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4 月 28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谢麒 美编：于妍 校对：肖园0204 倍增追赶 合作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杜倩）“瞧！这就是决明子！”谷雨时节，百余名师生
齐聚绿堤公园，共同栽种了一片“百草园”。在挥动铁锹将苦参、薄荷、
黄芪等中草药种子埋入土壤的过程中，学生们体验了一堂生动的自然
教育课程。宛平街道城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韩亚鑫表示：“这正是我们
所期望的——生态保护不再仅仅是口号，而是变成了可参与、可体验的
生活方式。”

此次春耕活动标志着丰台区博士林场项目的首次实施。未来，

楸树科研林、中医百草园、废弃物循环站、生物多样性监测点等项目
将陆续展开，3474亩隶属“永定河宛平河畔公园群”的林地将被赋予
新的使命。
“我们追求的不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要探索一条可复制、可持续

的发展道路。”韩亚鑫表示，一旦模式成熟，将把博士林场作为模板，在全
区推广“一园一高校、一林一产业”的发展模式，使每一片林地都成为生态
屏障、科研基地和富民载体。

编者按：在 2025 年“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丰台大会上，奇安信集团、京东集团、国联股份、北京林业大学发布多项与丰台区的合
作项目。其中，北京林业大学发布《丰台区博士林场建设方案》，助力丰台区建设城乡融合发展的生态宜居典范区。

丰台解码城市生态的绿色发展方程式
宛平博士林场实现从“政策输血”到“生态造血”转变

“过去，林地养护完全依赖政府拨款，
就像在‘等米下锅’。”韩亚鑫坦率地说，新
型林场的建立旨在打破这种“输血依赖”，
通过发展林下经济来激发自身的“造血功
能”。博士林场项目的实施是关键一步，它
利用高校的科研力量，推动生态价值与经
济价值的双向转化。

在博士林场的规划中，每一片土地都
被赋予了多重价值。此次在“百草园”种植
的 20块试验田，是北京林业大学侯智霞团
队的“生态经济实验场”。他们依据土壤pH
值、光照强度等数据，将地块划分为“阳生
区”“阴生区”和“沙土地专区”。种下的 20
多种中草药种子，既有可入药的苦参、板蓝
根，也有兼具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的蒲公
英、薄荷。未来，这里将发展成为“上林下
药”的复合生态场景：乔木层是楸树、榆树的
绿荫，灌木层是连翘、金银花的摇曳，地被层
则是药材与野菜的共生。

侯智霞指出，植物的选择必须同时满
足适生性、药用性和景观性三个标准。丹
参、黄芩等药材可以加工成草本茶饮，薄
荷、紫苏可用于研学课程的“嗅觉体验”，金
银花与连翘则构成了春季花廊。
“种植只是开始。”侯智霞团队成员展示

了一张产业链图谱：药材采摘可以开发亲子
体验项目，干燥加工后可以制成文创产品，
药渣可以发酵成有机肥反哺林地。据估算，
这种“林下经济+自然教育”的复合模式，每
亩年收益可达到传统绿地的3倍。

早在 3月中旬，中国林科院胡瑞阳团队就在向南
三公里的楸树科研林开展了研究。300株挂有编号
的树苗中，“华楸 1号”新品种嫁接后两个月即可开
花，且花期横跨 6月至 8月，其木材密度比普通楸树
高出 15%，未来可用于高端家具和生态修复工程。在
胡瑞阳的规划中，这片 70亩的试验林既是碳汇储备
库，也是种苗经济的孵化器——一旦技术成熟，优质
种苗的推广可形成千万级的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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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林场的实践展现了丰台区在城市
生态治理深层问题上的探索。作为首都的
核心区域，丰台区拥有 3474亩的林地资源，
却长期面临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割裂：
政府每年需要投入数百万的养护经费，而
林下空间大多闲置，枯枝落叶堆积如山。

如何让枯木逢春？北京林业大学李素
艳团队提出的园林废弃物“零废弃革命”提
供了解决方案。引入移动式粉碎设备，将
枯枝落叶加工成三种形态：直径 5厘米以上
的枝条用于搭建昆虫旅馆，促进生物多样
性；2—5厘米的颗粒可压制为园艺覆盖物，
铺设于步道保湿抑草；粉末状碎屑通过添
加微生物菌剂，发酵为富含腐殖质的有机
肥，实现“林地废弃物全量还田”。

韩亚鑫算了一笔环保经济账，“以前挖
坑埋掉既占地方又污染土壤，现在‘一粉二

用’，一吨废料能创造几百元价值。”
博士林场不仅实现了生态与经济的

“双丰收”，更成为推动城乡融合的支点。
宛平街道计划联合高校设立“林农培训基
地”，为本地耕农提供林木管护、药材种植
等培训。首批 20名耕农已完成培训，转为
“林下经济专员”，负责“百草园”管护和研
学辅助。项目成熟后，预计可带动 50—80
名农民就业，人均年增收 3万元以上。

此外，林场依托“百草园”与科研林，对
接“乐学公园”项目，开发“森林课堂”“本草
工坊”等研学产品，年接待能力达10万人次，
形成“教育+消费”闭环；以“百草园”药材为
原料，研发文创产品与草本护肤品，打造“宛
平林品”品牌，打通“种植—加工—销售”产
业链。“我们要在这片林地上，将生态价值转
化为发展产值。”韩亚鑫说。

废弃物循环利用 拓展富民路径

借助永定河绿道工程，博士林场正与
周边 4个公园形成联动发展：“百草园”的草
药可供应北天堂郊野公园的“森林咖啡
馆”，绿堤公园的研学游可通过绿道骑行至
晓月郊野公园的观鸟台。未来，一条全长
12公里的“生态经济环线”将串联起科普、
休闲、消费等多元场景，预计年吸引游客量
超 50万人次。

这种空间重构的背后，是更深层的制
度创新。丰台区首创“四个一”模式（一个
林场+一个博士团队+一个科技创新站+一
个生态实践基地），通过“双负责人制”打通
校地合作壁垒。目前，已有 12名博士入驻
宛平林场，涉及中草药种植、废弃物循环、

生物多样性监测等领域。安有丰团队的
“迷你森林”项目，通过在绿堤公园营造草
地螺旋花园、设置红外相机网络，已监测到
38种鸟类、12种哺乳动物，这些数据将成为
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依据。
“博士林场的终极目标不是单个项目

成功，而是形成可复制的‘生态经济操作系
统’。”区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丰台区正规
划五大特色林场：宛平聚焦城市森林样板，
北宫打造林下经济示范区，花乡专攻名花
种植，王佐发展森林康养，南苑湿地主攻生
物多样性保护。各林场通过差异化定位与
资源共享，破解超大城市“生态保护与经济
发展”的二元难题。

从单点到全域 延伸生态经济版图

仅用一年时间，绿堤公园
便从传统绿地转变为“生态实
验室”：林科院楸树良种繁育、
中医药大学林下药材种植等项
目陆续启动，同时推进废弃物
循环研究、教育研学、林农转岗
培训等项目。这场变革，始于 1
亩试验田，通过科技重塑人与
自然的关系，实现了生态、经
济、教育的多重收益。
“当博士论文在林间撰写，

当农民因绿叶而增收，当孩子
们通过研学理解生态，这便是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最美路径。”韩亚鑫的感慨，揭
示了超大城市生态治理的核心
逻辑——摒弃征服自然的理
念，聆听土地的智慧，以创新突
破边界，以协同凝聚力量，让每
一寸绿色都充满活力。丰台的
实践证明：生态与经济的共赢，
绝非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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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杜
岩：区法院将紧紧抓住“营造环境、塑强
功能”这个战略发力点和关键突破口，
以丰台法务区建设为抓手，全面优化市
场发展法治环境。紧紧围绕“公正与效
率”工作主题，践行“如我在诉”，做实

“定分止争”，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
用，以“长辛先锋”区域党建品牌统领，
打造“丰法担事先锋”党建品牌，积极打
造“市场版”“爱老护老”等枫桥式人民
法庭，深入做好矛盾纠纷预防和实质化
解工作，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
的新期待，厚植服务“倍增追赶、合作发
展”的群众基础，为谱写新时代首都发
展丰台篇章贡献丰法力量。

丰台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
察长刘泽锋：“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丰
台大会从 2023 年至今已连续召开三
年，越来越多的发展伙伴进入了丰台
的“朋友圈”，让人倍感振奋。近年来，
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区检察院坚持
协同履职，持续深化“倍增计划”“伙伴
计划”，与区市场监管局、区政数局、区
工商联等多家单位构建“检察+”联动
协作机制，举办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
展推进会，合力为区域发展注入新动
能。办理的破解某品牌游戏机技术保
护措施案、全国首例侵犯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形象著作权案、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汽车配件案先后入选市级“检
察机关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检察
机关护航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办案要
旨”“知识产权领域优化营商环境典型
案例”，持续以法治力量护航区域高质
量发展，携手推动丰台区“五城”建设。

丰台区审计局党组书记高松：丰台召开
2025 年“倍增追赶合作发展”大会，京城的明媚
春日正焕发勃勃生机，与丰台发展的奋进雄心
交相辉映，令人精神振奋、干劲十足。深刻感受
到，这次大会既是动员令，也是方法论。审计局
作为党和政府重要经济监督部门，将全力保障
各项改革发展举措落地见效，推动审计工作与
丰台发展同频共振、同向而行，以高质量审计监
督为丰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孙
晖：本次大会，我们见证了“倍增计划”和“发展伙
伴计划”实施三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刻领会
了区委区政府全力打造丰台成为首都高质量发
展新引擎的坚定决心。丰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责办理的全市首个质量融资增项产品也在大
会上成功发布，首批即为24家企业融资增信1.2
亿元，为我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以“长辛先锋”为引领，激励
全体干部担当作为。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
业发展为中心，进一步提升市场准入服务质效，
深入推进一体化综合监管，加强产业分析，促进
重点行业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以坚持创新驱
动、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为支撑，不断提升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规模，纵深推进质量赋能和
标准引领工作，不断增强广告业发展内生动力。
以顶格的标准、满格的状态，全力推动丰台区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取得更大成就。

丰台区园林绿化局局长孔媛媛：我们将深
入贯彻大会精神，以首都花园城市建设为统
领，让科技成果充分赋能绿色发展，依托“博士
林场”构建“科研项目+实践基地+人才培养”
闭环机制，积极培育本土技术骨干。充分发挥
花卉产业资源禀赋优势，深化“总部+基地”产
业发展模式，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花卉产业
新高地，为加快构建“首都绿色客厅、城南锦秀
花城”贡献园林力量。

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街工委主任吴
婧：今年大会聚焦“生态·共赢”前沿方向，释放
的战略机遇与新村街道的发展定位高度契合。
街道将紧扣大会“智能医工”“站前绿谷新城”
等核心部署，强化产业动能、加快城中村改造、
夯实治理根基，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
度”，为丰台“倍增追赶”贡献新村力量。

六里桥街道办事处主任王润泽：此次大会
以“生态·共赢”为主题，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六里桥街道将借助大会东风，进一步整合资
源，强化与各方伙伴合作，持续推进城市更新，
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更精准服务，为企业排忧解难；积极融入区域
发展大局，为丰台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携
手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东高地街道党工委书记杨伟竹：街道将坚
决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街区
全域更新“1+2+N”的工作格局，以满足居民
诉求、织补城市功能、带动经济发展为目标，实
现街区控规、城市更新项目库、民生项目池的

“叠图对表”。用好东高地街道—航天一院“美
丽家园、幸福高地”双建设领导小组平台，合力
加快推动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楼改建，加强养
老、教育、医疗、文体等领域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建设，推动航天资源“软硬实力”协调发展。建
强用好商业航天新兴产业空间，积极探索建立

“航天会客厅”，打造航天文化宣传新阵地，促
进航天航空优质资源在丰台集聚、辐射，为丰
台高质量发展贡献东高地力量。  

聚
力
﹃
倍
增
追
赶
﹄ 

共
绘
高
质
量
发
展
新
篇

社会各界热议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