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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化基金会宣传部 2022 年 6 月 20 日

【工作进展】

大众汽车公益绿化项目举行三方会谈

提升改造后的花园效果图

6 月 17 日下午，大众汽车公益绿化项目三方会谈在大众

汽车集团（中国）总部会议室召开。朝阳区园林绿化局负责

同志、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公关传播及企业社会责任部经

理陈赛、本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该公益绿化项目位于北三环与京承高速交汇处东北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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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北京市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楔形绿色廊道延长线、一

级+二级通风廊道，经土城沟步道与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相

连，是北京重要的绿化生态空间，面积约 15000 ㎡。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提出向本会

捐资对该绿地进行改造提升，以更好服务周边群众。会上三

方就项目操作事宜进行了讨论，并围绕项目投资、施工方案

审批、施工单位、施工时间节点等达成初步共识。

三方就项目操作事宜进行讨论

该公益绿化项目将对原有绿地进行升级改造，通过更换

长势不好的植株，丰富植物层次，增加食源蜜源植物等措施

来满足动物栖息，同时改造休闲设施满足周边群众游憩需求。

该公益绿化项目的建成，将改善朝阳区太阳宫京承高速以东

地区的生态环境，为周边人群提供更舒适美好的游园体验。

【晓绿月评】

肯定善行 引导捐赠 发动社会力量助力城市绿化

5 月 30 日，第十九届(2022)中国慈善榜暨《2021 中国慈善捐赠

发展蓝皮书》正式发布。上榜慈善家 135 位(对)，2021 年度合计捐

赠 62.9169 亿元；上榜慈善企业 1511 家，合计捐赠 240.1947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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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相比，本届中国慈善榜上榜慈善企业数量和捐赠总额均创历史

新高。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疫情、自然灾害等多重

考验下，我国慈善事业发展及其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被提到了新的历

史高度。从榜单分析来看，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事业、医疗卫

生、灾害救助等领域为大额捐赠主要流向。

慈善事业是播撒大爱的崇高事业，是城市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为做好新时代慈善工作，发挥慈善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相

关部门应营造有利于捐赠的社会氛围，并提供指引、搭建平台，为捐

赠创造条件，并给予肯定。只有在全社会形成行善光荣的良好氛围，

才能使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北京城市绿化这四十年取得了重大成就，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不断改善，对周围环境要求也越来越高，城市绿化任重而道远，完全

靠政府的力量未免过于艰巨。

发动社会力量来助力园林绿化，是一个非常有效可行的途径，北

京绿化基金会成立二十六年以来所取得的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此次

大众汽车捐资助绿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推广的企业助力城市绿化的典

型案例。

为激发更多社会力量践行社会责任、参与园林绿化的热情，捐赠

流程应方便快捷，形式可以多样，多从捐赠企业和个人角度出发，尊

重捐赠方的意愿，减少捐赠推进的障碍，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和力量参

与到园林绿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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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活动】

本会助力密云区大城子镇建设金色大道

5 月 11 日，本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陪同名誉理事

长杨忠岐，对本会捐赠密云区大城子镇的银杏树栽植情况进

行了实地踏查。

大城子镇用银杏树打造的金色大道

位于密云东部的大城子镇为浅山区，总面积 144 平方公

里，林木覆盖率 89.21%，22 个行政村、103 个自然村，人口

1.5 万余人，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重要潜力节点。

大城子镇生态资源丰富，清水河、红门川河穿境而过，拥有

北京市范围内稀缺的、独具特色的原生态山水资源环境，自

然景观与特色人文资源的完美结合，为大城子镇发展精品民

宿旅游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

本会今春募集到一批优质银杏苗木，其中 1798 株赠与了

大城子镇用于该镇打造金色大道，美化优化镇域景观。该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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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踏查银杏树栽植情况

林业站站长张印如介绍，为充分发挥这批优质银杏苗木的作

用，他们选择了该镇乡村旅游的主干道、库区周边等重要景

观节点集中种植，通过精心施工和养护苗木成活率达到了

95%以上。在清水河、红门川河两岸新植的银杏，与两岸景

色浑然一体，为大城子镇生态环境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

该镇镇长单维良对北京绿化基金会对大城子镇环境提

升的支持由衷感谢，表示非常期待由这批银杏打造的金色大

道成为该镇乡村旅游景观的亮点。

【工作动态】

本会推进北林大信息学院与顺鑫绿洲合作事宜

深入商谈产学研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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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1 日上午，本会与北京林业大学信息学院、北京

顺鑫绿洲锦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北京甲板智慧科技有限公

司四方代表一起围绕新业态、新思路、新助力进一步探讨校

企合作事宜。

今年三月，在北京绿化基金会牵线搭桥下，北林大信息

学院副院长许福等与顺鑫绿洲董事长国春杰等进行了初次

接触，这次是第二次会谈。

作为一家已经在园林绿化领域深耕了将近三十年的企

业，顺鑫绿洲急切希望提高科技含量，提质增效。而作为林

业信息系统方面的专家团队，北林大信息学院也希望加强校

企合作，助力科研成果落地。

本次会面进一步深入商谈产学研合作事宜，大家首先就

顺鑫绿洲在北林大信息学院设立奖学金以及双方设立联合

实验室达成共识，并就一些具体操作细节进行了讨论。

接着，许福介绍了正在进行的一些研发项目，尤其是一

些和园林企业息息相关的项目，大家就合作可行性进行了探

讨。对于本次合作，国春杰表示，作为一家传统园林施工企

业，深知园林企业的痛点和难点，希望借助学校的科研力量，

科技赋能，为企业未来发展寻求突破。

甲板智慧是一家研发智慧管控平台的高科技公司，参会

的董事长李长霖表示，对这种实验室共建、研究成果共享的

合作方式很感兴趣，希望也能加入进来，共同推进园林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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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块的研发。

本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在会上表示，北京绿化基

金会一直致力于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为大家合作牵线搭桥，

助力行业人才培养，助推科研成果转化并实现共赢。

六合庄林场义务植树尽责活动圆满完成

4 月 23 日上午，北京常瑞公益基金会联合北京绿化基金

会，在大兴区六合庄林场首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基地，举办

以“保护母亲河在行动、我为永定河增新绿”为主题的义务

植树尽责活动。

义务植树尽责活动现场

植树现场，大家种下一株株国槐和丁香，一起培土、围

堰、浇水并挂寄语牌。经过半天辛苦劳作，在大家与林场工

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了本次义务植树尽责活动。

本次活动累计种植国槐和丁香各三十余株，为永定河河堤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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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了一抹绿色。

举办“我为永定河增新绿”党日活动

植树尽责活动中，北京绿化基金会党支部、海淀区富海

国际港商务楼宇党群服务中心还开展了“我为永定河增新绿”

党日活动。

【古树保护】

探访密云区大城子镇的古果树

密云区大城子镇地处燕山山脉，山川秀美、生态资源优

势突出。全镇林果资源丰富，以核桃、板栗和梨为主的各种

果树达到 270 万株，常年果品产量 1200 多万公斤，是北京市

果品专业镇，十大果品之乡。

日前，在该镇林业站站长张印如带领下，本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骆会欣陪同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本会名誉

理事长杨忠岐专门探访了该镇方耳峪著名的古果树。

方耳峪位于该镇东南角，因早年间方耳峪整个村落呈弯

曲状，其形状极像耳朵的耳蜗处，故得名方耳峪。据张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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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方耳峪村里的主导产业为林果业，以种植红肖梨、板

栗、核桃为主，村里最著名的一株古果树为 500 余年的古板

栗。沿着山路，张站长带着我们奔向山林深处的古板栗，沿

路不时能看到上百年的核桃、梨树及板栗。

200 多年的古梨树

“瞧这些核桃树，都是百年以上的，全镇这样的核桃多

着呢，约 300 余株。”张站长边走边介绍。大城子镇核桃以

皮薄、出仁率高、营养丰富著称，全镇现有核桃树 10 万余株，

年产量 32 万公斤。

山路转弯，一株古梨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粗壮的树

干，油亮的梨树叶，刚刚长出的小梨仔，引得我们举起相机、

手机频频拍照。“这就是我镇著名的红肖梨树，这么粗的树

干怎么也得 200 年不止了吧。大城子镇素有红梨之乡的美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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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红肖梨产区，现有红肖梨树 30 余万株，

百年以上梨树和栗树比比皆是

种植面积约 16500 亩，优质果约 4000 亩，年产量 890 万公斤。

以张庄子、聂家峪、柏崖、方耳峪等村为代表的百年梨树约

有近万株，其中百年以上 8000 余株，二百年以上 400 余株，

三百年以上 50 余株。”张站长如数家珍，娓娓道来。

“正月糖梨二月肖（红肖梨）”是北京人对红肖梨的赞

美评价。大城子红肖梨多于每年十月份上市，由于海拔高、

昼夜温差大，这里的红肖梨脆嫩汁多、香甜可口、含有多种

人体所需矿物质、维生素等成分，具有益肺、顺气等多种保

健医疗功能，窖藏半年后仍味浓色鲜。

板栗是大城子镇的又一特色产品，是该镇农民收入的重

要组成部分。大城子镇生产的板栗蛋白质和糖份含量很高，

果肉糯性，特别适宜炒食，炒食芳香扑鼻，深受国内外客商

的欢迎。

穿行在满山遍野的板栗林间，边走边拍照，大约半个小

时终于见到了堪称爷爷辈的古板栗。远远望去，诺大的树冠

如一把撑起的巨伞，枝杈繁茂，其中一个大枝远远伸出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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翅的飞鹰。走近树干，伸开双臂，需要 3个成人才能围拢，

树干上突起的树瘤如艺术品，裸露的根系与石头交融在一起。

“瞧这个断枝，据说被一户人家运走盖房时做了大梁。

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这株板栗是明朝守边将士栽植的，有

500 多年的树龄了，最高时年产量曾达到 300 斤。别看这株

长势依然良好的古板栗

板栗的栗子个儿不大，但特别好吃，糯糯的，咱老北京好的

就是这一口儿。”张站长说。离这株板栗不远，还有一株古

板栗，初估树龄 200 年以上，此树正值壮年，干直冠圆，神

采奕奕。据统计，全镇上百年的古板栗有 1100 余株。

让张站长头疼的是，由于这些年村里年轻人都到城里打

工了，梨园管理粗放，疏于修剪和病虫害防治，结果量大受

影响。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太及时了，他们也在探索怎么

把这些果树资源盘活，吸引年轻人回乡实现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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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利用林区资源发展木本粮油是国家保障粮食

安全的重要途径。没想到大城子镇有这么好的本本粮油资源，

板栗、核桃、红肖梨三种特色林果的开发利用，不仅可助力

粮食安全，又能协同推进生态保护和绿色富民，这正是我要

调研的典型。”杨忠岐感慨。他表示，将以全国政协委员的

身份为大城子镇的古果树保护及木本粮油基地高质量建设

鼓与呼。

本会理事张明祥教授做客 CEGA 沙龙解读《湿地保护法》

5 月 27 日下午，环境资助者网络 CEGA举办了第二十期

沙龙活动，活动通过网络会议的形式举行。本期的主题是“湿

地保护的法治与模式创新”，会议特邀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副院长张明祥教授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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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解读了即将实施的《湿地保护法》。

湿地是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在保护水资源、应对气

候变化、维持生物多样性等诸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湿地保护的重要性已日益得到全社会的重视。2021 年 12 月

我国颁布了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标志着我国湿地保护走向法治化。

野鸭湖湿地

《湿地保护法》于 2022 年 6 月 1 日开始实施，因此

本期沙龙特邀张明祥教授为大家深度解读《湿地保护法》。

张明祥教授领衔的团队全程负责了《湿地保护法》建议稿

和草案的起草、调研、论证、修改过程，对《湿地保护法》

的解读最有发言权。

张明祥教授为大家介绍了《湿地保护法》的立法过程

和主要内容。他还概括了《湿地保护法》的四个亮点，一

是突出了湿地的整体性、系统性的保护；二是湿地的定义

更加科学；三是制度设计系统全面；四是注重湿地的生态

价值，加重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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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江西省林业科学院湿地生态资源研究中心副主

任、高级工程师朱仔伟为大家介绍了江西在湿地保护模式

方面的创新，介绍了“湿地银行”的概念；桃花源生态保

护基金会保护地管理与发展总监刘小庚以吉林向海湿地

为例，介绍了民间机构参与自然保护地管理的经验和探索。

专家们的分享非常精彩，参会人员反响热烈。 环境

资助者网络 CEGA 定期举办沙龙活动，面向公众和环境公

益行动相关各方，主题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兼具宏观视

野和专业深度，内容包括网络成员及伙伴成果展示、重要

议题专家讨论、国内外案例经验分享等。

【活动信息】

弘扬古树文化 书画家创作古树主题书画作品

近日，北京上方行书画院组织书画家以门头沟区灵水

村古树为主题创作了一批书画佳作，以宣传古树保护、弘

扬古树文化。

为满足绿色北京摄影、书画创作的需要，北京绿化基

金会和北京上方行书画院于去年年底共同组织相关书画

家十余人，来到京西门头沟区灵水村采风，重点踏查了灵

水村的古树资源情况。

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部的灵水村是一座

具有千年历史的古村落，风光秀美，古迹众多，历史上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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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过 22 个举人，2 个进士，所以又被称为“举人村”，是

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之一。

除了享誉京城的“举人村”历史外，灵水村的古树资

源非常丰富，其中一级古树 7 株，包括“灵水八景”中的

北山翠柏、灵泉银杏、柏抱桑榆等景点的古树。这些昂首

挺立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给大家极大的震撼，大大激

发了书画家们的创作灵感和保护古树的情怀。

《君子不争》 《人杰地灵》

《灵水村村景火神庙》 《灵水村灵芝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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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水遊记》 《京西灵水印象》 《灵泉古树》

（责编：何建华 主编：王海艺 签发：骆会欣）

报：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市民政局。

送：基金会副理事长，理事，各部门。

主题词：工作进展 本会动态 公益活动 古树保护

北京绿化基金会 2022 年 6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