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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本报记者 万玉藻 摄影报道

明城墙下护园人
坐落在崇文门外的明城墙遗

址公园 ， 是京城 24公里明城墙
中， 现仅存的1.3公里城墙遗址。
在古城墙下15公顷的绿化地上 ，
种植着多种梅花树， 每年初春 ，
这里梅花盛开， 把古城墙衬托得
更加美丽壮观。 这个百姓家门口
的遗址公园， 是古都北京的一张
名片， 也成为了市民赏梅留影的
绝佳之地。

2015年3月 ， 刘春生调到明
城墙遗址公园管理处任主任。 当
时， 正值举办第八届北京明城墙
梅花文化节， 每天都有2万多游
人来到城墙下近距离观赏梅花或
拍照 ， 致使草坪大面积 毁坏 。
“每年梅花节过后公园都要花10
万元更换草坪， 还要进行长期精
心地养护， 人工成本很高。” 刘
春生说。

怎样才能既保护草坪不受损
坏， 又能让市民们尽情地观赏梅
花呢？ 这成了刘春生到新岗位工
作遇到的第一个难题。

刘春生立即组成工作小组并
担任组长展开调研。 如果沿草坪
外围拉起保护围栏， 让游人在围
栏外观赏梅花， 虽然能保护草地
和树木， 但游人集中时会影响公
共通道甚至行人便道； 要是将公

园分成几个区域围挡护栏， 同样
会面临游人拥挤问题， 特别是用
护栏挡游人， 游人就无法近距离
观赏梅花。

一天 ， 刘春生偶然看到一
张朋友在九寨沟的旅游纪念照 ，
照片上游人观景全都在栈道上行
走， 这一下解开了困扰刘春生多
日的难题。 “咱们在梅花树下修
建一条观赏栈道， 问题不就解决
了吗？”

刘春生与技术人员迅速对栈
道进行规划设计， 很快， 总面积
达400多平方米的赏梅栈道 ， 在
树木之间从东向西铺设完成。 随
后， 刘春生又带领职工在栈道两
侧补栽了梅花树以完善景观。

第二年梅花盛开时， 市民们
沿栈道或赏梅或拍照， 再也不见
游人踩踏草坪了。 为了能让市民
观赏到更多的梅花品种， 刘春生
又带领员工们建立起自己的梅花
培育基地。

刘春生告诉记者 ， 2018年
“第十届北京明城墙梅花文化节”
将从春节开始增加室内腊梅展 ，
与室外梅花节相连接， 形成明城
墙遗址特有的文化节。

2017年5月 ， 刘春生被授予
“首都劳动奖章” 荣誉称号。

随着明城墙遗址文物的增加， 解说词也需随时调整。

刘春生指导职工修正古树。

刘春生带领职工们参观 “劳模墙”， 讲述劳模故事。 刘春生始终把安全二字放在工作首位。市民们沿着栈道， 有序地观赏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