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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曹言湖 通讯员 郭长旺 吕晓飞）
晓月湖的红头潜鸭、宛平湖的震旦鸦雀、南苑森林

湿地公园的戴胜、千灵山顶盘旋的大鵟……丰台区

的居民群众发现，天更蓝了、水更清了、草更绿了、树

上的鸟儿多了、水里的鱼儿多了，开窗见绿、出门进

园，漫步街头，花草相伴……党的十八大以来，丰台

区以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为刚性要求，陆续实施“无

煤化”、燃气锅炉提标改造、扬尘污染治理等工程

项目，啃“最硬的骨头”，解最难的问题，铁腕治气守

护蓝天白云、繁星闪烁，为京华大地添花草锦绣。

成功创建“两山”创新实践基地、空气质量实现全

面达标，大气优良天数创2013年有记录以来历史最

好、获批北京市首个国家地下水污染防治试验区试

点……绘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丰台生

态画卷。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每一份成绩的背

后，都凝聚着丰台生态环保人百分之百的艰辛和付

出。“丰台区贯彻落实最严格的制度，织就最严密的

‘法治网’，持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施‘绿道、碧

道、秀道’三道工程，推动辖区生态环境实现质的

改善，把群众的小问题当作关注的大事情，积极回

应和受理转办群众反映的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上下

联动治理的强大合力。”丰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走出“丰台路径 ”，形成“丰台模式”

丰台区探索出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

好“三生融合”为目标，以天清地清、山清水清、人

清政清“六清”理念为导向，以森林绕城、绿道连

城、碧水穿城、湿地润城、公园遍城、农田留城、花

果香城、生物汇城、景观靓城“绿城九法”为路径，

坚定不移地创新发展理念、加快推进经济社会绿

色转型，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超大城

市中心城区绿色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丰台路径”，探

索形成“丰台模式”。

记者了解到，在全市首次以“替代修复”的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方式解决污水排放超标问题，坚

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让发

展指标有更多“幸福指数”、发展成果有更多“民生

含量”。积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志愿服务，涌现了一

批新时代劝导队、环保志愿服务队等服务品牌，右

安门居民自发成立的“当班河长”佑安巡河志愿队，

获评“优秀环保公益组织”，越来越多的群众成为

“环保监督员”“生态卫士”，生态行为准则和价值

理念逐步覆盖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积极建立完善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

的生态文化体系，连续10年举办‘线上+线下’六五

生态环境文化周、低碳日等生态文化活动，年均覆

盖200万余人次，生态文明理念越来越成为全区人

民共同的价值理念。”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

告别“灰头土脸”，拥抱“绿水青山”

2018年以来丰台区陆续实施了6个废弃矿山修

复治理项目，累计治理面积约69.84公顷，千灵山景

区森林覆盖率由1999年的5%增加到目前的95%，

让村民告别“灰头土脸”，拥抱“绿水青山”。聚焦人

口和建设规模“双控”，推动城市减量提质发展，近

三年完成城乡建设用地减量任务约10平方公里。

初步 形成“一 轴一廊一屏障，百路百园百社

区”的森林城市建设格局。丽泽金融商务区2019年

获评“北京市绿色生态示范区”，2022年获评全国

绿色低碳典型案例，园区内规划绿地和水域总面积

达2808亩，绿色建筑星级认证项目达14个，成为“国

内首个园林式金融商务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

设初见规模，重现“南囿秋风”历史风貌。截至2022

年，全区森林总面积提升至8520.86公顷，绿地总面

积达到7744.4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7.89%，城市森

林绿地资源大幅提升。

2022年11月，丰台区荣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称号，成为北京市首个成功创

建“两山”实践创新基地的非生态涵养区。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成为常态

据了解，2021年，全区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

标，PM2 .5较2014年下降幅度达64.2%，在首都中

心城区降幅最大，2022年，PM2 . 5年均浓度达31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8.8%，在2021年历史性达

标的基础上，四项污染物保持持续改善趋势，大

气优良天数达到290天，接近八成，创2013年有记

录以来历史最好。2023年第二季度，丰台区细颗

粒物（PM2.5）和可吸入颗粒物（PM10）指标“双改

善”，PM2 .5同比去年同期浓度改善10 .7%，改善率

全市第一。

国、市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全部达标，水环境

质量取得历史性好转，断流25年的永定河在2020

年实现全线通水，设立全市首个区级水生态监测

实验室，2021年获批北京市首个国家地下水污染

防治试验区试点，一系列国家和市级试点示范项目

在丰台落地。生态环境质量EI指数连续七年稳步

提升，凤头蜂鹰、红隼、震旦鸦雀等近150种鸟类翱

翔在丰台天空，金线侧褶蛙等110余种野生动物在

丰台安家，清洁河流指示物种宽鳍鱲、马口鱼陆续

重现，野大豆等野生植物茂盛葳蕤，生态系统的完

整性、多样性不断丰富，清水绿岸、鱼翔浅底实景

再现。

启动全区域、全网格、全物种生物多样性调

查，进一步摸清辖区生物多样性本底。加密545台空

气质量监测固定设备和5台移动设备，覆盖全区26

个街镇2个园区419个村社区、重点交通道路、扬尘

工地、餐饮密集区等区域，率先实现了PM2.5和TSP

两项污染物的融合。

搭建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监管平台，典型城乡

接合区域水生态环境精细化管理平台投入试运行，

利用58台高密度水环境自动监测设备对全区1225

个入河排口的水污染物特征及其时空变化规律进

行监控，结合水质全光谱谱图知识库，明晰污染形

成机制与各类污染源的动态响应关系，实现了水环

境污染问题及时发现和响应。        （详见04版）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丰台画卷丰台画卷正在展开正在展开

编者按：在首个“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关系党的使命宗

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以“双

碳”工作为引领，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持续推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习近平希望全社会行

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丰台区始终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从永定河畔到卢沟桥头，从千灵山的矿山修复到槐房再生水厂的“一亩泉”，从南苑森

林湿地公园的一棵树到长辛店中华名枣园的一枚枣……山水林田湖草的壮美蓝图正在形成生动实践，美丽丰台建设处处尽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

本报讯（记者 霍秋 蕊 
实习记者 刘玟郡）8月15日

上午，北京丰台国有资本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注资北京

花乡花木集团有限 公司签

约仪式在奥运花卉配 送中

心隆重举行。

据了解，丰台国资集团

将向花乡花木集团注资持

股30%，花乡花木集团也成

为全市 首家国资入 股的集

体经济所有制花卉园林全

产业 链 融 合发 展 企 业。丰

台区将通 过区属国有企业

与村集体企业的首次合作

助力花乡花木集团“花香中

国”战略计划，推动传统花

卉产业向自然科研、生态中

心、品牌文旅、数字产业方

面创新升级发展。

签约仪式上，丰台国资

集团与草桥实业 总公司就

引入 战 略 投 资 者、实 施 增

资 入 股 达 成合 作 协议。双

方将聚焦丰台特色花卉产

业 进行“谋 篇 布局”，助力

花乡花木集团打造“千亿级

花卉产业”。

丰 台 花 乡 是 中 国 北

方 地 区 最 大 的 花 卉 集 散

中心、现代 花 卉 产业 集 聚

区。丰台区“倍增 追 赶、合

作 发 展”行 动 为花 卉产业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和创新驱动力。目前，全

区 正在聚力打造国家级花

卉交易平台和花卉产业创

新 示 范 基 地，构 建 与潮 流

接 轨、与国 际 接 轨 的 花 卉

产业生态。

花乡花木集团 董 事长

林巧玲介绍，集团作为地区

花卉产业头部企业，在现代

花卉市场流通体系下，如何

构建交易链路畅通、分销冗余环节短的现代化、

数字化花卉交易新模 式，是 企 业 所面临的新 课

题，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正需用好当地国有资本背

书力量这一活水。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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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原梓峰 李娜）78年前的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卢沟桥-宛平城、长

辛店红色文化基因，孕育了“硬气”的丰台人扛在

肩上的家国情怀。

78年后的这天，家住卢沟桥西桥头的郑福来

老人再一次走上卢沟桥，向往来游客讲述“七七事

变”那段苦难而不屈的历史。92岁高龄的他在卢沟

桥上殷殷嘱托稚气未脱的孩子们：“有两点不能忘

记，长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不能动摇，人

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

86年前的“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

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回望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郑福来老人历历在目。

“我那年不满七岁，经历了‘七七事变’，当时

驻在丰台的日军到卢沟桥附近打靶演习，为什么中

国的地方，驻日本全副武装的兵啊？”郑福来老人

的提问振聋发聩。

“卢沟桥守军是二十九军三十七师110旅219

团第三营，吃饭之前他们必须喊一句‘宁作战死

鬼，不当亡国奴’。”讲到这里，92岁高龄的他依然

慷慨激昂。

“每年的7月7日、8月15日我都要来这里讲一

讲。”郑福来告诉驻足聆听的游客，“历史必须铭

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共

产党是领导抗日的中流砥柱，号召全民族抗战，经

过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

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

降。这是华夏儿女14年浴血奋战的成功！这是无数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说起那段不屈的历史，

这位老党员的腰杆笔直。              （下转03版）

历史须铭记 吾辈当自强历史须铭记 吾辈当自强
卢沟桥上，92 岁高龄的郑福来老人殷殷嘱托：

编者按：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14年，中华大地上，6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沦陷，3500万以上同胞伤

亡……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四万万”中华儿女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投身到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战斗中，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

者！如今，78年过去了，硝烟散去，和平安宁，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任人欺凌，但那段充满硝烟的历史，我们铭记在心，永不敢忘！经历

百年大汛之后的永定河水一片安澜，800多年的卢沟桥岿然不动。微风穿越历史的沧桑轻拂耳畔，似在诉说：勿忘历史，吾辈自强！

游客现场聆听郑福来讲述“七七事变”那段苦难而不屈的历史。游客现场聆听郑福来讲述“七七事变”那段苦难而不屈的历史。赵智和 摄 赵智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