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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用科技创新为北京添“彩”增“色”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王浩

眼下， 正是春季植树造林的好时
候， 位于大兴区的黄垡苗圃， 担任着
为大北京彩色树种培育的任务 。 这
不， 又有成千上万颗彩色树种的幼苗
陆续出圃为北京的园林绿化增添新
彩。 这里带您认识认识苗圃的带头
人———王浩， 一个想方设法用科技打
造 “多彩世界” 的园林人。

黄垡苗圃基地听上去是以地名命
名的苗圃基地。 其实， 它是北京市园
林局直属且是北京面积最大的苗圃基
地。 如今， 它又被冠上了任务性的名
字———国家彩叶树种良种基地， 全国
131家中， 北京的唯一一家。 2014年
12月， 在北京西山林场干了20年的王
浩走出林场 ， 担起了繁育彩叶树种
的任务。

初见王浩， 黝黑的肤色、 花白的
发色， 给人印象最深。 如果不是在办
公室， 他更像一个扎进林地的育苗工
人。 很难想象他是一名高级工程师，
黄垡苗圃的 “一把手”。 “你来的正
是时候 ， 明天我就得出差了 ， 去外
地引树种去。” 王浩见到记者说。

在苗圃， 引进新品种是一项非常
关键的工作， 王浩每次都亲力亲为。
“这次回来后，我们的彩叶树种能达到
150种，这意味着北京市民将能欣赏到
150种的彩色树木。 ”王浩介绍，目前，
基地里共有132种彩叶树培育得非常
成功， 通过这几年的造林、 绿化， 在
市属各大公园、 新建的郊野公园、 湿
地公园， 一共有132个种彩叶树为北
京增彩， 而这其中有很多都是从国内
外引进， 通过改良培育出来的， 现在
已经适应了北京的气候、 地质。

“苗圃和林场可不一样。” 王浩
说， 这个基地的任务非常艰巨， 甚至
带有使命性。 要做好彩色树种种质资
源收集与保存、开展引种驯化、评价与
筛选研究。既然是彩色树种良种基地，
就要在“彩”上下功夫。 “重点造林地
块都设计了彩色景观，目的是让北京
的四季更加多彩斑斓。 ”为了这个大
目标，王浩提出，力争将黄垡苗圃建成
“种类多，适应性强，观赏效果好”的彩
色植物园，每年增加10至20个新品种。

干劲十足的王浩 ， 说到做到 ！
2014年年底来到工作岗位的他， 把全
部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 积极为成
功找办法。 一年半的时间， 黄垡苗圃
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王主任来的一
年多， 是黄垡苗圃成立以来， 项目最

多的一年，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现在员工跟着王主任干劲特别足 。”
苗圃副主任张恒月告诉记者。

这一年多来， 王浩想方设法吸收
国内外先进的观念和经验， 开展节约
型园林绿化建设的科研与推广工作。
现在，全圃内用了微喷节水灌溉，并结
合多种地膜覆盖， 开展防草与节水试
验，取得了良好试验效果。 “单从节水
这一项，我们现在节水达到了70%。 ”
张恒月介绍。

在办公室， 王浩上岗以后首先解
决了烧锅炉还不暖和的采暖问题。 刚
刚过去的冬天，高效、环保的地源热泵
让职工和温室里的小树苗暖暖地度过
了寒冬。 在林地， 各处都能见到废弃
物循环再利用，通过土壤改良、防草、
节水与园林自然景观的综合利用；普
及生物防治技术、以释放天敌、安装太
阳能杀虫灯等， 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
环境。 短短的一年时间， 黄垡苗圃已
经成为一个绿色环保的苗圃基地。

“科技就是生产力。” 这句话在
现代化的 “苗圃工厂” 同样时兴， 王
浩一直遵循要依托前沿科技创新成果
指导生产工作。 一年多来， 他带领班
子不断进行考察和学习， 邀请各大院
校专家， 搭建技术合作平台。

正是由于注重技术创新， 仅一年
的时间， 王浩带领的团队就完成了新
品种玉簪、 萱草组培、 金叶复叶槭、
金叶白蜡、 紫叶稠李等彩叶良种的高
电压磁场技术扦插科研攻关， 与北京
林业大学合作， 获得元宝枫专利扦插
配方， 成活率达到90%以上， 制定繁
育技术规程， 进行工厂化育苗， 加速
彩叶良种推广进程。

眼下， 千余颗紫霞黄栌的幼苗正
在组培实验室的试验瓶中生长， 看到
这些幼苗长势喜人， 王浩的脸上透出
无比的成就感。 通过大量实验， 利用
扦插技术不能成活的紫霞黄栌， 通过
“克隆” 技术实现了大规模繁育， 年
产量可达上万株。

“克隆树种”？没错，在黄垡苗圃，
不但能“克隆”草本植物，木本植物也
实现了“克隆”。 王浩介绍，基地专门
成立了植物快速繁育实验中心， 利用
组织培养技术进行无性繁育， 为常规
繁殖难成活树种提供了新的繁育途
径。“很多彩叶树种利用扦插等技术很
难成活，而通过组培繁育试验，就可以
实现工厂化育苗。”

甘当“生态文明”的“守护神”
□本报记者 阎义

孔令水

天 要 蓝 、 地 要 绿 、 水 要 净 ，
“美丽北京” 离不开 “生态文明” 的
“守护神”。 这个 “守护神” 就是北
京市园林绿化局执法监察大队。 绿
地面积增加了 ， 森林面积增大了 ，
也吸引来了人类的伙伴动物到此相
伴了。 俗话说： 三分种七分管。 这
“管” 的任务交给了 “守护神”。

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孔令水说：
“执法监察大队成立十多年来， 受理
各类行政案件几千件。 其中受理各
类野生动物保护行政案件几千件 ；
受理林木、 林 （绿） 地类案件上百
件。 依法收缴非法猎捕和违法经营
的各种野生动物上万余只 （条）， 其
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熊猴、 绯
胸鹦鹉、 蜂猴、 雀鹰等上百余只。”

自将生态文明建设列入北京市
的 “五位一体” 的整体规划后， 执
法监察大队担负起全方位城乡园林
绿化行政执法使命； 实施有关法律、
法规 、 规章制度 ， 查处相关大案 、
要案和跨区域案件， 指导和协调区、
县相关执法监督工作 。 孔令水说 ：
“我们不仅要执法， 还要进行宣传、
培训， 形成三位一体。”

执法监察大队采用单独执法和
与其他执法单位或部门联合执法的
方法， 受理群众举报案件， 通过案
件转办、 督办的方式依法进行处理。
他们多次开展专项行动出动执法 。
他们还与北京市农业局渔政站进行
联合执法 ， 没收网具 ， 当场放生
野鸟 ， 既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
违法行为给予了有效打击 ， 也对
市民进行了宣传教育。 他们查处了
大批 “盗伐滥伐” 林木、 违法占用
林地以及非法猎捕和违法经营野生
动物案件。 他们组织参加了多项专
项行动， 有力打击了各种涉林涉绿
违法行为， 有效地保障了首都的生
态安全。

执法监察大队通过两年一次对
全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情况的专项
检查， 古树名木生长环境得到了逐
步改善， 总体长势良好， 违反 《北
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 》 等
“七禁止” 的现象明显减少。 每年对
全市征占用林地行政许可项目执行
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是保护森林资源
的重要执法监督工作。 按照 “少占
和不占林地， 占一还一 ” 的原则 ，
他们在执法检查中严格监督项目实

施单位和区县主管部门， 严格执行
行政许可批准的占地范围和数量 ，
按标准及时恢复占用的林地， 保证
了全市森林资源总量的稳步增长 。
他们在开展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动中
与工商、 城管等执法部门联合执法，
在丰台区 “爱鸽乐园” 和南顶村等
市场解救出黄腹山雀等国家保护野
生动物数千只， 有效地遏制了未经
依法许可经营出售野生动物的违法
行为。

执法宣传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前
提， 是提高广大市民文明意识的基
本手段， 同时也是巩固生态建设成
果的有效措施。 春节是人们食用野
生动物的高峰。 为保护野生动物资
源， 倡导科学健康的饮食观念， 执
法监察大队的队员们在春节假期回
老家过年期间， 自愿主动担当起了
野生动物保护宣传志愿者的角色，利
用到附近的餐馆、 市场和亲友家中，
向大家讲解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性、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违法滥食野生动
物的危害性等内容，让保护野生动物
的观念深入到身边人的心中。队员们
表示，通过与亲友、餐馆市场经营者
交流野生动物保护知识， 发现了身
边不少人的观念或多或少存在一些
误区， 但是通过与他们沟通和努力，
获得了不错的成效和一致好评。

孔令水说： “有些队员来自内
蒙古、 甘肃、 福建、 安徽、 陕西和
山东等省。 他们觉得虽然个人的力
量是微薄的， 但是如果能够通过这
样的行动把保护野生动物的观念传
递下去， 影响越来越多的人， 是一
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队员们认为，
作为野生动物保护执法监察部门 ，
日常的执法工作对野生动物相关的
违法行为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但执
法队伍人力财力和物力有限， 难以
对所有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查处 ，
具有局限性。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保
护工作者， 更应当把眼界上升到野
生动物保护事业的层面， 从民众的
观念源头加强宣传教育， 从而减少
违法行为。”

十多年里， 执法监察大队的每
届领导班子、 每名队员用他们的激
情投入到工作中， 殚精竭虑， 默默
地为首都 “生态文明 ” 事业甘当
“守护神”， 这都源自他们心中深藏
的那个绿色的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