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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主持人：李 贞

种树造林，更是绿色惠民理念的生动实践。
京礼高速旁的绿色通道建成了，后续需

要定期对树木进行养护。这给周边村镇居民
带来了“绿岗就业”的机会。

去年3月，焦石从农民变成了一名树木
养护工。“我家承包了几亩地，种些草莓、
桃子之类的水果，收入来源主要靠这个。去
年，村里推荐了绿岗就业的工作，我感觉薪
资福利都不错，就去应聘了。”

一个月4000元左右的工资，再加上较为
灵活的工作时间，让焦石对这份新工作很满
意。“最重要的是，我平常负责养护的树木
范围，就是家附近这一块儿，大概有七八十
亩。每天早晨出门就上班，特别方便。中午
还能回家吃饭，自家地里有事儿的时候，也
能随时请假回去照看。”

夏天气温高、雨水多，此前一个多月，

焦石的主要职责是打野草，防止杂草抢营
养。其他时节，养护树木的工作还包括日常
巡护、灌溉、防虫、枝干修整、补植补造
等。每项工作都有专门的技术员来定期做培
训指导。焦石笑呵呵地告诉记者：“能守在
家门口干活，收入也增加了，还学到不少树
木养护的技术知识，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
更幸福了！”

和焦石一样得益于绿岗就业的本地农民
还有很多。数据显示，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工程通过绿岗就业带动居民增收，
在造林绿化建设、平原生态林养护等重点林
业建设管护项目共吸纳就业7.59万人，其中
本地农民达6.57万人。

对更多普通市民来说，种树带来的绿色
福祉，主要体现在“推开窗就能看见绿色，
走出门就有运动场地”的日常生活里，人与
自然更亲近了。

温榆河公园就经常举办各类活动，将文
化、休闲、体育活动融入自然。今夏，公园
推出桨板瑜伽、陆地冲浪等潮流运动项目，
吸引了众多热衷户外活动的年轻人参与。

“露营、教育、运动、潮玩、音乐5大主题，
将公园打造成了北京市最大的户外文化旅游
先锋地。”温榆河公园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
经理栾鸣说，开园至今，温榆河公园示范区
已连续两年荣登北京市网红打卡地自然景区
类榜单，还成为“朝阳区中小学生社会实践

大课堂实践基地”，成功举办了“麦田音乐
节”“温榆欢乐冰雪季”“斯巴达勇士赛”等
各类文化体育活动150余场。

“首都园林绿化让森林、绿地、湿地等
绿色空间与居民生产、生活空间进一步融
合。”王小平介绍，结合百万亩造林建设的
公园，充分考虑了市民休憩、健身、教育需
求，推动健身步道、森林步道等建设，配套
做好大众健身、科普展示等服务设施，提升
了百姓的绿色获得感。去年，有超过4亿人
次的北京市民来到公园绿地，享受绿色生活
环境。

当微风拂过林海，人们已经看到，美丽
北京交上了一份成绩优异的“生态答卷”。
以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取得的成果为
新起点，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
前景令人期待。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 、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30日上午在参加
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连续10年同大家一起参加
首都义务植树，这既是想为建设美丽
中国出一份力，也是要推动在全社会
特别是在青少年心中播撒生态文明的
种子，号召大家都做生态文明建设的
实践者、推动者，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让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
水更清、生态环境更美好。

春回大地，万物更新。上午10时
30分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
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集体乘车，来到
位于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的植树点，

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
植树点位于大兴新城城市休闲公

园内，面积约1500亩。这一地块原为
水库滩涂地，目前规划为城市公园，
建成后将成为周边群众休闲娱乐、亲
近自然的生态空间。

看到总书记来了，正在这里植树
的干部群众热情地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拿起铁锹走
向植树地点，随后同北京市、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首都干部群

众、少先队员一起忙碌起来。
挥锹铲土、培土围堰、提水浇灌……

习近平接连种下油松、碧桃、白玉
兰、海棠、小叶白蜡等多棵树苗。
习近平一边劳动，一边询问孩子们学
习生活情况，叮嘱他们要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不能忽视“劳”的作用，
要从小培养劳动意识、环保意识、节
约意识，勿以善小而不为，从一点一
滴做起，努力成长为党和人民需要的
有用之才。植树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参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培土
浇水、亲切交流，气氛热烈。

……
习近平指出，森林是水库、钱

库、粮库，现在应该再加上一个“碳
库”。森林和草原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
基础性、战略性作用，林草兴则生态
兴。现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
实现生态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
键时期。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科学开展国土
绿化，提升林草资源总量和质量，巩
固和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为推动
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摘自《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
活动时强调 全社
会都做生态文明建
设的实践者推动
者 让祖国天更蓝
山更绿水更清生态
环境更美好 李克
强栗战书汪洋王沪
宁赵乐际韩正王岐
山参加》（2022 年
3月31日《人民日
报》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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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已完成造林绿化100.8万亩，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

“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
本报记者 李 贞

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已完成造林绿化100.8万亩，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

“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去”
本报记者 李 贞

近日，记者乘车沿北京市北六环

路向西北方向行进，驶入京礼（北京

—崇礼）高速公路。

绵延在高速路两旁的，是一片片

翠绿的树林，将平地与远山连在一

起。温热的风吹进车窗，带着植物的

清香。

这些树，是京礼高速绿色通道的

建设成果，也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工程中的一部分。据北京市

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

通过该工程，在过去5年时间里，北

京市将大尺度森林建设和见缝插

“绿”相结合，构建起绿色生态网

络，提升生物多样性，小动物也有了

更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我们要

做到，让通州的兔子能一路跑到延庆

去！”王小平说。

小动物有了更多栖息空
间和迁徙通道

种树造林，丰富了城市里的生物
多样性。

充分考虑野生动物的生存需求，
是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的一大特点。树多了，原本的“生态
孤岛”被贯通起来，逐步串成“绿
廊”、织成“绿网”，让小动物有了更
多栖息空间和迁徙通道。从东边的通
州，到北边的昌平、延庆，再到西边
的石景山、南边的大兴，野生动物都
有着充足的活动空间。

这两年，昌平区流村镇新建村村
民焦石经常在京礼高速路旁的树林里
看见各种小鸟、刺猬、松鼠和兔子。

“还有从后边山上跑下来的野鸡和狍
子，一些好多年没见过的动物，都重
新见着了。”

为什么小动物们愿意前来？
“我们种植的树种，都经过了精

心挑选、布局。”北京市昌平区园林
绿化局生态建设科科长孙华彬指着京
礼高速两侧高矮、色彩不同的树，一
一向记者介绍，这边是白皮松、元宝
枫，那边是国槐、栾树。“我们还特
别种植了很多食源树种，像海棠、山
桃、红叶李等，专门为了方便鸟类、
昆虫和各种野生动物取食。丰富的树
种，一方面保证了四季美观，春夏见
绿、秋冬出彩，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
多动物定居。”

在温榆河公园示范区东园的望山
阁附近，种着一大片混交林。这是特
别为方便野生动物活动而设置的缓冲
区。此处没有人造景观，尽力减少游
客的干扰，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
人类活动区与自然留野区隔离开，为
野生动物提供了一处静谧的栖息地。

细心的人走到温榆河公园西园码
头附近的保育区，则会发现一些看似
随意堆放的枯枝杂草。实际上，这些
是人造灌木丛，作用相当于为野生动
物们搭建的“安置房”，可供刺猬、
野兔等小动物遮风挡雨。

像这样的人造灌木丛，在北京市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中，共营
建了 2200 处。此外，还有生物多样
性保育小区 295 处、小微湿地 491
处，设置人工鸟巢 5027 个、昆虫旅
馆1338处，配植食源蜜源性植物120
万余株。正如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生态
保护修复处处长王金增所说：“当
前，北京的绿化建设不仅在考虑景观
和绿化效益，也更加重视提高生物多
样性，更加聚焦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
循环。”

过去5年，北京市新增城市绿地
3966公顷，相当于6个奥林匹克森林
公园的面积。新建城市森林 56 处，
休闲公园181处，建设口袋公园、小
微绿地 460 余处。平原地区万亩以
上的绿色空间达 40 处，千亩以上绿
色空间达 290 处，实施浅山生态修
复 46.4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已提
高到44.6%。

《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2021
年）》显示，北京市拥有陆生野生动
物596种，野生鸟类超过500种，超
过全国鸟种数量三分之一。如今的北
京，已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
大都市之一。

种树造林，实实在在改善了北京的自然
环境。

北京的西北方向多山，地处山间平原
地带的村镇则容易受到风沙侵袭。在新中
国 成 立 之 初 ， 北 京 的 林 木 覆 盖 率 仅 为
1.3%。那时，昌平南口属于五大风沙危害
区之一。京礼高速穿过的昌平区流村镇，
正位于该片区域。

“以前我们这儿年年都刮大风。风一
刮，公路上就是厚厚的一层土。”焦石记
得，几年前，靠近高速路边都是沙石地，
还有许多私搭乱建的小厂房和日夜开工的
煤场。“煤渣粉尘落到哪，哪就是黑乎乎一

片 。 家 里 洗 的 衣 服 ，
都不拿到院子里晾。公
路下，也到处是随地扔
着的垃圾袋，环境十分
脏乱。”

同样曾饱受环境问
题困扰的，还有北京市
朝阳区孙河乡沙子营村。

因靠近温榆河和清

河，过去，这里的不少村民以采砂为生。村
中遍布着砂石厂、废品回收站和废机油回收
点，洗砂机、碎石机整日轰鸣，空气里都飘
浮着石粉。

而要彻底解决此类问题，就得大面积增
“绿”，让森林走进城市。

2012年至2017年，北京市通过第一轮平
原地区百万亩造林工程，平原地区森林覆盖
率从 14.85%提到了 26.8%，结束了“有城无
林”的生态状况。2018年，北京市继续启动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截至今年6月
底，已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100.8 万亩，并将
于年底圆满收官。

两轮造林，有相同也有不同。
王小平说：“第一轮百万亩造林时，主

要是夯基础、增绿量，营造片林比较多，土
壤条件较好，也更容易成活。而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落

实新版城市总体规划，
要对照规划空间精准落

图、精细化实施，增绿空间常常需要一点点
儿‘抠’，哪里腾出了地块，我们就紧跟着
做绿化。”

京礼高速沿线和沙子营村的绿化改造，
都是在先腾退、再种树的过程中完成的。

“腾退的工作比种树还要花功夫。”孙华
彬告诉记者，近年来，昌平区逐步清退大批
煤场，将地块用于绿化。但因为常年堆放
煤炭，煤场的土地并不适合直接种树。“要
进行生态修复，首先得平整土地，将煤渣
残块全部清理干净，再从别处回填一米多
厚的好土，同时增施有机质，让土壤从贫
瘠变肥沃。”

到2019年春天，京礼高速昌平段沿线地
区，共拆除腾退地块1136亩、土地流转2466
亩，以供种树。紧接着，从该年3月中旬到4
月底，在高速公路旁的平原地区两侧各100
米范围内，以及山地第一层山脊线可视区范
围内，有27万株乔灌木被种下。

如今，从空中俯瞰，这段全长共计30.2
公里的绿色通道，已然是一片绿色的海洋。
人工造林与山里的天然林浑然相接，野花在
草地上绽放，小鸟在枝头间穿梭。行车而过
的人或许会以为，这里本就是一大片风景秀
丽的郊野公园。

路上的风景美了，周围村镇的环境也
改善了。焦石自豪地告诉记者：“自从种
了树，我们村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前流
的黑泥水都变成了清澈的山泉水。现在每
年春天，还有不少游客专门坐车来这里玩
水呢！”

再看温榆河畔，从2017年开始，沙子营
村30余家砂石厂全部关停，村庄逐步拆迁。
原地兴建的温榆河公园，总规划面积达30平
方公里，成为城中的一块“绿肺”。

“我家原来的位置，已经修成了公园步
道。”在沙子营村曾居住了十五六年的孙明
华，前几年同邻居们一起，搬进了距村子不
远的新房。2020年秋天，约2平方公里温榆
河公园示范区率先落成开园后，孙明华最喜
欢约上老伙伴儿们，结伴到这里健步走。

村中原先种植的老槐树被保留下来，与
新种的小树交织错落。先前因采砂而造成的
坑地，被改造成了碧波荡漾的景观湖，岸边
已长起连片的芦苇。村民拆迁时留下的建筑
垃圾、砂石瓦砾，也被充分再利用，变成了
铺就公园道路的透水砖。

“有树、有花、有水，瞧这大公园多漂
亮！”在得知今年9月，温榆河公园一期规划
的其他区域即将开园，年底，二期项目将陆
续开工建设后，孙明华更高兴了，“以后，
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绿岗就业让我家的日子更幸福了！”

“我们老街坊的绿色空间更大了！”

照片说明：
图①：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曹刘各庄村村民正在盛世

润禾苗圃进行林间管理。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图②：温榆河公园。 郭 尧摄（人民视觉）
图③：京礼高速（昌平段）。 资料图片
图④：永定河畔绿树成荫。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图⑤：窑洼湖公园绿意盎然。胡庆明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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