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园林如同绣花
一草一木都在心里揣着

□本报记者 李婧

卢松宇
北京城建园林集团金都园林公司

城市绿心园林绿化工程项目二标段项目经理

曹琳毅
盛景国信（北京）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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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一线操作过硬
设计关注人性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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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园林绿化职工被称为 “城市美容
师”， 他们用高水平的园林绿化美化了首都
的容颜， 向全世界展示了北京园林绿化一流
水准。 依托 “职工技协杯” 园林绿化行业造
园工艺师大赛、 “金剪子” 技能培训等行业
技能培训和竞赛活动， 首都园林绿化系统培
养出了一批技术骨干， 涌现出了一批能工巧
匠。 从植树种花的绿化工、 修枝剪叶的养护
工， 到园艺景观的设计师和选种育苗的科研
人员， 他们每一位都是首都园林绿化高质量
发展的践行者， 是首都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他们用聪明才智和灵巧的双手， 绘就了一幅
绿满京华的优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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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夏草长， 万物竞茂， 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城市绿心已初具规模。 该项目的总面积约11.
2平方公里， 被分为20余个标段。 42岁的卢松宇是
二标段的项目负责人， 园区首个落架亮相的景观
项目 “樱花庭院” 就在这个标段内。 作为项目负
责人， 卢松宇是 “千条线上的一根针”， 每天有百
十样事在脑子里转。

卢松宇入行初期曾扎扎实实地学了三年手艺，
这为他成为项目负责人打下了基础。 2006年， 卢
松宇当上项目负责人， 干过小区绿化也做过城市
公园。 居民小区的绿化要伴随着楼体施工开展，
施工单位空出一块地， 卢松宇就要带着队伍迅速
开展园林施工， 施工空间有限、 植物生长期有规
律要恪守、 兄弟单位的施工进程要顾及， 还要考
虑园林全景和工期。 2016年， 卢松宇成为西海子
公园改造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西海子工程的植物多样性。 不仅有陆生植物，
还有水系里的植物。” 卢松宇介绍， 水系里的植
物， 比如芦苇、 荷花、 睡莲， 栽种时不仅要考虑
节气， 还要控制水质， 另外还要掌握湖水的标高。
“芦苇、 荷花等都是亲水植物。 岸上还有涉水植
物， 就是半陆半水生长的， 比如千屈菜。 如果水
涨得太高， 就把临岸的植物给淹了。” 卢松宇说，
多了个水系， 他就多了几十件事情要惦记。

从去年1月入驻城市绿心二标段项目以来， 这
里的44万平方米、 1万多株树、 6万余株灌木、 6万
余株绿篱 、 30多万平方米地被都在他心里装
着———“樱花庭院” 有8个品种的樱花， 南方植物

如何在北方栽种成活， 要请专家出点子； 园区方
案调整， 需要补种树木， 可现在过了最佳栽种时
节， 需要挑选断过根、 好成活的植物移栽； 又到
了虫害严重的季节， 12000株树木， 每一棵都要打
药， 每周都得看一圈， 千万不能让虫害蔓延……

“工期紧张， 工人们轮流倒班， 卢经理只能
自己顶着， 上个月好几次见他在现场守一宿， 累
了就睡车里。” 工作人员小谭一边干活儿一边介
绍。 对此卢松宇却说自己很适应， “我的周末基
本上取消了。 工程不会因周末停工， 一个阶段性
目标接着下一个阶段性目标。” 卢松宇笑着说。

园区有一座假山， 卢松宇在去年冬天前就想
好， 一定要栽种季前将山体做好。 “冬季和春季
是栽种的好时节。 山要堆好才能栽树。 要是错过
了这个时节， 后期要保证成活率的难度就大了。”
卢松宇说， 这座假山前后持续了一个多礼拜， 共
堆了20万方土。 一车土卸货， 大型机械马上堆砌，
日夜连续作战。 卢松宇干到后半夜就回办公室凑
活， 干到凌晨就在车里猫着。

如今， 城市绿心项目中， 树木花草、 地被植
物大多数都已经栽植完成。 漫步园中， 油松、 白
皮松、 华山松的常绿树郁郁葱葱， 樱花、 杜梨、
连翘等， 金红相映。 卢松宇还在加班加点， 不过
他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019年11月30日， 在北京市天竺苗圃园林国
手北方赛训基地， 第三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园林绿化工决赛的技能操作比赛开启了紧张激
烈对决。 18名京津冀园林绿化高手， 结合图纸要
求， 在30平方米的方块比赛区域内， 打造自己眼
中最美的微景观花园。 最终， 盛景国信 （北京）
生态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琳毅在笔试和实操
两个环节中， 均拿到最高分， 斩获了头名。 这场
一线实操比赛过后， 已是管理人员的曹琳毅， 回
想起当年在一线成长的点滴， 感慨万分。

曹琳毅大学毕业后， 先去了苗圃工作。 一线
的摸爬滚打让他对操作内容和工作流程有了最直
观的理解， 也为他成为管理岗位负责人打下基础。

在园林景观的设计和管理方面， 曹琳毅的观
点是： 别人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 要形成自己的
种植风格和设计套路。 他表示， 很多设计师会在
设计前重视景观的空间把控， 而自己的秘诀是从
人的视角出发， 让人目光所及之处尽善尽美、 可
圈可点。 “园林景观是供人欣赏的， 人走到一处
景观的关键节点， 转过身、 转过弯， 如果有一处
漂亮的景观在草地的一端， 是否能让我们产生突
出的视觉效果？ 一棵20公分粗的树， 冠幅5米， 高
度7米， 应该被修剪成什么造型？ 怎样与整个景观
的其他绿植、 建筑有机结合在一起？ 我认为在具
备良好的空间概念和强大的建模能力的同时， 设
计要从观赏者的视角出发进行策划。” 曹琳毅说。

曹琳毅认为， 一棵景观树， 放在哪里合适，
从图纸上就应该有一个最初步的分析。 这样再去
现场， 调整效果的时间就会大大缩短， 省去不必

要的麻烦。 否则一棵树如果被抬着满场跑， 拔出
又栽入， 不仅让工人厌烦， 还会降低苗木成活率。

2019年， 一场第三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园林绿化工比赛， 让曹琳毅意识到， 管理人员
也要具备娴熟的一线操作技能。 此前， 曹琳毅在
工程现场， 更多的是在工人面前做示范、 定标准，
很少弯下腰来、 俯下身去。 在赛前训练时， 他已
然练得腰酸背痛， 可连把砖缝铺匀这种底线性的
要求都无法做到完美。 直到训练的第三天， 他才
找到自己的方法和套路。

“现场看起来很好干的事， 真正做好不容易；
把最基本的事干好， 便是极致。” 这是曹琳毅赢得
决赛冠军后发出的感言。 他表示， 管理人员的操
作技能提升了， 一线操作人员也会对其产生尊敬。
“当你在现场指出存在的问题时， 他们会意识到你
是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而不仅仅是靠嘴上说的。”
曹琳毅说。

现在， 曹琳毅正在探索符合自己公司特色的
赛训结合技能竞赛， 打算将公司招入的应届生纳
入到技能提升的体系中来。 “我们可以将自己的
苗圃作为比赛场地， 供新人比赛培训， 不仅能够
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还能让苗圃变得更加多彩，
为首都增添靓丽的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