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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有效提高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为宜居首都“留白增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曾经脏乱差的背街小巷通过环
境整治，“长”出了公园绿地、城市森
林；功能疏解腾退出的大片空间，通
过“留白增绿”，建成郊野公园……近
年来，通过推进“疏解整治促提升”专
项行动，北京市绿意铺展，交出一份
喜人的绿色“答卷”。

背街小巷，绿色提升“颜值”

从北京地铁七号线达官营站出
站向南，一条植被葱茏的绿色廊道铺
展在莲花河两岸，成为附近居民休闲
的好去处。莲花河里，亲水植物点染
出浓浓绿意，清澈的河水静静流淌。
此情此景很难让人相信，这方被附近
居民视为“后花园”的绿色天地，3年
前还是一条“臭水沟”。

“每天我都来这里散步。”北京市
民宫大妈告诉记者，在附近住了 18
年，她散步的习惯是这两年才养成
的，“以前，莲花河就是个臭水沟，河
堤两岸的土路尘土飞扬。现在，脚下
是木板路，两侧栽满了绿树”。

过去，莲花河两侧土地裸露，扬
尘污染严重，环境脏乱。2015年底，莲
花河两岸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去年4
月份，一二期改造工程正式完成。改
造中，相关部门清走了淤泥，将裸露
的河堤做成了木栈道，在河岸边种植
云杉、黄杨、桃树、银杏等植物，既让
景观有了层次，也提升了空气质量。

莲花河滨水绿道是北京市西城
区的第三条滨水绿道，全长 2.4 公
里。莲花河两岸的改造，惠及周边社
区37栋居民楼、2900多户居民。

2017 年 3 月底开始，北京集中
开展了核心区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

升工作，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核心区
2336 条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来自北京市城管委的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有 1993 条背街小巷启动
了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基本完成892
条。环境的改善，为北京市民带来了
真真切切的幸福感。今年7月份，北
京市统计局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逾
九成受访居民对背街小巷整治提升
行动表示支持，八成以上对背街小巷
整治提升成效总体表示满意。

森林公园，涵养城市生态

前不久，北京市东城区首个城市
森林公园——新中街城市森林公园
建成开园。这个位于工人体育馆西
北、总面积超过1.1万平方米的绿色
空间中，植被高低错落，小径穿林而
过。花丛里木墩上站着铁艺小鸟；地
上的路标是大小不一的树叶造型；拐
角处有用原木搭起的“昆虫旅馆”；杨
树的阔大树冠下有树荫广场，是孩子
们嬉戏的乐园……

2008 年以前，新中街城市森林
公园所在地是一片平房，拆迁后建成
简易绿地。借全市开展“疏解整治促
提升”行动之机，今年3月份，东城区
对这片简易绿地改造升级。为营造

“近自然”生态景观，公园保留了加
杨、国槐、桧柏等原有大乔木，新种植
银杏、元宝枫、楸树等乔灌木。这里
还建成了海绵绿地，林下广场采用园
林树木修剪下来的树枝打碎压制而
成的新型环保材料铺装，同时利用卵
石沟、生物滞留池等形成集雨绿地，
以发挥海绵效应。

与大多数城市公园通过铺设草

地、种植灌木等增加城市绿化面积的
做法不同，城市森林公园从“绿化美
化”上升到了“生态系统”的高度，高
大密集的树木、多样化的丰富植被，
打造成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在喧闹的
城市中打造出了类似郊野森林公园
的空间。

广阳谷、常乐坊……截至今年7
月，仅西城区就利用闲置地块打造了
5 处 6.5 公顷城市森林，不仅扩展了
绿色生态空间，更增强了城市“绿肺”
功能。数据显示，2017 年北京市腾
退土地后具备绿化条件的土地共
1600 公顷。截至今年 7 月底，其中
885.3公顷已实现增绿；年内全市计
划建设城市森林 21 处，目前多处已
陆续向市民开放。

腾退还绿，打造宜居之都

今年开春，随着油菜花、波斯菊
陆续盛开，在海淀区圆明园北墙外的
二河开 21 号院，展露出一派田园风
光。这里曾聚集着总面积达 8.5 万
平方米的违法建筑群。随着违法建
筑被拆除，相关部门把这里上千棵大
树保留下来，对已拆除腾退且具备栽
种条件的约17万平方米土地进行了
覆土、平整、播种、分区绿化。

不久前，位于东五环外的朝阳区
金盏乡的大型木材、粮油批发市场
——坤江市场完成疏解腾退，坤江市
场对面，近百亩绿地已经建设完成，
银杏、槐树、松树等成百上千棵乡土
树种栽种得错落有致。今年，北京金
盏乡已拆除各类建筑178万平方米，
腾出土地建设大型湿地公园，筑成连
接城市副中心的绿色生态廊道。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下达朝阳区
黑桥公园、何里栖地公园、四合公园
3个郊野公园项目专项建设任务。3
个公园总面积近4000亩，绿化率超
过90%。这3座公园不仅是《北京市
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计划
2018 年度建设总体方案》中提出的
年度建设任务，也是二道绿隔郊野公
园环的重要节点。北京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说，在新版城市总规中提出
的“一屏、三环、五河、九楔”网络化市
域绿色空间结构中，二道绿隔郊野公
园环是“三环”中的重要一环。“这 3
个项目的建设实施，将有效改善城乡

接合部的生态环境，大大提高公园绿
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据介绍，郊野公园的生态功能十
分突出。比如将多选用乡土植物，营
造接近自然的生态群落；种植部分食
源、蜜源树种，吸引昆虫、鸟类、小动
物等栖息，维护生物多样性；还将采
用海绵城市的设计理念，增强对雨水
的收集、净化、下渗能力等。

据了解，北京还将编制《北京市
森林城市建设发展规划（2018 年—
2035年）》。按照时间表，2020年，平
谷、延庆、通州 3 区将完成国家森林
城市创建目标；2022年，密云、怀柔、
石景山、房山４区将完成国家森林城
市创建目标；2025年，全市将达到国
家森林城市标准，为建设国际一流的
和谐宜居之都提供坚实的生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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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莲花
河西侧的滨河
绿道。

杨学聪摄

源头分类减量、全程分类运输

上海3年内将垃圾全程分类
老人们在莲花河公园里休憩、聊天。 杨学聪摄

自动称重分类，积分兑换日用品

天津智能垃圾箱“上岗”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商 瑞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到
2020年底，上海将基本实现单位生
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居民区普
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生活垃
圾分类质量明显提升。”上海市政府
副秘书长黄融说。

根据《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
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上海垃圾综合治理将更加注
重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的全程分
类；更加注重全域覆盖，实施整街镇
或整行政区推进垃圾分类，构建既
完整又具有规模化的收集运输处置
管理链；更加注重精细化分类，根据
上海垃圾含水率高的特性，明确“一
严禁、一鼓励、两分类”：严禁将有害

垃圾混入其他垃圾投放，鼓励市民
将可回收物单独存放集聚后售卖或
交投，日常要坚持干湿垃圾分类。

此外，更加注重全民参与，将通
过基层党组织、居委、业委、物业、志
愿者组织形成“五位一体”联动机
制，积极落实居住区、单位的分类投
放管理责任人职责。

根据测算，若干年后上海的垃
圾综合处理需求总量可达 3.28 万
吨。黄融表示：“除了源头分类减
量、全程分类运输以外，末端处置能
力也要进一步提升。此外，要争取
用 5 年左右时间，在进行全市生活
垃圾分类的同时，实现上海原生垃
圾的零填埋。”

在天津市和平区崇仁里社区，
记者看到，新型智能垃圾箱已经运
抵社区并投入使用。工作人员正在
为小区居民统一办理垃圾分类用户
注册登记，并在智能垃圾分类设施
上教授正确的操作使用方法。

崇仁里社区的老住户赵阿姨
说：“新型智能垃圾箱投放操作很简
单，老年人也一样可以熟练使用，把
不同的垃圾放到不同的箱子，还有
奖品拿，大伙儿都愿意参与进来。”

据介绍，新型智能垃圾箱具有
自动称重、自动计算投放次数、自动
统计投放种类和时间等功能。操作
时，垃圾投放之前先称重，之后再在
电脑屏幕上选择不同的分类，包括
纸张、塑料、金属、玻璃、过期药品、
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等，再将垃圾
投入不同的专属区域，从而实现分
类存放、处置。智能垃圾分类设备
采集的数据，将无线传输到系统监
管平台，监管人员可以实时了解各
类垃圾的收集情况。

智能垃圾箱投入使用后，系统
会根据投放垃圾的性质、重量，给予
相应的积分。社区居民可以通过积
分兑换日用品，“由此引导居民自觉
从源头实行垃圾分类、减量”。天津
市市容园林委有关负责人说，2018
年底前，天津市首批智能垃圾分类
机将进驻8个试点社区，利用“互联
网+垃圾分类”模式，推进天津生活
垃圾分类减量工作，打造文明低碳
生活智慧社区。

天津市出台的《关于天津市生
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提出，
到2020 年底天津市生活垃圾日产
量预计为1.46万吨，生活垃圾日处
理能力达到 1.5 万吨，基本建立垃
圾分类相关法规规章，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每个
区建成2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社区。到2030年底，天津市建成完
善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
输、分类处置的垃圾处理系统，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广东
深圳南山区大沙河生态长廊两公里
示范段日前对深圳市民开放。

大沙河生态长廊景观项目建设
范围从大沙河入海口至长岭陂水库，
全长约 13.7 公里，总建设面积约 95
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对现有河
道两岸绿化、原有步道及栏杆等进行
品质提升，对现有构筑物以及设备等
进行景观美化，并贯通两岸自行车道
及漫步道，连通深圳湾滨海休闲带、
深圳人才公园等，以打造深圳最美的
景观河、最大的滨水慢行系统。

大沙河西侧毗邻沙河西路，沿线
有大冲公园、九祥岭湿地公园、西丽

水库等景观，东侧沿线有高尔夫公
园、大沙河公园、塘朗山等绿地空间。

南山区委书记王强表示，山海相
依、水城共融是南山的城市特质与魅
力。大沙河作为南山的“母亲河”，纵
贯南山全境，串联西丽湖、大学城、高
新区、深圳湾，是一条蜿蜒美丽的“绿
色飘带”“城市项链”。

记者在现场看到，示范段内建有
大小看台、景观廊架、人行步道、自行
车道、管理用房、公厕和赛艇中心等景
点及功能设施。同时，按照“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打造世界著名花城”的总纲
领，沿河栽植紫花风铃木、蓝花楹等特
色开花乔木，花色以蓝紫色系为主。

昔日因人口激增、经济迅速发展
而导致污染严重的大沙河经过一系
列整治，如今已是绿树成荫、雀鸟成
群，河水恢复了往日的清澈，变成了
城市一道靓丽的生态景观。

此外，大沙河生态长廊还设置了
直饮水机、母婴室、残疾人卫生间、自
行车停放点、休闲坐凳等便民设施。
长廊充分利用场地资源，在沿线跨河
桥下设置便道、休憩场所等，增加了
市民休闲活动空间。

王强表示，为早日全线建成大沙
河生态景观长廊，今年年底前将继续
推进大沙河生态长廊深南大道至留
仙大道段的建设工作。

打造最美景观河

深圳大沙河生态长廊对市民开放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自古以来，每到这一天，离家的游子、

离乡的亲人都纷纷赶回家中与父母亲友欢聚一堂、把酒言欢。中秋节代表着团

圆、热闹，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也留下了许多习俗与文化。

中秋节的饮食习俗有很多，比如“吃米粉芋，有好头路”说的就是中秋节吃

芋头，表达自己之后的路一帆风顺的美好愿望。螃蟹、桂花鸭、枇杷等，都是中

秋应季的美食！寓意着团团圆圆的月饼，更是中秋时节的抢手货。同样，中秋之

夜，仰望明月，喝一杯陈年的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已成为古代文化习俗中的

一部分。

中秋节饮酒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汉代，汉代中秋节里要饮用酿制工艺极其复杂

的“酎”酒。唐代中秋节已有了登台观月、饮酒对月的活动。唐代的李白、杜甫

等文人墨客，金樽对月即可挥洒妙笔情思，更何况是中秋明月，对那些难以回返

的游子来说，唯有坐观明月借酒以寄相思。

宋代《东京梦华录》散记文中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贵家结饰

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道尽了北宋开封中

秋节前的繁华胜景，也表现出中秋节喝酒是伴生于赏月的另一种节日活动。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酒不再单纯的是一款饮品，它赋予了节日更深层的含

义，正如五粮液酒，不仅有着口感绵甜、香气悠久的特点，在为人们带来味觉享

受的同时，也为中秋佳节带来特有的“团圆”韵味。

五粮液能增添团圆喜庆的气氛。在古代，“五”这个数字有“圆满”“具备”

的语义，人们喜欢用“五”来形容美好、圆满的事物。五粮液汇五谷之精华，是

将“和”字蕴含在骨子里的结晶产物，她由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五种

原料经传统工艺酿造而成，这也正是其“和美文化”的完美体现。五粮液所蕴含

的“圆满”“团圆”，与中秋节的内涵所呼应，共融共通、和谐统一地展现着东方

传统的“和美”精神。

五粮液作为中国浓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同

时也寄托了中国人在中秋佳节团圆的美好心愿。五粮液的原料优选五谷之精华，

水源取自百条支流汇集而成的岷江，皆象征着“汇聚”“团圆”。中秋当天，花好

月圆，高朋满座，品一盏甘醇的五粮液，尽享节日里与亲朋好友团聚之乐，感受

家的温馨。

品一盏五粮美酒，赏团圆中秋月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