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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绿化基金会
月 讯

第 7 期 （总第 40 期）

北京绿化基金会宣传部 2022 年 8 月 21 日

【工作进展】

本会碳中和专项基金正式亮相科技周 碳中和车贴成亮点

理事长杨树田宣布碳中和专项基金正式成立

8 月 21 日，主题为“绿色科技 多彩生活”的 2022 年北

京园林绿化科技活动周在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幕。开

幕式上，北京绿化基金会碳中和专项基金正式启动，并推出

了“碳中和车贴”，助力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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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交捐款和颁发捐赠证书

开幕式上，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宣布碳中和专

项基金正式成立。北京绿化基金会与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联合发起设立的碳中和专项基金，是为在京社会单位和首都

市民搭建的参与碳补偿、消除碳足迹、储存碳信用、履行社

会责任的公益平台，募集到的社会资金，将全部用于积累碳

汇、消除碳足迹为主要目的植绿增汇等公益内容。他表示，

北京绿化基金会将严格把控公益资金的使用，所有资助项目

公开透明，全过程监管，并接受各方监督和相关部门审计，

确保资金监管到位、项目运行通畅。

原国家林业局气候办（造林司）常务副主任李怒云介绍

了作为官方碳补偿标识的“碳中和车贴”背后的科学测算，

科技活动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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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结合此次科技周活动碳中和专项基金特意推出的。北京

市家庭机动车年平均行驶里程约为 11000 公里，会产生约 3

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根据测算，如栽植栎类树木进行中和，

则约需要 8棵，苗木栽植与 1年管护费用共计需 37.5 元/棵。

市民捐款 300 元即可得到车贴，意味着可中和一年所产生的

碳排放量。

来自中关村三小的王大器小朋友向全社会发出了“植绿

增汇，我要碳中和”的倡议，并和来自北京不同区县的少年

儿童一起用压岁钱换取了“碳中和车贴”。他们与家长一起

为家里的小汽车贴上了车贴，“小手拉大手，全家总动员”

的动人画面展现了中国为兑现 3060 双碳承诺所做出的巨大

努力。“碳中和车贴”引发很多市民的兴趣，很多人咨询了

解相关情况，并踊跃捐款为自家爱车换取“碳中和车贴”

微信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碳中和车贴”捐款渠道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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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一年的碳排放。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主任华小军率先捐

踊跃捐款为自家爱车换取“碳中和车贴”

款，为自家两辆爱车换取了“碳中和车贴”，其中包括编号

为 1号的北京首张“碳中和车贴”。

本次科技周活动持续到 8月 27 号，这是科技周活动首次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主场，北京科技周重点展示了“十四

五”期间北京领先科技和创新成果，彰显了北京建设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的底气、勇气和锐气。

本次活动得到北京广大市民的和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国

新闻社、人民网、光明网、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青

年报、北京卫视等 20 多家媒体和网站进行了专题报道。

【晓绿月评】

紧跟碳中和潮流并为之添砖加瓦

在刚刚举行的“202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技活动周活动”开幕式

上，北京园林绿化行业领导、从业人员和广大市民一起共同见证了“北

京绿化基金会碳中和专项基金”的正式成立，还推出了作为官方碳补

偿标识的“碳中和车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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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

战略决策，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做出 2030 年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

的庄严承诺，并深刻指出：“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现在应该再

加上一个‘碳库’。”

为响应国家号召，北京绿化基金会一直非常关注 3060 双碳项目

等工作的开展。为方便市民参与“碳中和”，今年初本会捐资助力支

持市园林绿化局启动了“碳中和”宣传进百园行动，率先在绿心公园、

大运河森林公园、温榆河公园等 10个公园设立了双碳宣传牌，推广

宣传双碳理念。与建设银行、市林业碳汇与国际合作事务中心在延庆

开启了建行碳汇林项目，第一期苗木已经种植完毕，即将启动第二期。

为进一步响应北京市提前实现双碳目标，更好地发挥本会在“我

要减排”“造林增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北京市君

合律师事务所与本会联合发起设立了北京绿化基金会碳中和专项基

金，将为在京社会单位和首都市民搭建一个参与碳补偿、消除碳足迹、

储存碳信用、履行社会责任的平台。

在科技周活动上推出的“碳中和车贴”，受到媒体和市民的高度

关注，反响热烈，这是碳中和专项基金为碳中和出力打响的第一枪。

不仅募集到的资金可以用于植绿增汇，更是起到了宣传推广碳中和的

作用。

3060 双碳目标开启了低碳新时代，实现双碳目标不可能一蹴而

就，但行则将至。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把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

落细，每个公民都从身边点滴做起，让绿色低碳成为社会风尚,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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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推动“双碳”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我们生活的家园也必将越来

越美丽宜居。

【本会动态】

本会理事赵玉斌喜获“首都绿化美化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7 月 21 日下午，本会理事长杨树田亲自将 2021 年度“首

都绿化美化先进个人”证书递交到理事赵玉斌手上，这是本

会推荐优秀理事经首绿委认可从而获得此荣誉称号。

赵玉斌是北京安海之弋园林古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海园林）董事长。安海园林公司是一家集花卉苗木生产

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为一体的综合

型园林企业，主持完成了多项园林绿化工程，并负责多处绿

地养护，为北京的园林绿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安海园林还热心行业公益事业，不仅捐助了北京绿化基

金会红螺寺古树保护项目，还为北京林业大学贫困生捐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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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助力行业人才培养。

杨树田说，赵玉斌同志获得“首都绿化美化先进个人”，

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基金会的光彩，赵玉斌同志的工

匠精神已经注入到安海园林的企业文化中，才有了今天安海

园林在业界的良好口碑，值得大家学习。

赵玉斌表示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荣誉，作为园林绿化

行业几十年的老兵，对行业非常有感情，还将一如既往坚守

在这里，继续为园林绿化事业作出贡献。

本会参观纳波湾公司月季生产基地

参观公司的生产基地

7 月 21 日，在理事长杨树田带队下，北京绿化基金会

一行来到大兴区魏善庄镇北京纳波湾园艺有限公司，在公

司董事长王波陪同下，参观了公司的生产基地，并与王波

就园艺驿站建设、专题摄影活动等进行了讨论，探讨未来

合作空间。本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副理事长荣誉、

常务副秘书长王棠和理事黄建华等一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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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季是北京市的市花之一，在北京市园林绿化中应用

非常广泛且深受市民喜爱。虽然炎热的 7 月不是月季的盛

花期，但纳波湾生产基地里依然繁花似锦，为体现月季的

优势，特意建设了 33 个不同风格、以月季为主、融合其

他花卉植物的微型景观，甚至还有一个占地 15 亩的月季

迷宫。如今的纳波湾月季园，兼月季展示、生产、新品种

培育等功能，还是市民休闲旅游的美丽港湾。

据王波介绍，公司现已建成 2000 余亩月季生产基地，

年产各类月季 1500 万株，拥有八个色系 3000 多个新优月

季品种，包括树状、古桩、玫瑰、礼品月季等系列产品。

王波女士也因为专注月季推广栽培事业 30 年，获得“三

八红旗手”“北京市劳动模范”等多项荣誉称号。

【公益活动】

本会对北京学校环境建设项目进行验收

7 月 22 日上午，本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与本会项目部、

对北京学校环境建设项目进行验收



9

宣传部等同志对北京学校环境建设项目进行了验收，项目

监理达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及通州区绿化办公

室、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学校相关负责

同志一同参加了验收。

漂亮美观的校园环境

为支持北京学校绿化建设，提升校园绿化面积，美化

校园景观，在市政府办公厅的协调下，在首都绿化办、通

州区绿化办、顺义区绿化办的支持下，北京瑞景园生态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了价值人民币

16.13 万元的绿化工程设计服务，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捐赠了 40971 株苗木（含花

籽）以及相关园林绿化物资，共价值人民币 82.54 万元。

另外，北京绿化基金会也从公益款中出资购买了 31 棵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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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和 6 棵白皮松捐赠给北京学校，共价值 59524 元，支持

学校绿化美化建设。在验收现场，树木管理方详细介绍了

学校树木栽植和养护情况，验收小组认真查看了学校共享

区的乔灌木生长情况，一致认为：

1.工程外观质量合格，乔灌木生长情况良好，草坪等

地被植物覆盖率达到 98%以上，基本达到设计图纸要求，

外观漂亮、美观；2.施工单位按建设方要求，全力组织施

工，按捐赠协议要求工期投入人力、物力，如期完工；3.

工程质量合格，工程按设计图纸施工，达到设计要求，苗

木成活率达到 95%以上。参建各方一致同意通过验收。

本会与北京自驾旅游协会共商合作

7 月 25 日，北京自驾旅游协会会长罗永杰到访本会，与

理事长杨树田等一起就低碳出行、低碳生活方面的可合作内

容进行了探讨。

双方就林下经济、义务植树等合作内容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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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自驾旅游协会成立于 2015 年，一直深耕旅游市场，

为响应国家碳减排号召，北京自驾旅游协会希望在碳中和领

域有所建树，为实现 3060 目标贡献一份力量。今年 4月，本

会与北京自驾旅游协会在延庆区北京世园公园联合主办了

公益植树活动，受到市民的欢迎。

碳达峰、碳中和也是北京绿化基金会一直重点关注的内

容，相继推出了“双碳宣传进百园”活动和建设银行碳汇林

项目（一期）。双方就林下经济、义务植树等可合作内容进

行了深入探讨。

朝阳区高碑店乡养老照料中心屋顶绿化项目协调会召开

协调会会场

7 月 26 日上午，北京屋顶绿化协会秘书长王仕豪、朝阳

区高碑店乡养老照料中心总经理侯小红等和设计单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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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代表一起来到北京绿化基金会会议室，大家就高碑店乡

养老照料中心屋顶绿化项目进行了探讨。

朝阳区高碑店乡养老照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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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北京绿化基金会平台筹措到资金

25 万元，由北京屋顶协会和北京绿化基金会共同执行，并联

系了设计和施工单位，按照北京市地方标准《屋顶绿化规范》

要求详细勘测了其承重能力，最终确定为上人型的简单花园

式屋顶绿化，并进行了相应的设计。

会上设计方北京中外建建筑设计有限公司风景园林规

划设计院设计师刘悦梅介绍了项目设计方案，大家各抒己见，

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进行了探讨。

本会理事长杨树田表示，本会将发挥公募基金平台优势，

做好资金监管工作，助力本项目营造出健康舒适的养老环境，

各抒己见提出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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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能将其打造成屋顶绿化的示范项目。

野鸭湖湿地和古崖居风景区苗木捐赠项目通过验收

野鸭湖验收现场

8 月 4 日上午，本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与项目部、宣

传部等同志对 2021 年赠与延庆区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

和古崖居风景区的苗木栽种情况进行了验收，项目监理达

华工程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乔世达、北京市延庆区自然

保护地管理处副主任刘雪梅、北京延庆区古崖居绿化负责

人参加了验收。

为加强野鸭湖和古崖居的环境建设，2021 年 4 月，北

京大东流苗圃通过本会给这两个地区共捐赠了白皮松、碧

桃、油松、西府海棠、水曲柳、白蜡、国槐等苗木共计

597 株。验收小组先后实地踏查了野鸭湖和古崖居苗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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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情况，听取了相关负责人对捐赠树木的栽种、管理情况

汇报。捐赠苗木主要栽种在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广场南

古崖居和野鸭湖苗木生长情况良好

侧以及古崖居风景区大门入口等处，目前都枝繁叶茂，长

势良好。

验收小组认为：1.苗木生长情况良好，基本达到设计

图纸要求；2.施工单位按建设方要求，全力组织施工，按

捐赠协议要求投入人力、物力，如期完工；3.工程质量合

格，苗木成活率达到 95%以上。验收小组一致同意通过验

收。

另外，本会与刘雪梅还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细致沟通，

就今后将要合作开展野生动物保护项目达成一致意见。

本会助力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宣传创森成果

8 月 5 日，本会理事长杨树田、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骆会

欣和本会理事、《绿化与生活》总编辑黄建华等一行来到房

山区园林绿化局，与局长李军、副局长赵龙等，就房山区创

森成果宣传事宜出谋划策、共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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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谋划策共商合作

根据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工作实施方案》，房山区于 2019 年设立房山区创森办，力

争将房山区打造成国家森林城市。经过三年的努力，成效显

著。为了让“创森从我做起”的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调动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营造人人参与创森、支持创森的浓厚氛

围，房山区园林绿化局邀请本会协助宣传创森成果。

杨树田首先表态会发挥基金会在宣传方面的优势，全力

支持房山区园林绿化局创森成果的宣传，并介绍了本会以往

在创森宣传上的经验，提议可以利用摄影、书画、海报等多

种表现方式，借助各方媒体力量，全方位展现房山区创森

为房山区创森助力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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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果。黄建华则提议可以从生物多样性、口袋公园、古树

保护三个切入点来展现房山区这几年森林城市建设的成果。

李军对大家支持房山区创森表示感谢，表示房山区将以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为抓手，为生态宜居新房山高质量发

展、构建首都西南部生态屏障打下坚实基础。

本市第一个低碳营林植树项目上线

为践行社会责任与担当，引导和鼓励市民低碳出行、绿

建行 app 线上兑换树苗，线下种植

色生活，中国建设银行联合北京绿化基金会发起了本市第一

个低碳营林植树项目，即用户通过绿色出行获得的碳减排，

可在建行 app线上兑换树苗，线下种植。8 月 12 日，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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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正式上线。

“林下补栎、林窗补植”实地栽种

本次碳汇造林项目种植区域选在延庆区张山营镇，系平

原造林规划用地。张山营镇是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雪车雪

橇项目举办地。通过碳汇造林，可使该地区土地得到良好的

绿化利用，促进区域森林碳汇功能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改善。

项目树种选择的是元宝枫、樟子松、蒙古栎和栓皮栎四

种，都是固碳能力强、宜栽易活、生态防护功能好的乡土树

种，共计一万棵，根据林地原有树种采用“林下补栎”和“林

窗补植”方式进行种植。截至 8 月 26 日，已有 400 多株树

苗被认领，本活动预计 2024 年初结束。

“2022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技活动周活动”协调会举行

8 月 15 日上午，本会常务副秘书长王棠和项目部、宣

传部的同志一起，参加了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举行的“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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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会现场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技活动周”协调会。

北京绿化基金会碳中和专项基金启动仪式将作为科技

周活动的亮点之一，现场将开通碳中和车贴购买通道，发动

全社会参与“我要碳中和”的植绿增汇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为“绿色科技 多彩生活”，8 月 20-27

日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

员王小平主持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

姜英淑、宣传中心主任马红等也出席了本次协调会议。时间

紧、任务重，大家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

就各项任务逐一进行了沟通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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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对接密云区大城子镇美丽乡村示范点规划设计

8 月 16 日，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义务植树处副处长

李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分院（以下简称“中

规院风景分院”）副院长韩炳越等来到本会，就密云区大城

今年 6月，根据首绿委办公室的安排，本会利用公益平

台优势，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助力本市美丽乡村建设。针对目

前千村一面、乡村城市化的问题，初步选定密云区大城子镇

庄头村作为示范点，由行业龙头单位中规院风景分院捐赠规

划设计方案，共同打造生态富民的乡村振兴样板，助力庄头

村不仅绿起来，更要美起来、富起来

讨论会现场

子镇庄头村美丽乡村示范点规划设计进行了讨论。

。

6 月底，本会陪同首绿委办公室代表、中规院风景分院

设计师等对大城子镇进行了踏查，之后中规院风景分院又派

出三位设计师驻扎庄头村进行了二十余天的深度考察，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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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庄头村对现有资源进行了深度挖掘。又

学习借鉴了国内一些优秀的乡村设计案例，最终完成了本设

计方案。

设计师郝硕进行了设计规划方案汇报，方案以“多彩庄

头”为主题，从植物、景观、文化、田园、活动五方面进行

规划设计，力争建设一个美丽、富裕、文明、幸福、创新、

创业的新庄头村。

参会人员对规划方的工作和成果给予了高度认可，并提

出了一些建议。下一步方案将正式交付给当地政府。

【古树保护】

本会踏查故宫博物院古树情况

认真查看故宫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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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5日下午，本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骆会欣和项目部、

宣传部的同志，以及本会古树名木保护促进办公室副主任曹

恒星，在故宫博物院行政处庭园科工程师刘琳琳的陪同下踏

查了故宫古树集中的御花园、东华门、西华门三处，对故宫

古树保护提出了一些建议。

故宫现存的古树名木均为明清时期宫廷营建庭园时所

植，是宫廷园林的“活文物”，现有古树名木 482 株，其中，

一级古树名木有 114 株，二级古树名木有 368 株，以常绿松

实地踏查故宫古树

柏树为主，另有国槐、龙爪槐、楸树、银杏等。故宫古树不

仅是故宫历史园林景观的重要造景要素，丰富了宫廷建筑院

落的景观，更以苍劲挺拔的姿态与典雅的古建筑相辅相成，

营造出了宫廷园林中古雅的景观意境。

刘琳琳边走边向大家介绍了故宫古树名木的历史和特

色，就其中的人字柏、连理柏等特色古树的栽植手段，以及

在解决游客疏解与古树保护之间的矛盾采取的一些措施进

行了探讨。双方还讨论了如何利用探地雷达等现代科技手段

助力故宫古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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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信息】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古树摄影采风活动圆满结束

7 月 28 日，为满足绿色北京摄影、书画创作的需要，北

京绿化基金会组织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北京上方行书画院

采风前的座谈会

的摄影爱好者、书画家二十余人，来到房山区上方山国家森

林公园，重点踏查了上方山的古树资源情况。

采风开始前，北京绿化基金会理事长杨树田、北京摄影

爱好者协会会长张西林和北京上方行书画院院长江涛等为

代表的参加活动人员与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朱仕学

主任等一起进行了座谈。大家就古树保护合作事宜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探讨。

据朱仕学介绍，上方山拥有古树 1154 株，占全房山区古

树的 68.53%，由于独特的地形和小气候，上方山还形成了特

色古侧柏群落和古青檀群落。2021 年 11 月底，北京首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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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保护小区落户上方山，成为全市率先打造古树及其生长环

记录古树风采

在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大家踏查了上方山的

部分古树，包括四棵千年树王，油松王、槐树王、银杏王和

柏树王，还有拧丝柏、古蜡梅、菩提树等知名古树

拧丝柏

境系统保护的样板模式。

。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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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挥毫泼墨

雨过初晴，碧空如洗。傲首挺立千百年的古树们给人极

大的震撼，大大激发了大家的创作灵感和保护古树的情怀。

摄影爱好者们纷纷掏出设备记录下古树们的精彩瞬间，书画

家们还现场挥毫泼墨，创作了一些古树主题的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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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