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这座拥有 70 多万年人
类文明史、3000 年建城史和
800 多年建都史的历史文化
名城，从选址建设到发展变
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
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
今日北京，踏上中国式现代
化新征程，生态文化智慧和
自然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
发展中创新，着力打造花园
城市壮美有序、古今交融、
国际风范的首都形象更加熠
熠生辉。

撰文 / 高大伟
摄影 / 薛毅◎◎何建勇◎◎李子玉等
供图支持 /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西城区园林绿化局

传承千年古都文脉  建设首都花园城市
Beijing, China’s Capital and a Garden City that Inherits Hundreds of Years’ Cultural Leg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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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汪阳东◎◎贺顺钦◎◎吴水荣◎◎张旭峰◎◎◎◎◎◎◎◎◎◎◎◎
摄影 / 吴水荣◎◎丁兆文等
供图支持 /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中国林科院调查组深入集体林区，
系统分析了林业碳票发展现状和存
在问题，提出了分阶段建立健全国
家层面的林业碳票方法学、林业碳
票管理规范和“林业碳汇（票）信
息管理平台”全国统一备案监管；
构建“林业碳票 + 非控排企业碳中
和”“林业碳票 + 大中型活动碳中
和”“ 林 业 碳 票 + 文 旅 活 动 碳 中
和”“ 林 业 碳 票 + 全 民 义 务 植 树 
尽责”等林业碳票碳汇量应用消纳
场景，推进林业碳票碳汇价值实现。

林业碳票碳汇价值实现机制优化和应用消纳科技支撑
Technology Support for Optimizing the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Carbon Sink of 
Forestry Carbon Tickets and its Carbon Credit Off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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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高大伟
摄影 / 薛毅◎◎何建勇◎◎李子玉等
供图支持 /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西城区园林绿化局

城市绿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The Role and Significance of Urban Greening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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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化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支撑，在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推动着城市文明。文章从城市绿化
与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城市基本建设、现代化城市、
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等关系维度，论述城市绿化的重
要地位；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增强城市防护功能、
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市民身心健康、提升城市文明
水平等方面，论述城市绿化的重要作用，以期提高
全社会对城市绿化工作的理解和认识。

撰文 / 梁建国◎◎孔海燕
摄影 / 李子慧等
供图支持 /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国际上城市绿化相关理论，为我国城市
绿化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生物多样性
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景观生态学
理论、修复生态学理论、近自然森林经
营理论和公众参与理论，梳理了各理论
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及其核心内涵，
并探讨了其在城市绿化实践中的指导作
用和应用价值。

撰文 / 城市绿化可持续发展研究课题组
供图支持 /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撰文 / 彭伟◎◎张引潮◎◎戴芳◎◎白婉婷◎◎衣旭彤
通讯作者 / 张引潮
供图支持 /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构建城市绿化制度体系是实现城市绿化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和基础支撑。通过对城市绿化法规
制度发展历程的梳理和现状成效的总结，可见我
国城市绿化法规制度主要包括指导政策、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实施规划四个方面内容，提出应
从健全城市绿化规划制度、运营管理制度、督查
评价制度、保障制度、激励制度等方面，健全国
家立法、完善地方立法、强化部门规章等路径，
完善城市绿化制度体系。

中国城市绿化制度建设历程与体系构建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China’s Urban Greening

城市绿化专题

城市绿化发展国际相关理论阐释与借鉴 52
Interpretation of and Inspiration from International Theories on Urban Greening



萝村，大容山下人与自然交融的宝藏村落
Luo Village: An Amazing Village of Harmonious Human-Nature Coexistence

广西桂林灵川县青狮潭镇
江头村，始建于宋朝，元
朝时村落初步形成，在广
西众多古村落中，享有“历
史文化遗迹数量第一、房
宇建筑工艺第一、镂花种
类第一、名人数量第一、
数代为官同职第一、清官
数量第一”的盛誉。北宋
大家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与
礼仪教化在这里世代传承，
村民把莲视为精神图腾，
爱莲文化盛行，村中明清
古建筑群莲花元素凸显，
散发着诗意与沧桑…… 

撰文 /◎郭平生
摄影 /◎陈大华◎◎员宁珠

桂东南大容山脚下坐落着
一个千年古村——北流市
民乐镇萝村。这里人杰地
灵，文脉传承，走出了民
国国学家、教育家陈柱；
遗存富集、古韵悠扬，保
留着古城堡、古戏台、古
炮楼等历史建筑；荔枝文
化闻名岭南，现存 148 株古
荔枝树。今天的萝村，正
以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和生
态智慧，带动全村特色生
态产业创新发展，实现古
老与现代交相辉映、文化
与产业融合发展、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

撰文 / 陈小军
摄影 / 陈季涛◎◎陈小军◎◎梁迅

62 美丽乡村
Beautiful Countryside

江头村，爱莲文化世代传承福地
Jiangtou Village: A Divine Place with a Deep Love for the Lotus Flower 

72



位于川滇交界的泸沽湖是国家
重点保护的高原湖泊。摩梭人
视泸沽湖畔的格姆山为神山，
格姆女神是人格化的山神与保
护神，“转山节”一代代传承
着“尊重自然”朴素的生态环
保理念。《川滇两省共同保护
治理泸沽湖“1 ＋ 3”方案》
的创新之策，在全国率先建立
起跨省、跨部门监管与应急协
调联动机制，开启泸沽湖流域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保护治
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
的新局面。

撰文、摄影 / 吴凤玲
供图支持 /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泸沽湖摩梭人转山节——高原明珠的生态文化节庆与狂欢
The Mosuo People’s Mountain Pilgrimage Festival: Time to Celebrate the Eco-Culture of the Plateau’s Crown Jewel 

我是一名地质人，我的足迹
遍布新疆的荒漠、戈壁、绿洲、
草原、湖泊和雪山……我热
爱诗歌，我的诗歌唱和感恩
养育我的故乡——新疆。

撰文 /◎焦志刚
摄影 /◎薛彦保
供图支持 /◎中国生态文化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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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新疆  我的歌 88
My Tour in Xinjiang and My Poems Saluting the Homel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