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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天白云间，一座“山丘”平地崛起。

2020年2月10日，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

动区复工，启动施工的是先行启动区中的A、B地

块和南苑公园改造提升工程，共1308亩。B地块占

地370亩，主体是两座土山，主要是多年前建筑垃

圾及周边工地土方堆积而成，在建设过程中经过

强夯等施工工艺，形成36米高的南苑森林湿地公

园东土山和12米高的南土山，山上修建登山步道

和观景台。登上36米高的“主峰”远眺，视野开阔，

各大地标建筑一览无余。

B地块绿化面积达到19 . 8万平方米，共栽

植了乔木7000多棵、灌木20万株、地被栽植20

万平方米，还种植了白蜡、楸树、元宝枫、银杏、

榆叶梅、海棠等植物，山坡上是成片的黄栌和

山桃，形成四季景色差异。为了保护生物多样

性，还增加了桑树等食源性植物的比重，并在

水系中建设不架桥的“无人岛”，形成天然的湿

地生态。

2021年，先行启动区森林湿地片区（D地块）

开工建设，通过因地理水、林窗置坪，打造古韵新

景，再现南囿秋风。南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了空地和林地更新，昔日的村

庄拆迁、建筑垃圾堆筑的渣土山，恢复了溪流浅

滩、草甸林地景观。

2023年3月，公园先行启动区森林湿地片区

（D地块）建成开园；2023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先行启动区城市森林片区（C地块）及槐房片区对

外开放。

随着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建设，周边地区

还陆续增添了10余处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包括

三营门公园、久敬庄公园等，整体开放面积达到

3510亩，为周边居民提供了绿色休闲空间。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建设带来的区域生态

效应体现在防风、固沙、保持水位、吸附粉尘、吸

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隔离削减噪音等诸多方

面，城南“绿肺”规模初具、效果初显。

“造山”、添绿  城南“绿肺”规模初具 森林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建设坚持“尊史理水”，

构建蓝绿交织的生态底色，恢复历史水系，构建

“一河、十湖（泡）、两溪、一淀”的水域形态，再现

历史上南苑地区“潴滞成泽”的湿地特征和“南

囿秋风”历史风貌。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先行启动区A地块建设

面积为800亩，建成后将恢复南苑大泡子水面，形

成“陂塘雁影”和“平湖澹荡”两处共近500亩的

湿地景观。建成后将把槐房再生水厂水源引入公

园，再流入小龙河，形成互通的流动水系。

“泡子”一般指比池塘大但又比湖泊小的

水面。说起南苑“大泡子”，很多老人非常熟悉，

其所在地就是如今的南苑和义公园。据设计单

位考证，根据地名志记载，公园所在位置过去是

一处苇塘泡子，是一个完整湖面，泡子南侧至

少有三分之一是苇塘。上世纪70年代，泡子被

分割为规则的鱼塘，直至本世纪初仍基本保留

鱼塘形态。根据卫星数据统计，2001年水域面

积约为26公顷，后来随着北京地下水位下降，

到2017年左右水域面积仅剩约2 . 5公顷。南苑

“大泡子”渐渐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留存在人

们的记忆里。

“以前大泡子大着呢！过去还曾是种稻子的

稻田。”附近一位上岁数的老居民回忆说，“听闻

这里将重现水景生态，大伙儿都盼着公园能早一

天建成。”

坚持“尊史理水” 恢复历史水系湿地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构建以皇家苑囿文化为核

心，融合铁路、航天航空等多种近现代文化元素，形

成一主多支的文化展示体系。通过意向性恢复南苑

历史印记，延续古都“北山南水、北文南武”的空间

格局特征，再现“南囿秋风”的历史景观风貌。结合

南苑历史上大红门御道、古苑墙、三台子、潘家庙角

门等的空间位置，合理利用文化元素符号，恢复“御

道双台、一墙一门”的历史文化印记，凸显南苑整体

文化氛围。将加强南苑历史功能活动研究，提取代

表性历史要素，通过特色活动植入、景观小品陈列

等方式，形成苑台畅观、农颐广稼、万木留香等10处

古今时空对话的文化体验场景。

根据规划，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还将建设历史

博览、文化展示、科普教育三类特色文化博览馆，

通过数据平台搭建、历史文化戏剧演绎、科普教育

活动策划等多种展示方式，增强互动体验感知，讲

好南苑地区历史文化故事。

到2025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初见成效，生

态环境得以改善，生态功能初步显现，重要公共服

务设施基本建成，城绿空间框架初步形成。到2035

年，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将基本建成，生态环境良好，

生物丰富多样，文化展示功能板块取得突破，公共服

务设施齐备，建设运营良好，形成绿色生态、活力宜

居的高品质公园化地区。到2050年，南苑森林湿地

公园将全部建成，生态环境优越、生态效益显著，

文化展示功能区全部建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生态文化展示重要承载区。

曾经交通混乱拥堵、卫生环境杂乱的南苑地区

变身形成“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的城市空间，丰台

区疏解非首都功能，释放高质量发展空间的故事仍

在继续。丰台区将深化疏解整治促提升，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和谐宜居的首都中心城区作出

新的贡献。

再现“南囿秋风”历史风貌人文

时间回溯至5年前。

2018年，这里聚集着村镇工厂、批发市场、

物流仓储，环境脏乱差，安全隐患重重，周边的

居民群众怨声连连。这一年开始，丰台区紧紧扭

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深入贯彻落

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以创建

国家森林城市为目标，依托新一轮百万亩造林任

务，特别提出了“一轴一廊一屏障，百路百园百社

区”的森林城市建设空间布局，在中轴两侧充分

利用疏解腾退空间，整合沿线成规模的公园绿

地，在关键节点建设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2018年5月，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的规划建设

工作启动。

南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南苑森林湿地

公园位于北京南中轴与一道绿隔城市公园环的

交汇处，北起南四环，南至警备西路，西起京开高

速，东至德贤路，东西长7.2公里，南北长3.4公里，

规划面积17.5平方公里（26250亩），其中丰台区

15.6平方公里（23400亩），规划生态用地规模不

低于936.72公顷、生态空间占比不低于60%。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规划定位为“首都南部结

构性生态绿肺，享誉世界的千年历史名苑”，在规

划之初，公园着力提升服务效能。以构建“一轴两

带、两核六区”（一轴：生态文化未来发展轴；两核：

湿地生态保育核、森林生态保育核；两带：大红门

御道历史文化带、小龙河自然生态带；六区：湿地

生态片区、森林生态片区、文化交流片区、国家文

化展示功能片区、城市休闲服务片区、城市生活服

务片区）的空间整体结构为目标，统筹协调城绿关

系，以中轴为统领，以蓝绿生态空间为基底，组团式

布局城市功能，促进城园融合，结合文化功能植入，

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完善市政交通基础设施。

同时，还规划布局了泡子湿地、海子森林、槐新森

林、一亩古泉、高台望迥、槐房清源、御道文苑、飞放

森林等八大特色景区，提供湿地游览、森林运动、

科普教育等多元功能，最大限度满足游人需求，布

局健康绿道。通过一系列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成后

的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可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全

龄友好的活动场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充分发挥地区生态服务价值，

同时全面提升地区环境品质，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脏乱差”到“清净美”变迁

南苑森林湿地公园

城南绿肺初长成 数 据 说

初秋时节，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绿树成荫，居民行走其间。 初秋时节，南苑森林湿地公园绿树成荫，居民行走其间。 原梓峰 摄原梓峰 摄

●  南森 规 划面 积1 7 . 5 平方公里

（26250亩），其中丰台区15.6
平方公里（23400亩） 

●  规 划 生 态 用 地 规 模 不 低 于

936.72公顷、生态空间占比不低

于60%

● 人造形成36米高的东土山和12
米高的南土山

● 周边地区陆续增添了10余处

口袋公园和小微绿地

● 整体开放面积达到3510亩

● 到2025年，南苑森林湿地

公园将初见成效

● 到2035 年，南苑森林湿

地公园将基本建成

● 到2050年，南苑森林湿地

公园将全部建成，成为首都中心

城区最大的绿色开放空间

（上接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