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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2 年起，北京开始实施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同时，一批林间蘑菇、药
材、花卉等林下经济产业带在逐渐形成。例如，大兴区在平原造林区内发展的林下
蘑菇、药材等经济带已经达到2万亩以上。图为当地农民正在林间劳作。

李 欣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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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随

着京津风沙源治理和平原造林工程推进，近5年

来，北京市沙化土地面积减少了37.26万亩，全

市境内沙化土地基本被绿荫覆盖，历史上的五大

风沙危害区彻底得到治理。

绿色北京热了林下经济

北京曾深受沙尘困扰

历史上，北京曾经频繁受到沙尘天气的困扰。“无
风一片沙，有风地搬家，每当风沙起，处处毁庄稼。”
每年冬春季节肆虐的沙尘暴让市民防不胜防、苦不堪
言。“特别是康庄、南口、永定河、潮白河、大沙河两
侧，风沙更严重，被称为北京的五大风沙危害区。”北
京市园林绿化局防沙治沙办公室高级工程师胡俊表示。

胡俊介绍称，上世纪 80年代初开始，北京开始大规
模防沙治沙，以绿化造林为主体，相继实施了京津风沙
源治理、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平原治沙、废弃矿山生
态修复、平原造林等十大工程，构筑山区、平原和绿化隔
离地区三道绿色屏障，形成从城区到郊区、从平原到山
区的绿色防护林体系。

“特别是从2000年启动的京津风源治理工程和2012
年以来实施的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为北京防沙治沙工
程及改善全市城乡生态面貌作出了重大贡献。”胡俊说。

3年平原造林百万亩

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打造绿色宜居之都，北京市
于 2012年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平原百万亩造林
工程。“北京80%的绿都在山区，离城市越近绿量越低。”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有关负责人说，实施平原地区造林工
程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新增百万亩林地，增加平原绿量
和生态环境容量，“把森林搬到市民身边。”

3 年来，连片的绿沿着“两环、三带、九楔、多
廊”的科学布局，在大兴、通州、顺义、房山、昌平
等近城郊区延伸，中心城与新城之间、新城与新城之
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绿色隔离空间。新造林地与原有
林地相接，使全市万亩以上生态林地增加23处，达到
31处。

“在平原造林重点项目区，超过六成的落叶乔木胸
径在8厘米以上，带树冠种植的苗木超过70%，实现了
立地成林、成景。沙地造林树种多达 168 个，其中耐
旱、好管、好活的乡土树种占到 85%以上。”胡俊表
示。

通过百万亩平原造林，北京市共治理荒滩沙石坑
等沙化土地 25.4 万亩。截至今年初，北京已累计完成
平原造林95万亩、植树5000多万株，平原森林覆盖率
由2011年的14.8%提至24.5%。据测算，待成林后，百
万亩林地可年固定二氧化碳 121 万吨，年释放氧气 88
万吨，年均滞留粉尘62万吨。

沙尘天气年均不到3天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同样效果显著。位于延庆县
城北8公里处的龙庆峡荒滩曾经水土流失严重，遍地卵
石，寸草不生。经过多年的京津风沙源工程建设，如
今已成为110万株各类苗木生长的郊野公园，吸引着周
边的市民前往休闲娱乐。

数据显示，通过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累计
实施造林营林 690 多万亩，其中人工造林约 100 万亩、
退耕还林87万亩、封山育林400多万亩。

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平原造林工程等重点工程的
实施，使首都城市生态大大改善。目前，分布于永定河、
潮白河、大沙河两侧以及康庄、南口等五大风沙危害区
内的沙化土地全部得到治理。永定河沿线已形成14万亩
的绿色发展带，昌平沙坑煤场、怀柔大沙坑、燕山石化周
边等地区也建成了大片的景观生态林。

经过多年造林，截至去年底，北京市林木绿化率
达到58.4%，森林覆盖率达到41%。气象部门的统计资
料显示，北京的年均沙尘天气已由上世纪50年代的年
均31天，降到2010年以来的年均不到3天。

冬奥会是奥林匹克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
规模与影响最大的大型冬季
体育赛事。奥林匹克运动会
举办权的竞争，更是一场综
合国力、经济水平、科技实

力、文化魅力的竞争。如今，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 2022
年冬奥会，对于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

继 2008年夏季奥运会之后，北京如有机会再次举办冬季
奥运会，对于我国广大潜在冰雪爱好者而言无疑是一个好消
息。以我个人的体验来看，北京不仅有着丰富的赛事举办经验
与健全的体育场馆设施，这座城市自身也正在为冬奥会做着各
种准备。例如，申冬奥过程中对冬季运动的宣传就可以让更多
人了解冰雪文化，亲身参与其中，并感受奥林匹克精神。

从历史文化角度看，北京是个多姿多彩、充满魅力的城
市。它是一座厚重悠久的文化古城，一个生机勃勃的国际都
会，也是中华大地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长城、故宫、颐和
园……众多历史文化古迹令不少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慕名而
来。北京历史悠久，但也不乏现代都市的繁华，像南锣鼓
巷、三里屯等地方便是海外友人经常驻足之处。

面对时代潮流，北京也在迅速地变革发展，不甘守旧。
其中最醒目的应当首推色彩。原先到处是灰蒙蒙、黄苍苍、
斑驳陆离的颜色，这些年里正在一点点、一处处、一块块地
起着变化。城区的绿化程度明显提升，置身其中，让人感觉
整个城市都充满生机。绿色是生命的颜色，一棵树像是一个
微型水库、一台空气净化器，而一块草地则是一个制氧工
厂。绿色的北京已然呈现在世界面前！

与绿色并肩的还有冰雪的白色。现在，北京滑冰场馆越
来越多，很多青少年在参与冰雪运动，可以在紧张的学习之
余还能体会到滑冰带来的乐趣。特别是那些不定时又不定点
举办的各类比赛，更是人气火爆。如花样滑冰世界大奖赛、
冰球世锦赛、短道速滑世界杯等，都在北京成功举办过。也
许就是因为这样，冰雪运动才在北方越来越受欢迎，民众参
与冰雪运动的热情也越来越高。

在申冬奥过程中，提升空气质量备受关注。在一系列清
洁空气行动实施后，北京的空气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例如，
北京市在交通上提倡节能减排和绿色出行，关停燃煤热电
厂；6月 1日起，北京市正式在公共场所禁烟；等等。最近，

“北京蓝”一词走红同样是一个例证。
我始终觉得，中国完全具备举办 2022 年冬奥会的条件。

比如，我们有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经验，有很
好的硬件设施和完备的后勤保障。无疑，而且北京也有足够
的实力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为世界奉献一场别样的
冰雪盛宴。

作为一名冰上项目的运动员，如果北京申冬奥成功，我
会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我也希望自己能有机会在北京家门
口拥抱冬奥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一个小小纽带！

（作者韩雨桐为著名运动员、短道速滑世界冠军）

近日，来自外交学院的留学生来到北京马连道
国际茶城感受中华茶文化的独特魅力，这是留学生
第二次受邀来这里进行茶文化体验活动。活动中，
资深茶艺师在现场为留学生讲授了品茶、冲泡方法
以及茶具品鉴等茶知识，留学生在对中华茶文化有

了初步了解后还观赏了精彩的茶艺表演。互动环节
中，在悠扬的古筝伴奏下，留学生接受茶艺师的邀
请，共同参与了炒茶、冲泡等体验，零距离感受茶
文化，领略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本报记者 徐 烨摄

建设区域清分结算中心 明年有望“一卡通六城”

京津冀率先试点交通一卡通

外国留学生感受中国茶文化

冬奥将尽展北京风采冬奥将尽展北京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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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

本报北京电 明年，市民带着一张交通卡，就能畅行
北京、天津及河北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廊坊等京津冀 6
座城市。北京市交通委日前透露，这 6座城市将成为全国
第一批试点“交通一卡通”的区域。目前，京津冀三地已启
动前期调研，预计明年正式启动“一卡通六城”试点。

据了解，明年试点开始后，一张交通卡的功能将越来越
多。市民带着这张交通卡，可以搭乘北京部分公交线路和铛
铛车线路，还可以搭乘天津市的部分公交线路，河北省石、
保、张、廊 4个城市的公交系统也将与这张交通卡实现互联
互通。未来，京津冀区域内的出租汽车、省际长途、城际铁路

等多种运输服务
方式也将逐步实
现一卡通。

目前，这 6 座
城市都推出了交
通卡，但“各自为
战”，即便是同属
河北省的张家口、
保定、廊坊和石家
庄，交通卡也未实
现互联互通。据统
计，目前这 6 座城

市一共发行各类交通卡近20种，其中包括学生卡、普通卡、月票卡
和爱心卡等。这些卡的押金、打折力度、服务范围均不同。例如，有
的城市办理交通卡无需押金，只需要满足一定年龄需求；有的城市
办交通卡需要交30元押金。目前，北京交通一卡通押金为20元，在
六城中属中游水平。在折扣方面，有的城市刷卡按次打折，有的推
出月票卡，还有的推出老年卡等。大部分交通卡属不记名卡，不能挂
失。此外，北京、天津、石家庄的交通一卡通除可乘公交外，还可以在
一些超市、面包店消费。

六城一卡通，是否需要统一更换新卡？交通部门负责人表示，尽

量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京津冀三地交通卡互认，方便市民。“实现一卡
通，首先须建立区域清分结算中心。”

业内人士直言，该系统非常复杂。目前，每座城市市民刷卡出行
虽然优惠不同，但在各自市域内是统一的。而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
越来越多的公交甚至轨道线路可能跨省运营，市民如何刷卡结算
车费？享受什么折扣？这些问题均需通盘考虑。

北京市交通委透露，目前已启动区域清分结算中心建设。在交
通运输部通信中心指导下，三地已经初步形成了《京津冀交通一
卡通互联互通实施方案》。明年，北京、天津、石家庄、张家
口、保定、廊坊6座城市将率先启动“一卡通”试点。

对于异地刷卡能享受怎样的优惠政策，有关部门正在研
究，这主要是因为交通
补 贴 一 般 由 市 财 政 支
付，相当于政府给市民
买 实 惠 ， 未 来 异 地 刷
卡，如何补贴还需要综
合研判。

按照交通运输部的
计划，2017 年，京津冀
有望全面实现一卡通。

实际上，目前京津冀
三地已有一张卡实现联
通，这就是 ETC（不停车
收费联网）卡。目前，北京
与全国 13个省市实现了
ETC 联网，2014 年年底，
京津冀三省市 ETC用户
已达到 245万，其中北京
ETC用户达到165万，电
子收费通行量占总通行
量的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