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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实习记者 张馨予）远山

如黛，近水含烟。湖面波光粼粼，两岸郁郁葱葱，

时而有机警的燕鸥掠过水面，时而有胆大的鱼儿跃

出水面，远处的高架桥上不时有高铁优雅地游过，

突然，有几只水鸟从镜头前溜走……这里 就是位

于 永 定 河丰台段 的 园 博 湖，鸟 类 迁 徙 的 中 转 驿

站，被誉为“候鸟天堂”。园博湖全长4.2公里，湖

区总占地面积246万平方米，其中设计水面面积

115万平方米，湖面最宽处450米，目前蓄水量约

1600万方。

园博 湖西南方向，塔吊林立，那里是园博数

字经济产业园首期先导项目创新中心。2022年10

月，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首期先导项目创新中心

正式实现开工建设，打造数字驱动的未来产业社

区。记者沿湖而行，湖边间隔一段距离就会有公园

路标指示牌、“水深危险，请勿靠近”指示牌以及

救生用品存放柜，会让游客明确了解自己所处位

置。岸边有几名工人正在修剪杂草，随着机器的轰

鸣传来青草的清香。园博湖岸边有一块奇石，造型

呈现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吉祥的“吉”字，记者不禁

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据了解，园博湖于2011年

10月开工建设，2013年5月竣工验收，与园博会同

时向游人开放，工程总投资5.35亿元，湖区水质为

三类水标准。北京国际铁人三项赛的游泳路线曾

经就在园博湖水域。

与园博湖一路之隔的就是园博园湿地，这里

的芦苇茂盛，足有一人多高。顺着蜿蜒崎岖的亲水

步道可以在芦苇荡中穿行，眼前是摇曳的芦苇，耳

边是悦耳的鸟叫，岸边垂柳依依、蛙声一片。突然，

一只白鹭飞起，虽然有点惊慌，但是看起来还是那

么优雅从容。“站在高处四下望，满眼的绿色，非

常治愈，是不错的打卡地。”游园市民徐女士开心

地说。

园博园湿地长1270米，宽315米，总占地面积

将近40万平方米，湿地建设前旧址为砂石、垃圾回

填坑，以再生水净化为核心功能，采用复合垂直流

为主要工艺的复合型人工湿地技术，是目前亚洲最

大的功能性潜流型人工湿地。园博园湿地处理能

力8万立方米/日，进水为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的近四

类再生水，出水水质为三类地表水（总氮除外），并

为永定河进行补水。2014年底该工程被水利部评

为中国水利优质工程大禹奖。

园博湖蓄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
本报讯（通讯员 吴竟来）近日，区发改委与区政

府办共同组织党员干部20余人前往顺义区中德产业

园实地调研学习。据了解，产业园作为首个以经济技

术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对德园区，目前已集聚90家德

企，预计年产值规模达300亿元人民币，已初步形成

德企集聚发展良好态势。

在产业园运营负责人带领下，党员干部首先来到

博世工业4.0创新中心。展厅里博世柔性产线，展示了

在无线充电、5G、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赋能下，机

械臂从物料架取货、AGV小车自动运输、多组生产模

块几乎同时自行移动组成生产不同产品的柔性产线，

为党员干部们呈现了一幅未来工厂场景。随后，在莱

茵科斯特工业自动化技术研发中心，干部们参观了企

业自主研发的“既可以达到工业级设计标准和生产强

度，又可以在教学环境中模拟智能制造生产环节”的

教学产线。通过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交互系统，把课

堂开在了千里之外的智能制造车间。

走访中德产业园 
研学未来产业趋势 

本报讯（通讯员 任婉莹）6月15日，丰台区2023

年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活动成功举办。

活动现场共有300余名居民参加，各单位结合

工作职责，设立独具特色的宣传展位，以法律政策解

读、典型案例剖析、投资风险教育等方式，向社会公

众宣传非法集资的违法性、危害性及其表现形式等。

与此同时，区金融办联合太平桥街道也在线上举办了

有奖知识问答活动，活动一经上线就有500余名居民

积极参与。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期间，区打非办各成员单位

将围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聚焦养老、

解债等重点领域，大力宣传《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

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同时，重点针对打着科技

创新、绿色转型、“一带一路”、乡村振兴等“落实政

策”旗号，利用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

跨境证券交易”等新概念的新型非法集资，强化警示

提示，多层面深入开展宣传活动。

点靓凉水河乃城市所需、民之所盼
本报讯（记者 赵智和 实习记者 张馨予） 在接到

市民群众反映凉水河问题的热线电话后，记者第一时

间前往凉水河，从丰台段的起点丽泽金融商务区段沿

河而行，一直走到丰台段的下游石榴庄段，大概11公

里，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一路拍、一路记，这其

中，既有风景，也有问题。

史料记载，凉水河始建于隋代，有着1400多年的

历史积淀，是古都格局重要的组成部分。凉水河作为

中心城区四大主干排水河道中最长、最宽、流域面积

最大的河道，承担了“西蓄东排南分洪”的排水分洪

重任。近年来，市区先后对凉水河进行了不同程度的

修复和治理，亦庄开发区段已建成国家级河道示范

段，实现了安全行洪、水清岸绿、融入自然、科技智慧

四大定位。凉水河丰台段完成了干流清淤除臭、水下

生态工程、干流污水截流等生态治理。

随着城市发展理念更新，人们对滨水活动需求愈

加强烈。相关数据显示，凉水河作为承载公共活动的

蓝绿空间，已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仅丰台段节假日

高峰小时客流量就高达3万余人。记者在探访过程中，

看到了凉水河的美丽灵动，看到了水生植物的茂盛曼

妙，看到了鱼儿鸟儿的悠闲惬意，看到了市民群众在两

岸的慢生活，也看到了被水淹没的亲水步道、跨河汀

步，看到了水面漂浮的矿泉水瓶子、鞋子、塑料袋，看

到了岸边厚厚的杨絮，更看到了市民群众对凉水河的

种种期待。

水是生命之源，是城市的灵魂。丰台区“点靓凉

水河”专项行动将会解决治水所需、城市所需和民

之所盼，未来的凉水河必将成为景观带、文化带、休

闲带、产业带，引领首都南部地区高质量城市更 新

和高质量发展，实施后将惠及沿河两岸40万首都市

民群众。

凉水河作为北京市的一条重要河流，承载着丰富

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对于城市的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凉水河丰台段全长11公里，分为四段：

丽泽段、右安门、西罗园-大红门段和石榴庄段，为了

方便记忆和介绍，记者根据每段独特的地理、生态和

人文特点，暂时给她们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丽泽之水—丽泽段

丽泽段是凉水河丰台段的起点，紧邻丽泽金融商

务区，那就暂且称之为丽泽之水，未来将打造成“金融

商务区段”。丽泽段全长2.5公里，自西向东流淌，两岸

风光秀美、水草丰茂，自东向西眺望，绿树掩映之中的

丽泽SOHO更加雄伟挺拔。记者看到碧绿柔软的水草

在清澈的水中随波荡漾、婆娑起舞，像是一片绿色的

宝藏，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丽泽段沿岸的河堤

绿树成荫，树木、草坪郁郁葱葱，散发出勃勃生机，河

水清澈，水中植被茂盛。个别地方有垂钓者在河边垂

钓，清澈的水面上倒映着高楼林立、天空湛蓝、林木青

葱，远近景致相得益彰，宛如神笔在水中泼墨成画。

记者在行走过程中发现水底有一辆橘黄色的自行

车若隐若现，应该是共享单车，也许是大风把它吹到

了河底，记者试着够了几下也够不着，只好放弃打捞行

动。再往东走，有几十平方米的区域铺满了一层杨絮和

树叶。记者观察到，杨絮是从岸边几棵杨树上飘落的，

踩上去沾满鞋底。记者还发现，因为河水上涨，原本

的跨河汀步已经不能正常通过，亲水步道还需要建设

完善。河两岸每隔一段距离就会看到一个排水口，黑

洞洞的，有些突兀、可怕，如果像“箱体三化”工作那

样进行美化一下也许更好。从水中的共享单车、岸上的

杨絮和淹没的跨河汀步等情景来看，确实需要尽快启

动“点靓凉水河”专项行动。

涌动之镜—右安门段

右安门段位于凉水河丰台段的中部，河道宽阔，

水流平缓，犹如涌动的一面镜子，北岸就是北京考古

金中都水关遗址馆，未来将打造成“活力社区区段”。

记者沿着石阶下到亲水栈道，这段显然比丽泽段的行

走体验感更加舒适，河道边设置了河道维护作业平

台，写着“严禁非作业人员停留”。在平台不远处，设

置了温馨提示的标牌，标牌上面注明了“禁止聚集、戏

水、垂钓、捕鱼，禁止野外用火，禁止露天烧烤”。虽然

有“禁止垂钓、捕鱼”的标牌，但是，记者看到两岸还

有很多的垂钓者，凉水河到底能不能垂钓，应该有个

明确的说法。区水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水源地

和公园内的湖泊不能垂钓，凉水河可以垂钓，设置提

示牌，是为了提醒垂钓者注意安全。

记者发现，河岸的绿化不够完善，缺乏景观设计

和功能性设施。因为水面上涨，跨河汀步淹没在水里，

不能正常通过，有的亲水步道也被水淹没。遛弯的居

民群众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我就在河边长大，见证

了凉水河的变化。”“我们爱凉水河，凉水河是我们生

活的一部分，盼着凉水河越来越美。”“盼着‘点靓凉

水河’行动快点启动。”记者感觉到，应该加强河岸景

观提升，研究水大水小时亲水步道和跨河汀步的改善

方案，根据城市需求和居民需求将右安门段打造成为

人们家门口的城市休闲新地段。

蓬勃之源—西罗园-大红门段

西罗园-大红门段是凉水河丰台段的重要组成部

分，紧邻南中轴，岸上就是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未

来将打造成“文化博览区段”。大红门段如同生机勃勃、

活力四射的南中轴，所以暂且把这一段称之为“蓬勃之

源”。记者现场看到，大红门段的河道宽阔、水流平稳，

两岸有绿化带和休闲空间。河面上是郁郁葱葱的鸢尾

草和芦苇，有一人多高，茂密处看不到对岸的景色。一只

戴胜鸟在河北岸的草丛里觅食，蹦蹦跳跳地时而钻入草

丛，时而冲到河边。记者发现，这段的游人明显增多，男

女老少都有，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或遛弯散步或打卡拍照

或悠闲地放着风筝，行人成为凉水河的风景，五颜六色的

风筝镶嵌在瓦蓝的天空，犹如留白超大的巨幅画卷。

记者看到，两岸没有用来休息的座椅和观景平台。

记者还发现，在临水的地方分布着一些四方的经过硬

化的区域，似乎是给岸边垂钓爱好者准备的，但是还有

个别垂钓者拎着鱼竿直接走进河中央垂钓，很不安全，

另外还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在浅水区戏水。两岸缺乏

景观和文化元素，水域的生态系统有待改善。在改造过

程中，是否应该对河岸垂钓点位进行规划设计或改造

升级？同时，应该增加沿岸座椅以及纳凉休闲的凉亭，

更要注重河岸文化建设，增加文明指示牌，引导大众去

参加河道治理、融入凉水河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自然之光—石榴庄段

石榴庄段（水上森林）是凉水河丰台段最后一部

分，以其自然风光和丰富的生态资源而闻名，我们就

称之为自然之光吧，未来将打造成“生态休闲区段”。

记者进入石榴庄段之后，听得蛙鸣声声、鸟儿欢唱，

时不时还看到野鸭在水面游弋。记者看到河水清澈、

水面宽阔，河上有工人正在驾着小船清理河道，水里

有茂密的鸢尾草及梭鱼草和丰富的野生水植物，岸边

还传来悠扬的笛声。

记者发现，水生植物又高又密，行人无法观赏河面

风景，削弱了水岸景观的观赏性，顺着河水漂流的还有

一些塑料袋以及球鞋，亲水栈道上还有狗狗的粪便，有

的地段亲水步道已经被水淹没。“步道淹了，在河边溜

达不方便也不安全，应该有点措施。”“有些人就是不自

觉，你看狗狗的大便也不收拾。”“如果再设置几个座

椅就好了。”在岸边遛弯的群众说。在此，呼吁市民朋友

们，文明养犬、文明遛犬，共同爱护我们的凉水河。

凉水河承担着排水分洪重任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2004年，凉水河干

流综合整治河道19.313km，新建了万泉寺和洋桥橡胶

坝、自动化系统，改扩建了大红门闸，修复了巡河路工

程等。通过修建生态护坡，增加河滩面积，构建河岸

水边植物群落，恢复了生物的多样性。

大红门闸建成于1958年，为3孔。2006年改建为

6孔，是中型水闸，主要功能为排洪及调蓄水位。大红

门闸防洪标准为50年一遇洪水设计，百年一遇洪水校

核。2012年“7·21”特大暴雨，大红门闸人工观测降雨

量208.5mm，最大流量513m3/s，累计下泄水量1048万

m3。2016年“7·20”特大暴雨，降雨量298.8mm，最大

流量513m3/s，累计下泄水量2229万m3。

万泉寺橡胶坝建成于2004年，坝长18.2m，主

要功能为维持景观水位。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洪水

设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设计水位39.81m，设计流

量151m3/s；校核水位40.46m，校核流量175m3/s。

2012年“7·21”特大暴雨，最高水位达到40.71m，超

过40.47m的50年校核水位0.24m。2016年“7·20”

特大暴雨，最高水位达到41.93m，超过50年校核水位

0.46m。洪水位超过20年设计水位线约14小时，超50

年校核水位线约11小时。

洋桥橡胶坝建成于2004年，坝长28.8m，主要

功能为维持景观水位。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洪水设

计，50年一遇洪水校核，设计水位37.83m，设计流

量329m3/s；校核水位38.06m，校核流量463m3/s。

2012年“7·21”特大暴雨，最高水位达到38.16m，超

38.06m的50年校核水位0.10m。2016年“7·20”特

大暴雨，最高水位达到37.95m，水深3.57m。洪水位

超过20年设计水位线约1小时，未超50年校核水位。

凉水河既承担着排水分洪重任，同时也为市民群

众提供了滨水空间。“点靓凉水河”行动是推进生态

宜居与城市更新融合、展现城市格局与时代建设和彰

显人居活力的重要举措，对于北京市城市滨水空间更

新意义重大。凉水河是首都的，更是我们大家的，需

要我们每个人行动起来，文明休闲、文明垂钓、文明游

河，共同呵护凉水河，为“点靓凉水河”增砖添瓦。
工人清理河道。工人清理河道。

共享单车沉没在河中。共享单车沉没在河中。

旧鞋被扔在河里。旧鞋被扔在河里。

亲水步道被淹没。亲水步道被淹没。

防范非法集资
守住钱袋子

编者按：近日，丰台区“点靓凉水河”行动获得了市民群众的关注和认可，也有市民群众拨打热线电话反映，凉水河存在亲水步道被水淹、居民往河里乱扔杂物等问题，于是记者前往凉水河实地探访，沿

途记录了凉水河的风景、现状和居民群众的诉求。探访结束后，记者深深感受到，“点靓凉水河”行动乃城市所需、民之所需，势在必行，既是推进生态宜居与城市更新融合，也是满足市民群众滨水活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