迎春，还是连翘，都让我们体会到自然万物的美

好。春天来了，百花竞开，去尽情欣赏这大自然的馈赠吧！

（作者为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本报

记者施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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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R

日前，在江苏省无锡市梅梁湖羊岐村一带沿岸水域，驶来

了 2 艘施工船，船上的工作人员不时将测量仪伸入湖底，进行

测量计算并记录数据——这是正在开展的太湖清淤固淤湿地

带试点工程施工现场。今年年底，这里有望出现一条长约

1.75 公里、宽约 100 米的水下湿地带。

“底泥清淤是大型河湖尤其是浅水型湖泊内源治理的主

要手段，对于削减内源释放、改善局部湖区水质、减少蓝藻水

华暴发频次具有重要作用。”无锡市水利局副局长兰秀凯告诉

记者，无锡在梅梁湖东岸沿湖水域开展湿地带试点建设，将约

40 万立方米太湖生态清淤淤泥作为湖底地形重塑土源，用于

建设湿地带。这种方式既可以解决淤泥出路，又不占用太湖

防洪库容，还可以通过恢复湖滨生态带重构太湖湿地系统，促

进太湖生境改善。

未来水下湿地带是什么模样？负责现场施工的无锡城建

发展集团项目工作人员蒋俊介绍，湿地带采用湿法作业，即驳

船将含水率不超过 50%的淤泥固化土运至指定地点后抛填，

地形平整后滩面高程约 2.5 米，仍低于太湖平均水位 1 米左

右。湿地带将种植苦草、睡莲、芦苇等水生植物，并投放鲢鱼、

鳙鱼等水生动物，逐步构建起稳定的水生生物群落，从而提升

水体自净能力。这一工程预计将于今年年内完成。

江苏无锡开展湿地带试点建设
促进太湖生境改善

本报记者 姚雪青

本版责编：陈 娟 何宇澈 董泽扬

制图：沈亦伶

造林绿化造林绿化 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美丽中国

①①

②②

图①：1999 年春，魏文芳（左一）和家人种下第一棵树时的

合影。 受访者供图

图②：2021 年春，魏文芳（前左一）和家人植树后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程伟达（右一）在为苗木培土。

受访者供图

马晓燕（左）指导学生分析年轮宽度。

本报记者 施 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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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春。 李聪颖摄（人民视觉）

连翘。 李聪颖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