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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种增绿驰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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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基层
绿色环保新技术提高苗木成活率

生产研发不是纸上谈兵， 成果效益源
于扎根基层。 初入园林行业的周晓杰对北
京当地苗圃和苗木资源不了解， 就利用节
假日时间， 到北京的各大苗圃、 公园和植
物园， 走进各条街道去实地调研。 大多数
苗圃都建在偏远的市郊， 单程时间往往都
在3小时以上， 周晓杰带着水和面包， 乘
坐公交车早出晚归， 用脚步丈量各种类型
苗圃的面积， 记录品种、 规格、 数量、 种
植株行距等信息， 了解北京不同区域植物
的四季生长状况。 她经常独自行走在田间
野地， 陪伴她的经常是是日升日落、 村庄
犬吠、 林间蝉鸣。 也正是这段经历为周晓
杰的林木种苗技术研发、 新品种苗木引种
驯化、 良种繁育等技能打下良好基础， 从
业以来， 她引进驯化新优彩色苗木80余种
约20万株。

遇上冬春交替的北方天气， 对容器苗
木的生长是严峻的考验 。 北京的春天风
大、 天干、 湿度低， 昼夜温差又大， 白天
温度零上 、 晚上温度零下 ， 这 “一化一
冻 ” 容易使很多在萌动期的苗木出现
生理性失水。 周晓杰根据实际情况 ， 在
2018年推出了 “大规格苗木双容器育苗技
术”， 相当于以 “盆套盆” 的形式将苗木
固定在地下， 既能为容器内基质保温、 锁
住水分 ， 还能保护苗木的根系 。 移栽之
时， 用于固定的大盆留在原地， 随时可以
栽进新苗， 小盆随苗木运走， 保护根系，
如同将螺丝拔离螺母一样， 十分方便。 这
项技术不仅破解了返季节苗木的供应难
题， 更大大提高了工程用苗成活率及景观
效果， 很快应用到北京副中心的园林绿化
建设中。

无论是革新的的新技术， 还是研发的
新成果， 周晓杰都要为它们贴上 “低碳节
能、 绿色环保” 的标签。 在 “大规格苗木
双容器育苗技术” 上， 容器苗所使用的外
盆材料已经更新到第三代 ， 里盆已经
更新到第五代。 “外盆从原来的塑料材
质升级成了如今竹材料的竹缠绕复合管，
单件产品的成本也由原来的1350元节省到
了现在的750元 ， 还能起到减少碳排放 、
增加生物资源利用的效果。” 周晓杰说。

精细化管理
让600株嫁接新品种成活超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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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园林绿化景观质量提升。 周晓杰和首
都园林人有了新的任务和使命： 努力将北
京建设成 “三季有彩、 四季常绿” 的宜居
之都。

为了让北京的四季绿意常在， 周晓杰
开始了新品种 “京彩常绿一号” 的研发、
嫁接 、 育苗工作 。 经过思考 、 比对 、 筛
选， 周晓杰和团队决定将筛选的丝棉木优
株为砧木和筛选的胶东卫矛优株 （常绿阔
叶树 ） 进行嫁接 。 丝棉木主干直 、 树冠
大、 抗病虫害能力强， 胶东卫矛的叶子属
于常绿阔叶， 抗寒性好， 叶龄长达13个月
以上。 为了测试新品种的抗寒、 抗病虫害
等能力， 周晓杰在河北迁安进行了3年的
极端天气测试，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技术成熟后， 周晓杰和团队于2020年
3月克服疫情阻碍， 让近600株 “京彩常绿
一号” 坐上了通往北京的货车。 新产品的
诞生不是简单的组合 （嫁接）， 细节、 效
率、 难度都远超常人想象， 用于嫁接的砧
木 ， 常规做法是先养一两年的根后才嫁
接， 为了缩短生产年限， 周晓杰和团队决
定， 苗木的嫁接和移栽要在同时进行， 这
对时效性、 专业程度、 精细化管理都提出
了严格要求 。 “苗木的起苗 、 嫁接 、 装
车、 运输、 栽植必须在72小时之内完成。”
周晓杰感言， 这是关乎苗木生死和成活率
的72小时， 有的苗木嫁接时， 足足有300
余个接口， 操作必须又快又准； 苗木运达
目的地前， 目的地的土壤还要进行改良，
增加有机质含量， 苗木运达后还要对土球
进行消毒； 苗木种植后的当晚就要把水浇
上， 并用特殊方法保持水肥供给。 同时，
对两种植物萌芽的处理， 在方式、 时间节
点上也要区别对待、 精确处理。 周晓杰表
示， 丝棉木的萌芽力很强， 为了帮助其根

系在新的栽植地点尽早恢复， 要按照清除
一部分、 保留一部分的原则， 在合适的位
置进行去除。 而嫁接部分的胶东卫矛则要
根据以后的长势进行必要修剪 ， 做到通
风 、 透光 ， 为以后的生长留足时间和空
间， 此外， 嫁接不成功的部分还要进行补
接。 周晓杰事无巨细， 每个环节都亲力亲
为， 将自己对苗木的精细化管理能力转变
成了苗木顽强的生命力， 近600株 “京彩
常绿一号 ” 嫁接的成功率达到了95%以
上。

练就多面手
为用绿色扮靓北京驰而不息

谁说搞研发的实操就不行？ 谁说 “园
林女将” 不如男兵？ 对于这两个问题， 周
晓杰用实际行动给出了有力回答。 作为公
司副总经理， 她在 “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
能大赛” 林木种苗工竞赛中取得了大赛第
一名， 还获评 “北京市技术能手”； 随后，
又在第二届 “北京大工匠” 选树活动———
园林绿化工挑战赛中过关斩将， 再次摘得
桂冠。

钻研业务、 强化技能的同时， 周晓杰
还在园林科普、 人才培养、 社会公益倾注
了大量心血。 为了提升市民 “爱绿护绿，
保护环境” 的生态文明意识， 她以公司名
义申报了北京市第六批 “中小学生社会大
课堂资源单位” 和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普
教育基地”， 为北京市中小学生、 市民及
园林从业者提供了几十次科普教育培训，
受众人员达1000余人。 同时， 她还自2013
年以来， 接收并亲自培训北京、 吉林、 辽
宁、 黑龙江、 河北等省市园林专业大中专
实习生30余人， 并积极和校方探讨定向委

培模式。 此外， 她不仅了解北京林木种苗
产业协会会员单位生产现状， 并帮助多家
会员单位解决苗木病虫害防治及修剪等问
题， 还带动了通州区20余家苗企开展育苗
生产工作， 给当地百姓提供了更多劳动岗
位。

对于新品种 “京彩常绿一号” 的研发
成功， 周晓杰并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 她
坦言， 她选择进行嫁接的树种， 是经过两
代人精心选择和培育的优质树种。 “园林
绿化人就是这样 ， 上两代呕心沥血的努
力， 可能我们这代人才能真切享受到这份
美丽景观带来的舒适 。 我们做园林绿化
的， 要为未来的前景驰而不息， 让子孙后
代见证园林绿化人的初心 。” 周晓杰说 ，
希望有一天， “京彩常绿一号” 能够以秀
美的身姿、 亮丽的色彩成为北京大街小巷
随处可见的行道树。

在通州区漷县镇， 3万余株白蜡、 元宝枫、 银杏、 栾树、 油松等
苗木一列列栽植在600余亩的京彩燕园苗圃内。 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
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晓杰， 正在现场亲自指挥工人吊装即将移栽
的一株株染井吉野樱花。 起土、 吊装、 运输……她目不转睛、 小心
翼翼、 不时提醒， 生怕苗木磕破一点皮、 折断一条枝。 这些染井吉
野樱花将会被移栽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樱花庭院装点副中心。 而
周晓杰也往返于实验室和苗圃间， 行走在祖国各地的森林山野， 用
自己的专业技能为北京增彩延绿， 装点每一个春夏秋冬。 2021年，
周晓杰荣获第二届“北京大工匠” 称号。

职业（工种）

园林绿化工

工匠档案

现任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林木种
苗产业协会京通联盟分会秘书
长。 2016年，被评为“北京市技术
能手”；2021年，荣获第二届“北京
大工匠”称号。

匠人匠语

新时代为首都园林绿化事业
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 我将传
承首都园林绿化人的奋斗精神 ，
努力培育更丰富更优良的苗木品
种， 研发绿色环保的生产养护技
术， 用双手践行种苗产业带动乡
村振兴的国家战略， 为建设美丽
北京贡献智慧和力量， 这是一个
苗木人的最高荣誉。

技能绝活

2018年， 成功推出 “大规格
苗木双容器育苗技术 ”， 一举获
得了3项国家级实用新型专利 ，
不仅破解了返季节苗木的供应难
题， 更大大提高了工程用苗成活
率及景观效果； 她引进驯化新优
彩色苗木80余种约20万株， 为改
善北京生态环境质量及首都园林
景观增彩延绿贡献了力量。

———记北京京彩弘景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晓杰

园园林林女女将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