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平创新工作室创建于
2016年4月。 领军人王小平， 男，
55岁， 博士， 教授级高工， 现任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首都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 二级巡视员， 主要
研究领域为森林碳汇 、 森林经
营， 2010年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
作者。 现主要担任社会职务有：

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 中国绿色
碳汇基金专家委员会委员、 亚太
森林组织专家委员会委员。 王小
平创新工作室积极打造绿色工
匠， 创新科技成果， 打造智慧园
林 ， 为首都生态建设创新与发
展， 提供了优秀人才与创新技术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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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园林职工妙笔 绘首都绿色新卷走进示范性
职工创新工作室

曾经的北京， “城是城， 林
是林 ”， 冬季少绿 、 夏季少花 ，
想看遍野绿色、 满山斑斓， 要掰
着手指头， 挑对季节景点， 舟车
劳顿去远郊。 如今， 城里的大小
公园树影婆娑， 郊野森林五光十
色， 街头巷尾落英缤纷， 漫步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更能纵览二十四
节气林窗， 领略一派诗意。 如今
的北京， 正向 “三季有彩， 四季
常绿” 的宜居之都快速迈步。

从绿起来， 到美起来， 再到
活起来； 从人人 “香山看红叶”，
到家家 “山山看红叶”， 再到市
民 “出门见彩叶”。 从2016年起，
王小平带领着他的创新工作室成
员 ， 围绕首都增彩延绿 ， 拿起
“画笔” 和 “调色板”， 勾勒着北
京的绿水青山， 希望更多市民能
够走进他们精心装扮过的示范工
程， 享受北京绿色发展、 生态发
展、 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成果。

攻坚新优品种 组建王
牌战队

2015年， 北京园林绿化增彩
延绿科技创新工程启动。 工程计
划利用2015年到2022年8年的时
间， 在北京推广80多个植物新品
种， 建设若干个示范区， 构建完
善的以研发引领的增彩延绿产业
化体系， 解决首都园林绿化色彩
少、 绿期短的问题， 加大乡土种
质资源开发利用， 增加城市生物
多样性， 推进园林绿化景观质量
提升， 建设 “三季有彩、 四季常
绿” 的宜居之都。

王小平说 ， 想要增彩 、 延
绿 ， 就要在植物品种上苦下功
夫。 北京园林绿化局增彩延绿科
技创新工程计划推广的80多个植
物品种， 既有在实际园林工程中
尚未广泛利用的北京乡土树种，
如夏季开花 “白衣胜雪 ” 的流
苏。 也有科研机构选育出来的新
品种， 但因缺少市场推广， 一直
藏在苗圃中， 如每到秋季色彩殷
红、 极具视觉冲击力的 “丽红”
元宝枫。 还有经过前期小范围试
种适应强、 表现佳的国外品种，
如冬季耐寒、 针叶呈天蓝色的蓝
粉云杉。

想要让这些品种以上佳质
量、 更大范围地覆盖在北京城市
的各个角落， 需要精兵强将。 王
小平对创新工作室成员的要求是
苛刻的。 他表示， 这项工程考验
着团队成员与不同部门的沟通能
力， 在生产中吃苦耐劳的能力，
助推科研项目落地的能力， 把小
研究变成大尺度推广的能力， 把
自己的思想变成大家的思想、 自
己的成果变成大家的成果的能
力。 “这支团队要有战斗力和生
命力 ， 业务要精湛 ， 目标要明
确， 工作要有激情， 对自己要挑
剔。” 王小平说。

把优良品种从大山带进城市

王小平坦言， 搭建团队和学
术研究的平台只是第一步， 想要
挑选出优良品种， 更好地扩繁，
就要走出实验室， 用脚步去丈量
北京的大地。 北京的乡土树种，
很多都生长在莽莽青山中， 海拔
最高的要2300多米， 想知道那些
优良的品种能否在城市里生存，
就要跋山涉水、 披星戴月。 这些
年， 王小平和团队成员爬遍了北

京的山。
作为北京乡土树种， 流苏恰

恰能有效弥补北京夏季多绿少花
的缺憾。 每到六月初， 远看簇拥
的白色花团， 近看细长的白色花

瓣， 在炎热的夏季散发出阵阵清
凉的气息。 为了选育优良的流苏
品种， 王小平和团队成员将目光
锁定在了延庆区的珍珠泉乡。

珍珠泉乡的流苏树， 树龄大

约在一百年左右， 生长在延庆最
北端、 最偏远的林子中， 当地的
村民都没去过 ， 林子里也没有
路 。 王小平和团队成员拿着工
具， 背着简单的食物和水， 在林
间开路， 四处找寻。 林子久无人
烟， 路面崎岖， 常有蚊虫， “早
上六点去， 晚上九点回” 早已是
家常便饭。 他们克服这些困难，
持续观察这些流苏树种的最佳成
熟度， 对土壤进行取样监测， 将
优良品种拿回苗圃培育扩繁， 用
四年的时间让流苏应用于北京市
许多优质园林景观工程。

元宝枫同样是北京乡土树
种。 “丽红” 元宝枫 “火” 起来
之前， 北京的元宝枫到了秋天，
有的变黄， 有的变橘红， 有的黄
绿参半， 变色性状并不稳定， 能
变成瑰丽的红色更是少之又少。
而 “丽红” 元宝枫经历了三十余
年的培育接力， 变色性状稳定，
颜色极具视觉冲击力， 更是具备
抗虫、 抗旱等优良特性。 然而，
北京园林绿化增彩延绿科技创新
工程启动前， “丽红” 元宝枫还
仅仅是一项科研成果， 默默生长
在苗圃里。 苗木大大小小算起来
才300余株， 根本不具备市场化
应用的条件。 工程启动后， 在王
小平和团队的努力推广下， “丽
红” 元宝枫的苗木产业化快速推
进， 基地所繁育的大小苗木已有
10万余株， 其中有1万余株现在
可投用于绿化工程。

让市民享受园林绿化高
质量发展成果

踏勘、 观测、 选育、 扩繁、
示范……王小平创新工作室分工
明确， 将团队分为20多个小组，
经过努力研究， 形成了100多种
成功的品种使用搭配模式， 使这
些模式程序化 、 标准化 ， 印成
《北京常见园林树木物候手册 》
《北京园林多彩植物群落案例 》
等小册子， 供生产单位、 园林公
司取用。 同时， 北京市园林绿化

局选定了6个苗圃， 作为优新品
种苗木的繁育基地 ， 并各有侧
重 。 昌 平 大 东 流 苗 圃 主 要 生
产 阔 叶乔木品种 ； 大兴黄垡苗
圃主要生产彩叶树种； 海淀温泉
苗圃主要生产彩色针叶树种 ；
顺义天竺苗圃主要生产国外引进
品种……

在此基础上， 这些新培育的
优良苗木品种被应用到北京市18
个示范区， 展示新优植物品种、
栽培管护、 土壤质量提升、 园林
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集雨节
水等新品种、 新方法、 新材料、
新理念， 示范区增彩延绿可达30
余天。 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新
中街城市森林公园、 冬奥会场馆
周边的 “增彩延绿” 示范区， 已
经成了北京极具名气、 人气的网
红打卡地。

王小平表示， 高质量发展阶
段对首都园林人提出了新要求、
新挑战， 要推动造林绿化向生态
修复转变， 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
转变 ， 从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
变， 从关注自然到关注自然与人
的和谐关系转变。 他坦言， 北京
园 林 绿 化 增 彩 延 绿 科 技 创 新
工 程 所 选 育 的 优 良 苗 木 品 种
正逐步 应 用于首都市民身边的
林地绿地建设， 示范区也为新一
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 留白增
绿、 城市副中心、 冬奥会等重点
园 林 绿 化 建 设 工 程 提 供 了 高
质 量 的样板 。 下一步 ， 增彩延
绿理念将聚焦全市园林绿化向美
起来、 活起来的高质量精细化发
展转变。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
北京建了200万亩平原森林 ， 而
山区还有1400万亩森林， 如何让
这1600万亩森林 ‘活’ 起来， 是
我们要关注和研究的。” 王小平
说 ， “‘活 ’ 起来有两个指标 ，
第一是生物多样性要丰富， 要有
树有水有草有鸟； 第二是市民要
走进去， 林地绿地要用起来， 进
行森林教育、 森林疗养， 真正让
市 民 享 受 首 都 园 林 绿 化 的 创
新成果。”

———记王小平创新工作室

对话：

记者： 创新工作室的主攻方
向是什么？

王小平： 一是针对北京城区
冬天缺绿 、 夏天缺彩的实际问
题， 通过 “增彩延绿” 工程， 推
动全市林地绿地春季返青早、 夏
季花繁盛、 秋季色彩多、 冬季绿
期长， 一年四季可观可赏， 让北
京成为 “三季有花、 四季常绿”
的大花园， 带动全市园林绿化由
绿起来向美起来、 活起来高质量
发展。 二是关注北京山区， 提高

北京山区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
性、 稳定性以及物种多样性。

记者： 未来首都园林绿化行
业需要什么样的工匠？

王小平 ： 一是需要业务精
湛， “专” 字当头的工匠， 要有
自己的具体研究方向， 成为这一
领域的佼佼者。 二是需要具备专
业能力、 沟通能力、 管理能力、
协调能力的复合型工匠， 他们将
打通并无缝衔接园林绿化的各个
环节， “一专多能”。

工作室简介：

王小平现场指导园林工作人员。

王小平对绿植花卉的品种、 外形、 习性进行调研。

凭借长期的选种育种经验， 任何微小的细节都逃不过王小平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