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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智囊团”把脉

城市副中心“十四五”发展

本报记者 赵莹莹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
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北京交出了一份经济
逆势增长的答卷。昨天举行的 2020 年一到
三季度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
布，前三季度，北京经济回升向好势头进一步
巩固，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由上半年下降 3.2%
转为增长0.1%，实现了由负到正的转变。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0.1%

统计显示，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
结 果 ，前 三 季 度 全 市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25759.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1%。分领域看：工业生产基本恢复，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微降 0.1%，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3.6 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由上半年下降
3.0%转为增长0.1%，其中金融业、信息服务业
发挥主要带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在 8月份
由降转增后，增速进一步提高到 1.8%。市场

消费持续回暖，一到三季度市场总消费额降
幅比上半年收窄2.7个百分点。

“我们注意到，高端产业持续发力，在疫
情中率先恢复并发挥引领作用。”北京市统计
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庞江倩提到，前三季
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5.3%和 4.7%，分别上拉工
业增速1.3个和1.5个百分点；智能手机、工业
机器人和集成电路等高技术领域产品产量分
别增长22.9%、15.5%和11.8%。

下阶段CPI将保持低位平稳运行

衣食住行事关每个人的生活成本，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是百姓最关心的事
儿。统计显示，前三季度，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2.2%，涨幅比上半年回落0.6个百分
点。具体看，八大类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四
升四降”：食品烟酒类价格上涨 7.1%，教育文
化和娱乐类价格上涨 2.6%，医疗保健类价格
上涨7.0%，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上涨8.4%，
衣着类价格下降0.3%，居住类价格下降0.9%，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下降 0.1%，交通和通
信类价格下降4.5%。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生活必需品保供稳价工作，加大鲜菜、猪
肉等食品调运力度，发放低收入群体困难补
贴，切实保障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总的来
说，我市 CPI 涨幅高位回落并趋于稳定。”国
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新闻发言
人卞晶介绍，前三季度，我市CPI变化呈现出
食品价格涨幅有所回落、服务价格涨幅处于
低位、汽柴油和金饰品价格走势分化三大特
点。以猪肉价格为例，同比涨幅从 1月份的
105.7%回落至9月份的28.8%。

“下阶段我市 CPI 仍具备保持平稳运行
的基础，居民消费价格将保持低位平稳运
行。”卞晶分析，一方面，我国粮食生产总体
稳定，鸡蛋和鲜瓜果等市场供应充足，生猪
产能持续恢复，加之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后
期价格将进入波动下行区间，若无极端天
气影响，食品价格涨幅有望总体回落。另
一方面，出行类和生活性服务价格将保持
温和上涨，影响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将

进一步减弱。

服务性消费正有序恢复

统计也显示，今年三季度，全市城镇调查
失业率为 4.5%，比二季度回落 0.3个百分点。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51772元，同比
增长 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0.2%，比
上半年提高0.9个百分点。消费方面，三季度
人均消费支出当季同比降幅比二季度收窄
7.6个百分点，环比增速则由负转正。特别是
北京消费季活动全面重启后，居民的补偿性
消费需求逐步释放，三季度居民人均文化娱
乐服务支出比二季度增长1.6倍，人均在外饮
食支出比二季度增长70.3%。

“自疫情发生以来，全市上下在抓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稳住了经济基本盘，兜住了民生
底线。”庞江倩讲到。

卞晶则表示，随着各项稳就业政策落地、
落实、落细和企业用工需求不断增加，预计四
季度本市就业形势总体将保持稳定。

北京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由负转正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城市副中心的街巷变得越来越
敞亮了，这是近两年市民的普遍感受。今年，城市副中心启
动了通信架空线入地整治工程，预计年底前，将有不少于50
条道路告别空中“蜘蛛网”，让市民拥有更通透的城市空间。

昨天一早，记者在陈列馆路看到，几辆挖土机正在开挖
沟槽。“在架空线入地之前，先要进行一番‘CT扫描’。”施工
方、北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维护主管胡
泊介绍，工人们用仪器在地上进行物探，摸清地下已经铺设
好的管道都在什么位置，以保障工程安全顺利推进。

目前正在进行的陈列馆路通信架空线入地整治工程，
由潞苑北大街至京榆旧线共计 2.7公里。该路段施工将分
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目前正在进行的管道铺设，包括测
量放线、路面切边、埋设管道和路面恢复；第二阶段为穿缆
拔杆，包括线缆入管、拆除导线以及拔除电杆。

“今天开挖的 200 米沟槽，要在晚高峰前完成管道铺
设。”胡泊说，按照工期计划，下月中旬前将完成陈列馆路全
部管道铺设工作。

架空线入地施工期间，居民家中的有线电视、电话线路
或是电力系统是否会中断呢？胡泊解释道，只有当新的线
缆在地下埋设完毕并能够正常使用后，凌驾于空中的旧电
缆才会逐步被中断使用并撤除，因此不会造成居民生活
不便。

据了解，2019年 3月，通州区城市管理委启动架空线整
治和入地工作，并计划利用三年时间，使老城区共计 100公
里通信架空线全部入地完毕。截至目前，已完成8条主次干
路和67条背街小巷通信架空线入地任务。随着架空线入地
工程的推进，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范围内通信架空线将
逐渐从居民眼前消失，市容市貌更加整洁美观。

让街巷更敞亮 让空间更通透

50条道路年底前告别空中“蜘蛛网”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经过五个月的紧张施工，北京城
市副中心首个社区家园中心日前封顶，预计于年底亮相。这
个由中仓小区废弃锅炉房改建的家园中心，可为周边居民提
供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多种服务。未来，城市副中心将
建设36个家园中心，实现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布局。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
面）》将城市副中心划分为 12个民生共享组团和 36个美丽
家园（街区），规划每个街区建设一处家园中心，配置公共
服务设施。

“之前中仓小区是自己烧锅炉供暖，2011年并入大市政
供暖后，锅炉房完成了历史使命。”中仓街道城市建设办公室
副主任李迪阳说，街道现有的社区活动站不能满足居民多样

化需求，居民普遍反映身边养老设施少，休闲设施少，生活中
还有很多的不方便，希望增加公共服务设施。

缺什么，补什么。李迪阳介绍说，在老小区里挤出空间
配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相当不易。在挖掘潜在场地时，
中仓小区将废弃锅炉房纳入了候选地。去年 10 月，街道
召开居民见面会，提出把废弃锅炉房改造成家园中心，参
会居民代表一致同意。

锅炉房占地 800 平方米，改造后高度为 14 米。计划分
隔出三层空间，一层提供养老、配餐、家政等服务；二层偏
重于文化服务和青少年活动；三层全部作为社区卫生服
务站。将构建起涵盖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养老、
商业六大功能的社区生活圈服务体系。功能分区包括生

活区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体
育活动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儿童活动中心、室外活动场
地等。

按照设计方案，锅炉房外立面红砖墙将大部分原状
保留，外墙上一块红底白字由原北京市劳动局颁发的

“安全合格锅炉房”的铭牌，也将原样保留，作为历史的
见证。

据介绍，此次改造由政府投资，建成后由社会机构运
营，将引入便民型商业功能，确保家园中心有经济收入，保
障良性运维。改造工程于今年 4 月份启动，经过几个月的
紧张施工，目前，家园中心主体结构完工，顺利封顶，全部
工程预计年底完成。

由废弃锅炉房改建 可提供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多种服务

城市副中心首个社区家园中心封顶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京津冀协同
发展，交通先行。记者昨天上午从市交
通委协同发展处获悉，“十三五”期间，以
北京为中心开工建设的高铁和城际铁路
达到 6条，随着年底京沈高铁的开通，北
京与周边主要中心城市“津石保唐”（天
津、石家庄、保定、唐山）之间均可实现 1
至1.5小时快速联系，围绕北京的“1小时
区域交通圈”已基本形成。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交通发展建设
规划》中提出了一个目标——要打造“1小
时京津冀区域交通圈”，希望通过高速铁路
和城际铁路的建设，使得300公里范围京
津冀主要中心城市（京津石保唐）平均出行
时间能够从2015年的2小时缩短至1至1.5
小时，进一步方便京津冀居民出行。

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成果显著。市
交通委协同发展处处长赵阳介绍，“十三
五”期间，以北京为中心开工建设的高铁
和城际铁路有 6条，包括京张高铁、京雄
城际、京沈高铁、京唐城际、京滨城际和
城际铁路联络线 1期工程。随着 2019年
底京张铁路开通以及2020年底京沈高铁
的开通，北京与周边的主要中心城市“津
石保唐”之间均可实现 1至 1.5小时的快
速联系，围绕北京的“1小时区域交通圈”
已基本形成。2021年，京唐城际建成后，
北京与唐山出行时间将继续缩短到 1小
时以内。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京津冀之间
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部消除，国家高速
公路网首都放射线京内路段全部打通，

“四纵四横一环”的京津冀路网格局初步
形成，其中，“四纵”包括京雄通道、京沪
通道、沿海通道、京承—京广通道；“四
横”包括津雄保通道、京秦—京张通道、
石衡沧通道和秦承张通道；“一环”即首
都地区环线通道。

枢纽建设成绩也十分亮眼。大兴机
场形成了航空、铁路、区域快线、地铁、省
际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衔接的综合交通
枢纽。值得期待的是，正在建设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汇集3条轨道交
通线路和3条铁路线路，是北京城市总规中
明确的10个全国客运枢纽之一，是全市唯
一连接两大国际机场的铁路综合枢纽，也
是支撑城市副中心发展的关键工程。

“作为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
高水平规划建设好城市副中心交通体
系，是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工作重
点。”赵阳介绍，今年本市将确保城市副
中心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包括城市副中
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东六环城市副中心
段入地工程。同时，实现广渠路东延通
车，建成环球主题公园六环路立交、京哈
高速立交，开工建设京哈高速拓宽改造
工程，进一步提升中心城区至城市副中
心的交通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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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馆路通信架空线入地整治工程正在进行管道铺设陈列馆路通信架空线入地整治工程正在进行管道铺设。。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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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塔相认一塔相认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丽张丽

已有已有14001400多岁的燃灯塔多岁的燃灯塔，，依然矗立在大运河北首依然矗立在大运河北首，，如今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塔相认一塔相认””的地标的地标。。

清朝诗人王维珍诗曰清朝诗人王维珍诗曰：：““云光水色潞河秋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一支塔影认通州。。””诗中所诗中所

说的说的““塔塔””就是通州燃灯佛舍利塔就是通州燃灯佛舍利塔。。““一支塔影认通州一支塔影认通州””，，被称为被称为““不可不知不可不知””的通州地标的通州地标。。

燃灯塔所在的燃灯塔所在的““三庙一塔三庙一塔””景区是正在创建国家级景区是正在创建国家级55AA景区的北京景区的北京((通州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重要一景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重要一景。。

今年今年，，通州区文旅局委托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在通州区文旅局委托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在““三庙一塔三庙一塔””景区先后启动了电气线路改造景区先后启动了电气线路改造、、文庙泮文庙泮

桥及地面铺装修缮桥及地面铺装修缮。。今年底还将启动环境整治工程今年底还将启动环境整治工程。。

日前日前，，记者走进修缮工程现场记者走进修缮工程现场，，提前探访老景观有了什么新变化提前探访老景观有了什么新变化。。

现场探访：泮桥主体完工

“三庙一塔”具体指儒家的文庙、佛教的佑胜教寺、道教的紫清宫
及燃灯佛舍利塔。

今年 6 月 13 日零时起，“三庙一塔”景区按下“暂停”键，全面关
闭。待历史文化风貌整体恢复后，向游人重新开放。改造工程中文庙
泮桥主体已经完成修缮。

该景区共有建筑37栋，总占地面积1.5万余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近
3000平方米。其中文庙1861.9平方米，佑胜教寺及燃灯塔546.33平方
米，紫清宫524.94平方米。近年来，多次进行修缮。

昨日，记者走进修缮现场，探访该景区的最新进度，发现文庙泮桥
主体已经基本修缮完成，还装上了新汉白玉栏杆。

“这次景区修缮工程中变化最大的就是文庙泮桥。以前只有两道
栏杆，桥上还罩着玻璃罩。这次修缮主要是重修汉白玉栏杆、修复砖
券拱桥，对泮池实施修补，使其恢复蓄水功能。”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
究院二所所长曹志国介绍。

此外，考虑到泮池下方渗水严重，工程中还对池底做不伤害文物
本体的密封处理。经过反复斟酌、选材，专家从玻璃钢和橡胶两种成
熟材质中选择了玻璃钢开展保护。

2004年文庙修缮方案也出自北京建工建筑设计研究院。该院有
关负责人表示，当年的修缮理念是“按现状保护泮池泮桥遗址”，玻璃
罩也是从那时罩到了今天。今年的这次修缮工程，则以恢复文庙的历
史文化风貌为主。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泮桥修复背后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原来，实际设计中，因为缺乏通州文庙泮池泮桥规格的资料，是按

北京市现有文庙的泮池泮桥规格设计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拆除了上
部玻璃罩，重新核算尺寸，并深度挖掘资料，希望真实反映泮池泮桥的
原始风貌。同时，对桥面形式和造型也进行设计变更，并在现场支模
放样，经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反复确认后，才进行了石材加工。”该负责
人说，所有的修缮都是按照传统样式和传统工艺实施的。

今后您走到“三庙一塔”景区，一定要“留神”脚下。
文庙区域地砖多为 2004年铺设，损毁比较严重，要按传统做法重

新做地面铺装。可巧，配合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
文庙原有地面也将从大城样海墁，改为大城样细墁地面，不仅规格和
等级更高，更加美观，也更实用，更加抗磨损。

此外，为整体提升景区综合条件，此次修缮还将全面修补景区内
各个文物建筑的墙体、台阶和门窗等。同时，为油漆彩画除尘，归整佑
胜教寺院门，更换破损瓦件，重砌部分院墙等。

慢工出细活！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整个修缮工程的“慢”正是文物建筑对

应相关设计及施工规范的体现。毕竟，从材料选择、样式确定、砌筑及
操作工艺都在严格按传统工艺进行。比如地砖的选择，必须是符合要
求的手工粘土类的青砖，不能采用机制砖。砌筑材料也要使用传统的
灰浆，而不是选用普通水泥砂浆等。

揭秘：泮桥修复有故事

金秋 10月，桂子飘香。通州人的朋友圈里总少不了
晒一张“古塔蓝天大运河”的美景。远望巍峨雄伟的燃灯
塔，与蓝天白云勾勒出一幅大气磅礴的画卷，也让人不禁
想起“支拄幽燕天半壁”的诗句。通州人有多喜爱燃灯塔
呢？大伙儿给它起了个小名，“通州塔”。

1959 年，燃灯塔被公布为通州区第一批文物保护单
位。之后历经多次修缮。2019年 10月，国务院公布第八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燃灯塔并入第六批国家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升级为“国保”。

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距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
是一座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塔。北京大学的著名校园建
筑博雅塔便是以燃灯塔为原型修建的。

大运河北首的燃灯塔与大运河南端的杭州六合
塔遥相呼应。关于燃灯塔的碑文是这样记载的：“燃
灯塔平面呈八角形，通高 56 米，为十三层密檐式实
心塔，砖木结构。 1900 年，八国联军占据通州，塔遭
破坏。1976 年，唐山地震波及通州，塔刹下层莲花座
震毁。1987 年，重修塔底莲花座及各层塔沿儿，并补

铸铜铃。塔身挺拔陡耸，所悬风钟 2248 枚，为最，为
京杭大运河北端标志，1979 年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说一个“冷知识”：燃灯塔与天宁寺塔等高，同为北京
地区最高最大的塔。

世界上现存的古塔多达数千座，中国现存的古塔也有
数百座，而燃灯塔以“七绝”，独具特色。

七绝之一当属其风铃多，达2248枚；其二是神像多，全
塔所嵌砖雕、灰塑神像 424尊；其三是塔刹顶端铜镜大，重
近十斤；其四是塔第十三层正南面当中灶门处所置诗碑位
置高；其五是塔心柱长，原长约9.5米；其六是塔榆奇，不仅
高于其它塔上所长树的高度，且“生死多回”；其七是塔影
垂映于数百米外运河中的奇景。

老辈人谈及北京城来历的时候，有“漂来的北京城”一
说，意指建设北京城的很多珍贵木材都是从南方一船船顺
着大运河运来的。彼时，舟船劳顿许久才能到通州，行船
的人只要远远看见了这座燃灯塔，便知到了通州，也就离
北京城不远了。

燃灯塔升级为“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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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庙一塔”历史小知识
“三庙一塔”位于通惠河河口南岸，占地

1.5万余平方米。儒、释、道三家在这里互为
紧邻而又相互独立，建筑结构呈“品”字形布
局，是国内比较罕见的三教合一的建筑群。

其中儒家文庙居中，规模也最大，体现了
封建体制中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释、道两教
分列两侧，居于辅助地位。这种布局充分体

现了中国历史上三教并存、互通有无的特征，
也体现了大运河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史料记载，通州文庙建于元大德二年，
紫清宫建于明代中期，佑胜教寺不晚于北
齐，燃灯佛舍利塔约在北周时期建立。“三
庙一塔”集佛塔“镇河”，道观“抗旱”，文庙

“兴盛”为一体。

对十年前文庙的建筑重新进行油饰和修缮，
恢复了的文庙之北路建筑——圣容殿、崇圣殿、
尊经阁，还有西路建筑——头门、二门、明伦堂、
东西斋房、训导署、学正署、正殿、文帝祠。加上
2006年，已恢复的中轴线上的建筑，通州文庙逐
步复原历史上清光绪年间既有的历史建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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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次
修
缮
】 2004年

通 州 按 照“ 传 统 工
艺”、“传统材料”的修缮
原则，对文庙进行了两年
的恢复性修缮与复原。

2006年

文庙正式对外开放。当时，对外开放
的文庙主要建筑有棂星门、泮池泮桥、戟
门、大成殿及月台、东西庑、东西朝房、乡贤
祠、名宦祠与圣训亭。

20162016年年55月至月至1010月月

“三庙一塔”景区占地1.5万余平方米，是国内较罕见的三教合一的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