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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进展】

公益助力屋顶花园落户养老中心

捐赠现场

9 月 30 日上午，“喜迎党的二十大 绿色生态映晚霞 重

阳生活别样花”金隅爱馨泰和养老中心屋顶绿化项目捐赠仪

式在金隅大厦举行，养老中心的老人们即将迎来期盼已久的

屋顶花园。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处长陈长武等参加

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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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仪式上，北京屋顶绿化协会秘书长王仕豪首先介绍

了项目背景。朝阳区高碑店乡金隅爱馨泰和养老中心是一家

社区型综合性养老服务机构，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因防疫

管理要求养老中心一直处于封闭管理，老人户外活动区域严

重不足，因此养老中心决定将屋顶打造成小花园，故联系北

京屋顶绿化协会寻求帮助。

经多方共同努力，通过社会募集形式筹措到资金 35 万元，

分别来自 10 位爱心人士和 4 家捐赠单位，资金由北京绿化基

金会进行监管。

该屋顶花园设计以智慧养老、适老设施来打造互联网+

新型屋顶绿化模式，为老年人营造多空间的屋顶景观和健康

舒适的养老环境。

交换合作协议 转交捐赠支票

仪式上，北京绿化基金会和北京屋顶绿化协会交换了

《合作协议》，捐赠个人代表和单位代表将捐赠支票交给了

北京绿化基金会，北京绿化基金会则向捐赠代表颁发了捐赠

证书。随后，金隅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

理侯小红从北京绿化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手中接过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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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捐赠牌示，并对此项目发起和进展进行了回顾，并对给予

养老中心帮助的各方表示感谢。

杨树田在会上表示，作为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唯一具有

公开募捐资格的公益慈善组织，北京绿化基金会多年来积极

发动社会力量为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本项目是疫情期间助力养老行业的一次重要善举，北京绿化

基金会定将竭尽全力，确保资金监管到位、项目运行通畅，

与大家携手共同努力将其打造为样板项目。

金隅投资物业管理集团总经理毛永锋表示，此次公益善

举将为养老中心的环境和品质提升锦上添花，未来也将与参

会各方一起在首都老龄和康养事业上携手合作，汇聚孝亲力

量，共攘首善之举

合影

。

【晓绿月评】

公益绿化助力养老行业

9 月 30 日，在重阳节即将到来之际，金隅爱馨泰和养老中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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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绿化项目捐赠仪式在金隅大厦举行，国庆节期间开始动工，养老中

心的老人们即将迎来期盼已久的屋顶花园。

社会老龄化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就在 9月 2 日，北京市老龄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老龄协会发布了《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

告（2021）》。报告指出，截至 2021 年年底，北京全市 60 岁及以上

常住人口为 441.6 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 20.18%，标志着北京正式

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而且北京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日益加深，预计到

2035 年，北京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何让老年人老有所依、老有

所乐，是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也是和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的。作为公益慈善组织，北京绿化基金会通过向养老中心捐赠屋顶绿

化项目融入养老行业，是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进行的有益探索。

观察不难发现，社区绿地和周边公园最常光顾的群体是老年人，

作为老年人锻炼身体、社交的重要场所，可以说花园绿地建设与老年

人的幸福指数息息相关。

金隅爱馨泰和养老中心屋顶绿化项目是北京绿化基金会首次助

力养老行业，是为解决疫情期间养老中心老人户外活动的有力举措。

该屋顶花园设计充分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建成后，将为老人们提供一

个休闲娱乐兼养花种菜的好地方，相信能满足老年人们户外活动需求，

造福生活其中的老年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

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由中国绿化老人单



5

昭祥为代表的离退休老干部共同创立的北京绿化基金会，成立 26 年

来一直致力于“募集资金，植树造林，改善环境，造福人民”，协助

政府改善老人生活环境、提升老人生活质量，是本会已经在做、也将

持续做下去的重要工作。

【工作动态】

2022 年市职工技能大赛颁奖仪式暨市园林绿化行业

职工技能公益培训启动仪式筹备工作会召开

9 月 21 日上午，“2022 年北京市职工技能大赛颁奖仪式

暨北京市园林绿化行业职工技能公益培训”启动仪式筹备会

在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召开。本会理事长杨树田及常务副秘

书长王棠和项目部、宣传部有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现场

会议观看了 2022 年北京市职工技能大赛专题片，并对职

工技能培训启动仪式的内容、环节进行了研究讨论和细致分

工。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秘书长侯雅芹主持了会议，她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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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强调，各单位要加强责任心，各尽其责，把启动仪式开好，

强调企业公益形式参与该大赛。

筹备会现场

本会理事长杨树田在会上表示，认真完成筹备会交办的

工作，做好园林系统单位和劳模职工的自愿捐款参与活动的

资金管理工作，做到专款专用，体现首都园林绿化活动公益

参与。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顺鑫绿洲锦绣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丹青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景观园林设计

有限公司代表。

另据了解，为进一步筹备“2022 年北京市园林绿化职工

职业技能大赛颁奖会”，10 月 20 日上午，相关单位代表一

起召开了线上筹备会议。原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副局长高士武参加了会议并对北京绿化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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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说，“我为树木健康献爱心”爱心捐款

本着自愿积极的原则，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企业利社团的一举

四得的好事，园林绿化事业的发展成就了一批有实力的园林

企业，也希望大家反过来继续促进园林绿化的发展。会议对

会议议程、募捐程序等进行了专题研究。

本会与房山区绿化办洽商首都“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

线上筹备会上理事长杨树田劝募发言

房

山）基地”二期景观提升设计方案

9 月 16 日上午，本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义务植树专家

杨振君与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四级调研员赵龙等同志对首都

“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房山）基地”二期区域规划提升

方案进行了初审。本会项目部、宣传部及房山区绿化办相关

同志及设计方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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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首先由中外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代表介绍了房山基

地二期区域规划设计方案。二期范围 11 公顷，根据植树基地

参会者认真讨论方案

现有多处纪念林现状特点，设计两条环路和六处景观节点连

接起来。会上，与会者就区域主题、绿化种植、植树尽责服

务配套设施安装等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并结合首都互联网

+全民义务植树基地的宗旨、任务、需求提出了详细的修改

建议。

房山基地二期区域规划提升项目资金按照首绿办动员

社会力量和市民参与义务植树基地尽责活动的要求，通过北

京绿化基金会公益平台共筹集到捐资尽责资金 97.05 万元。

依据“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资金专款专用原则，这笔资

金将用于首都“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房山）基地二期

区域规划景观提升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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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助力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环境绿化工作

9 月 20 日上午，本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及项目部、宣传

部的同志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李准在研究院

现场召开了绿化环境提升专题会议。现研究院绿化养护单位

北京森源达董事长焦宇以及相关同志共同参会。

现场布置工作

参会人员与养护单位根据院内整体环境布置，确定了此

次树木移栽、人员安排及时间等内容。此次绿化项目资金来

源于中央国家机关绿办通过本会筹集的义务植树定向捐款，

充分体现义务植树捐资尽责资金尊重捐赠人意愿，专款专用。

【公益活动】

本会组织捐赠活动致敬延庆一线绿化职工

9 月 29 日下午，本会将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致酒行”）捐赠的修枝剪和矿泉水捐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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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延庆区园林绿化局一线职工，并组织了“致敬北京市延庆

园林绿化局一线工作者座谈会”。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党委副

书记张璞、防火安全科负责人罗海莲，华致酒行连锁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李洋、采购总监张静，本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常务副秘书长王棠等参加了捐赠活动。

捐赠现场

“北京后花园”的美誉，延庆的空气质量始终位于全市前列，

而这份傲人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延庆绿化人的付出，尤其是一

线工作者身体力行的植绿、护林、防沙的辛勤劳作。他们的

付出赢得了全社会的关注，贵州茅台经销商华致酒行连锁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主动提出捐赠意愿。本着将公益落到实处

作为首都生态涵养区、京西北绿色屏障，延庆区有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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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经商议，确认捐赠一线作业常用的修枝剪和矿泉水。

为支持华致酒行的公益行为，本会将全部捐赠额用于购买捐

赠物资，免除了管理费。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党委副书记张璞对华致酒行和北京

绿化基金会的善举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延庆区近年来为打造

生态第一城所做的努力。

李洋表示，华致酒行是中国首家酒类流通A股上市企业，

是贵州茅台特约经销商之一，本次捐赠秉承茅台积极投身公

益事业，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表

达茅台人对一线职工的敬意

座谈交流

。

骆会欣代表北京绿化基金特别感谢华致酒行的爱心奉

献，感谢延庆区园林局为我们提供做公益的机会并组织落实

捐赠。她表示，本次合作只是一个起点，希望未来有更多的

合作，共同为绿色北京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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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参加房山全民义务植树基地林木抚育活动

10 月 11 日上午，本会在理事长杨树田带领下，集体

来到“首都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房山）基地”，与房

山区园林绿化局四级调研员赵龙等二十多人参加了义务

植树活动。

植树活动现场

作为北京市首批试点，2017 年“首都互联网+全民义

务植树（房山）基地”落户房山区张坊镇，2018 年正式揭

牌，总面积 960 亩。按照“春植、夏认、秋抚、冬防”的

原则，该基地一年四季对市民开放。植树现场，大家为基

地林木进行了除草、修整树堰等抚育活动。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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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特邀京郊文旅专家王海春参与了植树活动，并就

如何将绿化与当地旅游相融合进行了探讨。大家纷纷出谋

划策，建议将基地植树活动结合当地的景点、餐饮等设计

出合理的旅游路线，来带动当地的旅游产业和消费，大家

一致认为亲子旅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本会与首绿委、园科院一起共商合作

认真交流座谈

10 月 10 日下午，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

长孟繁博和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科技推广与服务

中心负责人王欢等到访本会，与本会理事长杨树田、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等就首都市民园艺风采大赛、园艺驿

站建设等事宜进行了探讨。

由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

研究院承办，北京绿化基金会等协办的“绿色生活 美丽

家园”首都市民园艺风采大赛征稿已结束，目前进入了评

选阶段。围绕如何更好地推动大赛形成可持续的品牌活动

大家进行了热烈探讨，杨树田强调要充分发挥基金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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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与北京农学院达成战略合作意

平台优势，为参与活动的捐赠方做好服务。结合当前北京

市正在举办的菊花主题活动，孟繁博提出整合各方资源、

开辟访谈内容、制作专题视频，拓展园艺驿站的活动内容。

向

10 月 14 日上午，北京农学院副院长段留生、园林学

院院长马晓燕、校友校史办公室主任马俊云等到访本会，

与本会理事长杨树田等进行了会谈。

座谈会现场

双方先各自进行了自我介绍，并就人才培养、科技研

发、社会服务、古树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一

致认为两家单位可以进行战略层面的深度合作，接下来将

进一步推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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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学院是一所都市特色的农林高校，以服务首都

城市战略定位和都市型现代农林业为己任，为北京市培养

了一大批复合应用型农林人才，有力支撑了首都乡村振兴。

该校是国内第一家开办林学（古树保护方向）专业人才培

养的高校，展现了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特色。

【古树保护】

2022 年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启动

9 月 25 日，由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林业和草原

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办，以“保护古树名木 共享

绿水青山”为主题的 2022 年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启

动仪式在北京国家植物园举行，“中国古树名木保护图片展”

同期开展。本会理事长杨树田等出席了本次活动。

宣传周启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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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是有生命的文物，具有

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生态、景观和经济价值。保护古

树名木，是传承中华文明、保护历史见证的需要，是保护生

物多样性和优良基因的需要，是建设生态文明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

举办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旨在认真践行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组织

开展全国性的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系列活动，全面推进古

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

参观展览 本会展板

北京绿化基金会作为社会参与古树保护的主体单位参

与了本次展览，本会设计的古树保护宣传展板也在活动中展

出，展示了本会这些年在古树保护领域取得的成就。

多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全面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严格落实养护责任，

及时实施抢救复壮，持续强化监管执法，不断完善法律法规，

此次除在国家植物园举办全国古树名木保护科普宣传周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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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启动仪式之外，全国各地分会场活动也将陆续举办，营造

全社会保护古树名木的良好氛围。

观看展览 昌平“青檀王”

多年来，各地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古树名木保护管

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

显示，目前我国普查范围内共有古树名木共计 508.19 万株，

其中散生 122.13 万株，群状 386.06 万株。

北京作为一座有着 3000 多年建城史、800 多年建都史的

古都，是古树名木资源最多的首都之一，全市共有古树名木

4 万多株，知名古树众多，如大觉寺古银杏、昌平“青檀王”、

北海公园“白袍将军”、潭柘寺“帝王树”等。

十位市民为五塔寺古银杏保护捐款

10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院内的古银

杏树下，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古银杏树保护项目

捐赠仪式”，十位市民为院内的两棵古银杏捐款用于古树

的养护。捐款人代表、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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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处长方芳、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副处长李阳以及北京

绿化基金会、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

美丽壮观的五塔寺古银杏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五塔

寺村，其前身为真觉寺，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403—1424）

年间，寺内有一座金刚宝座塔，上有五座佛塔，所以又被

称为五塔寺，该塔堪称明代建筑和石雕艺术的代表之作，

被列为第一批国家级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单位。

塔前有两棵参天古银杏（编号 110108A01236 和

110108A01237），树龄约 600 年，与寺、塔同龄，均为北

京市一级古树。每到秋天，两棵古银杏满树金黄，巍峨古

塔与繁茂古树交相辉映，成就了五塔寺绝美的秋景，吸引

大量游人前来观赏拍照，是京城著名的赏秋网红打卡地。

这两株银杏都是雌株，在现场看到，今年结果量特别

大，小果密密匝匝的把很多枝条都压弯了。据石刻艺术博

物馆副馆长李仓钧介绍，今年已经安排人工摘果，但树体

太高太大，树上果量仍然很大。小风吹过，就有银杏果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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簌往下掉，落得满地都是银杏果。也许是营养消耗量比较

大的缘故，今年银杏叶黄得比较早，周围的银杏很多叶子

尚绿，这两株古树就已经黄叶了。作为一个生命体，随着

年龄的增长，古树也需要更加科学细致的养护。本次爱心

人士的捐款，将为这两株银杏的保护助力。

捐赠仪式现场

今年上半年，十位爱心捐赠人主动提出了想要连续五

年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两株古银杏树保护捐款的意愿。

基金会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石刻艺

术博物馆的负责同志，得到了石刻艺术博物馆的紧密配合，

并组织馆内相关专家，联合基金会共同组织了多次协调会

议，并且积极向主管部门沟通上报各项具体工作安排。终

于，在多方共同努力下，“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古银杏树

保护项目”启动。

在仪式上，理事长杨树田表示，“古树被称为‘活文

物’，保护古树，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历史与文化。此次

古银杏树保护项目，是北京绿化基金会与北京石刻艺术博

物馆的首次合作，也是本市园林绿化系统与文物系统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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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古树公益绿化领域的一次强强联合，具有极强的代表性

和深远的意义。”

除去这十位市民的捐款，北京绿化基金会还为五塔寺

开设了古树保护公开募集资金二维码，所募资金将全部用

于五塔寺院内的古树保护。这是本会第一个为博物馆古树

开设的公开募捐二维码，必将为保护北京古树名木专项基

金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事引起市民与媒体的广泛关注，《北京日报》、《北

京晚报》、《北京青年报》，新浪网、京报网、北京政府

官网等十几家媒体和网站先后进行了报道

为爱心人士立牌

。

三家单位联合调研昌平区沟崖古树

10 月 17 日下午，昌平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北京绿化

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王霞、十三陵林场管理处副主任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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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等人员共同对昌平区十三陵林场沟崖分场的两株古

银杏——“帝王树”“母子树”进行了实地调研。

现场调研古树

沟崖又名沟沟崖，位于昌平区城西北 10 公里的德胜

口内。这里悬崖绝壁，怪石林立，树木浓郁，古树参天，

方圆 10 公里以上的松峰柏岭，曲径势若爬梯。自唐朝始，

这里曾建庙宇 72 座，是当时北方的道教盛地之一。明清

时期，这里一直是京师重臣避暑游览之处，清朝直隶总督

端方曾在此避暑，并为庙宇题额“北武当山沟沟崖”，如

今只有庙址尚存。

沟崖的两株古银杏树极具特色，其中一棵（编号：

110114A04932）生长在沟崖风景区内大盘道上，一级古树，

树龄 1000 年左右，树高 31 米，胸径 2.3 米，胸围 7.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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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幅 20 米，因该树高大挺拔，有帝王之气，人们称其为

“帝王树”。

另一株古树生长在沟崖风景区内上庙前，一级古树

（编号：110114A04931），树龄 1000 年左右，树高 20 米，

胸径 1.78 米，冠幅东西 15 米，南北 17 米，因该树自根部

萌生出许多小银杏树，被称为“母子树”。

帝王树 母子树

看到两株古银杏良好的长势，大家都很振奋。王霞说，

这得益于近年来加强了对古树名木的宣传及保护力度，在

做好古树名木的日常检查巡护外，他们特别注意极端天气

的应对，确保了古树名木管理常态化、规范化。

杨树田表示，作为首都绿化行业唯一的公益慈善组织，

北京绿化基金会大力支持全市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加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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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保护的宣传，通过摄影作品来展现首都古树风采，激

发全社会保护古树的热情。

本会组织专家回访红螺寺保护古树现状

并确定二期保护项目

保护后的古藤寄松

10 月 19 日上午，北京绿化基金会邀请古树专家杨志

华、北京林业大学李庆卫教授对怀柔区红螺寺一期保护古

树项目进行了回访，并现场讨论核审二期古树保护方案。

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北京红螺寺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主任王建红、北京名木成森古树名木养护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曹恒星以及相关同志参加了回访和二期项目制

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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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北京绿化基金会发起“保护红螺寺古树”

项目，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多家企业的积极响应

和支持。该一期项目已于 2021 年 10 月进行验收，受到了

一致好评，其中紫藤寄松保护案例还被选入国家林草局十

四五规划教材《高级树艺学》案例库。

红螺寺大雄宝殿前，雌雄两株银杏树在秋日阳光照耀

下金黄透亮，两株古树枝繁叶茂、长势良好，尤其是雌株

银杏先前存在的树叶焦边问题已得到解决，相关安全风险

得以排除。

现场讨论研究二期保护古树

经过树冠整理、树体加固、树体损伤处理、树洞内部

清理、地下环境改良、通气透水管网以及生物防治等保护

的“紫藤寄松”“听法松”，高大挺拔，景观优美，长势

非常好。

专家们一致认为，红螺寺一期保护古树项目针对性强，

效果显著。

在调查现场，二期拟开展的古树保护项目，其中一株

为一级古油松（编号：110116A02706），位于寺内山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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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小组还就二期古树复壮项目的施工时间、施工项

目进行了专题讨论。

本会组织专家对怀柔基地发展林下经济出谋划策

10 月 19 日下午，北京绿化基金会邀请原首绿办二级

巡视员杨志华对怀柔区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桥梓镇基地

发展林下经济项目进行了专题调研，北京绿化基金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常务副秘书长王棠以及宣传部等同

志参加了调研。

现场调研

怀柔区首家“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基地位于桥梓

镇前辛庄的一级水源涵养区内，总占地面积达到 750 亩，

划分为造林绿化区、志愿服务区、设施修建区、抚育管理

区等功能主题区。

杨志华一行实地调研了园区建设情况，了解到基地处

于北京市一、二级水源涵养区内，受水源保护区条件制约，

大多产业发展受到严格限制的情况，杨志华建议：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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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地制宜，利用自身林多地广的条件，比如在高地做一

个防火瞭望塔，既能观光又能防火；另外可以把目前的林

下旅游亲子活动与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相结合，与怀柔

区名牌特产和旅游打卡地结合，让来基地尽责的市民既能

尽责又能得到实惠，形成怀柔自己的基地特点。

【活动信息】

房山区“古树神韵 年轮光影”古树采风活动圆满结束

9 月 23 日，为认真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全社会保护古树名木和绿色家园的

意识，北京绿化基金会、北京市园林古建设计研究院和北

京摄影爱好者协会共同举办“古树神韵 年轮光影”房

拍摄圆满结束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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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古树名木采风活动，组织 50 位摄影爱好者奔赴房山区

水峪村和南窖村进行古树主题创作拍摄。

水峪村和南窖村位于房山区南窖乡境内，历史悠久，

村里保留了很多古迹和古树，显示了独特的历史文化与自

然景观。古树树种以国槐居多，其中水峪村还有一棵千年

古槐，这些苍翠参天、古态盎然的古树，虽历经风雨，依

然静静伫立在村头巷尾，成为村社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它

们见证了当地的历史变迁，也诉说着一方水土的丰饶兴盛，

充满乡土味道。

通过拍摄古树，不仅让摄影人保护古树的意识进一步

增强，同时优秀摄影作品也可用于古树保护宣传，带动广

大市民加入守护古树的行列，保护珍贵古树资源。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首都市民园艺风采大赛

网络评选活动结束

为展示首都市民积极参与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

设，拥抱生态文明的良好精神风貌和精湛的园艺水平，首

都绿化委员办公室于近期举办了“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首都市民园艺风采大赛作品征集活动。

活动期间 5 个主题共计收到市民 2221 件作品投稿，

作品涵盖照片、文字、视频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现了首都

市民园艺风采。经过专家评审团的层层筛选，5 个主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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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主题决出 15 个入围作品，共 75 个入围作品参与网络

评选。根据线上评选结果，每个主题决出 1 个网络人气奖，

最终评选出 5 个网络人气奖。

评选协调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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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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