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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60多年的绿化造林， 北京市的
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600多万亩， 是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50倍， 创造了震惊世界的
北京造林速度！ 首都的林木覆盖率也
从1950年的1.3%增加到去年的59%； 北
京地区森林覆盖率则达到41.6%， 位居
世界特大城市前列。 在北京城区， 森
林公园已经达到30多个， 市民一走出
家门就能听到鸟语闻到花香， 正在逐
渐由梦想变成现实。 这其中饱含着一
代又一代首都园林绿化职工的心血与
汗水。 为了造林， 他们甘愿风餐露宿；
为了护林， 他们在荒郊野岭昼夜守候；
为了让首都人民都能享受到醉人的绿，
他们付出什么都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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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睦/文
彭程/摄

精心规划设计
让首都环境更宜人

到2015年底 ， 本市累计完成平原造林105万
亩， 植树5400多万株， 超额完成了规划任务。 平原

地区森林覆盖率由14.85%提高到25.6%， 增加了10.75个百分点， 显著提升了城市生态承载能力，
完善了首都生态空间布局。

近五年来， 全市新增城市绿地4850公顷， 建成了11个新城滨河森林公园以及158个城市休闲公
园和森林公园。 全市注册公园达到395个， 精品公园达到100个， 公园面积达到1.3万公顷， 基本形
成城市休闲-近郊郊野-新城滨河-远郊森林的圈层式公园布局。 建成市级健康绿道450公里， 小微绿
地102处； 完成居住区绿化188万平方米、 老旧小区绿化改造370处、 胡同街巷景观提升240处， 实
施屋顶绿化90.7万平米、 垂直绿化380公里， 不断提高了市民的幸福指数。

“北京园林绿化规划设计行业正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机遇， 但面对这老百姓及社会各界对生态
环境的新要求， 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如何与时俱
进， 是摆在所有首都园林绿化人面前的一大挑
战。” 今年刚刚31岁的程晋川， 毕业于北京林业
大学园林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与园林绿化规划设
计专业打交道的12年来， 他始终执着于园林绿化
规划设计的创新与管理。 目前担任规划发展处副
主任科员， 主要承担的协助处室领导进行公共绿
地设计方案审查、 组织各区县及小城镇绿地系统
规划编制、 协调规划部门落实全市城市绿线划定
有关工作等评。

艰苦协商在工作中是家常便饭

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每次规划都需要综合各职能部门意见。
为此， 程晋川练就了一身谈判的本领， 用他的话
说就是 “艰苦协商在工作中是家常便饭”。 在谈
判中他既要坚持原则， 又要灵活处理协商的具体
环境， 在反复沟通中实现城市绿地规划的最理想
效果。 程晋川记得， 为落实建设部 《城市绿线管
理办法》， 在北京实现绿线管理， 在处领导的指
导和帮助下， 他草拟了贯彻建设部 《城市绿线管
理办法》 的实施意见。 该 《意见》 经过了长达将
近一年的艰苦协商和会谈。 “园林绿化工作始终
需要得到各部门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很多
兄弟单位的领导原先对这项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并
不了解， 但通过反复沟通， 最终还是最大限度地
给予了配合。” 就这样， 2011年成功就城市绿线
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与市有关部门达成一致， 并
提请以市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出台了 《北京市政府
办公厅关于执行<城市绿线管理办法>有关工作
的通知》。 这标志我市城市绿线管理工作进入正
规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通知》 出台后， 他又协
助处领导协调规划部门， 开展规划绿地绿线划定
的具体工作。 截至目前， 本市城市中心区绿线施
化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同样的， 程晋川参与草拟的北京市建设工程
附属绿化用地面积比例计算规则， 经过与有关部
门艰苦协商， 反复磨合， 终于在2012年出台了
《北京市建设工程附属绿化用地面积比例计算规
则 （试行）》。 对长期困扰建设工程附属绿地面积
计算的一系列新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解答， 同时还
对旧城平房区改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补充， 使涉
及这些问题的规划管理工作得到加强。

程晋川还参与建立了代征绿地规划核验三方
现场交接的工作机制， 协助相关技术人员开发了
建设工程园林绿化技术服务系统， 实现了区县两
级联网。

率先推动海绵城市集雨型绿地建设

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进一步提高城市绿地

利用雨洪能力， 近年来， 程晋川代表市园林绿化
局多次组织行业内有关单位就该问题进行认真讨
论， 研究可操作性及可行性。 尤其是组织城市绿
地雨水利用技术专项研究， 形成 《北京市园林绿
地雨水控制利用工程设计指南》， 明确和规范了
城市绿地中雨洪利用相关技术及设施的术语名
称、 绿地雨水控制目标、 雨水设施的利用、 绿地
内植物材料的选择以及相关投资分析。 同时开展
了集雨型绿地规划建设地方标准的研究工作， 争
取形成地方标准， 指导集雨型绿地规划建设。

对于 “我们提出绿地内雨水雪水的控制利用
问题的时候， 国内还没有海绵城市的提法。” 谈
到形成 《北京市园林绿地雨水控制利用工程设计
指南》 的过程， 程晋川可谓记忆犹新。 不少兄弟
部门的领导认为很好解决， 只要把融化后的水排
到绿地里就行了。 但程晋川和他的同事们明白，
冬季北京的雪水由于混入了大量的融雪剂， 贸然
排入道边绿植， 不仅不会改善环境， 更会加快植
被的死亡。 但由于并不掌握具体数据， 协调一度
陷入僵局。 为此， 局主管副局长带领科研团队人
员， 亲自到全市多个路口采集样本， 连续实验1
年， 最终通过详实的数据， 为 《设计指南》 的出
台赢得了主动权。

此后， 为了掌握海绵城市集雨型绿地技术研
究， 程晋川还主动承担并参与多项规划发展处的
课题组织和协调工作。 如： 城市绿地地下空间开
发现状及相关问题研究、 城市绿地雨洪利用技术
研究、 公园规划设计中游人需求情况调查研究等
课题的研究， 从技术层面为北京当前的园林绿化
新情况提出了新的思路和办法。

规划论证需要着眼市民需求

对公共绿地规划设计方案进行论证， 尤其是
公共绿地的功能布局、 种植、 竖向等内容的合理
性进行论证 ， 是程晋川的一项主要工作 。 五年
来， 作为经办人的他， 共参与论证了约270余次
公共绿地设计方案。 从规划上， 对我市公共绿地
重要建设项目进行技术服务。

据程晋川介绍， 2016年是实施 “十三五” 规
划的开局之年 。 仅今年 ， 北京将新增城市绿地
400公顷， 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7.4万亩。 根据规
划， 今年北京将继续围绕非首都功能疏解， 着力
加大城区规划建绿。 其中， 将新建城市休闲公园
10处、 小微绿地40公顷， 完成市级健康绿道200
公里， 着力提高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将有效满足市民就近休闲娱乐等新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