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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文化》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日前，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市委书记蔡奇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在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
会上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
度，深刻分析了“两个大局”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
形势，明确提出了“十四五”开局之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
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为我们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
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形
势判断和明年经济工作决策部署上来。

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今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沉着应对，不仅疫情
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答
卷。习近平总书记概括的“五个根本”体现了党中央对在严
峻挑战下做好经济工作规律性认识的不断升华，弥足珍贵，
我们要长期坚持。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
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科学指
引，有党中央在危难时刻的权威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的根本保障。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会议强调，要正确判断和把握明年经济形势。理性辩
证把握国内外环境面临的深刻变化，强化底线思维、风险意
识，做足充分准备。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
础雄厚，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继续发展具有多方
面优势和条件，坚定必胜信心，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在应对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中发展壮大自己。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
体要求和政策取向，扎实做好明年经济工作，确保“十四五”
开好局，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率先探索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
效路径，明年要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保持战略定力，
安排各项指标时兼顾需要与可能、当前和长远，更加注重质
量和效益，实现行稳致远。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常态化疫
情防控，防范化解各种风险隐患。

会议强调，要结合北京实际，不折不扣落实好党中央
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部署。建设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办好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实现
更多“从 0 到 1”突破，为落实国家战略作贡献。抓住“两
区”建设机遇，坚持一盘棋统筹、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

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创造
新需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拓展投资空间。建设全
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积极发展工业
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支持基于数字技术的新业态新
模式发展。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持河北雄安
新区建设，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打造“轨道上的京
津冀”。推进绿色北京建设。持续抓好“一微克”行动和区
域联防联控联治，与臭氧协同治理，实施二氧化碳控制专
项行动。继续推进大尺度绿化，保护好耕地。进一步注重
解决民生问题。落实“四不摘”要求，助力受援地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
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有效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
有产权房供给。认真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会议要求，牢牢把握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全面领导的要
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从讲政治的高度做好经济工作，善
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对党中央决策部
署扭住不放、狠抓落地。着力提高专业化能力。围绕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两区”建设、数字经济发展等方面补课
充电，树立国际视野，优化知识结构，努力成为行家里手。
办好构建新发展格局讲座。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把更
多精力放在抓落实上，加强督查，务求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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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薇）日前，随着机器的
轰鸣声，东六环改造工程“京华号”刀盘“挺
身而起”，在吊装机械臂的牵引下，从组装场
地缓缓移至始发井井口并成功下井，准确降
落在预定位置。

“京华号”盾构机刀盘位于盾构机的最
前部，用于切削土体和硬岩。刀盘直径 16
米，总重量 530 吨，上面有常压可更换撕裂
刀、切刀、边缘刮刀等上百把刀具。“刀盘自
重大，由平躺转为垂直这个翻身动作是今
天吊装工作的难点，而吊装这个庞然大物
需要用 1250吨和 500吨两台巨无霸级别的
履带吊。”项目现场技术负责人孙旭涛告诉
记者。

刀盘吊装下井是整个盾构机组装的关
键环节。15时30分，两台履带吊联合作业进
行抬吊，刀盘缓缓离开支撑柱。随后，较大吨
位的履带吊负责提升刀盘顶部，小吨位的履
带吊负责控制刀盘下部位置。在保证绝对安
全后，16点04分，刀盘表面开始慢慢“翻身”，
荆轲京剧脸谱逐渐展现出来。45分钟后，刀
盘完成“翻身”垂直于地面，开始从组装场地
缓缓移至始发井井口。18点50分，在吊装机
械臂的牵引下，刀盘缓缓下降，准确降落在
预定位置，顺利完成下井。

据了解，“京华号”盾构机总重量 4300
吨，第一个部件从本月 1日开始吊装下井，
目前已经下井设备重量接近 3500 吨，超过
全部设备的三分之二。其中，吊装重大部件
的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待刀盘定位安装后，

“京华号”盾构机将开展管线联接、调试等后
续工作。

本报讯（记者 代金光 通讯员
周星）城市副中心稳外贸进出口持
续向好。记者昨日从通州区商务局
获悉，今年以来，通州区持续优化投
资营商环境，为外贸企业提供全方
位“管家式”服务，力促外贸企业稳
定发展。前 10月，通州区进出口总
额达到123.7亿元。

“为进一步落实六稳、六保工作
要求，我们多措并举，不断加大稳外
贸工作力度，加强调研和形势预测
分析，主动上门为企业送政策，送服
务。”通州区商务局局长李霞表示。
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通州区完成
出口48.2亿元，进口75.5亿元。

通州区外贸稳定发展主要得益
于，在加强对重点企业监测方面，当
好企业的服务管家。据介绍，通州
区商务局完善外贸企业信息库，密
切关注重点联系企业运行情况，及
时掌握外贸企业在手订单动态，做好
疫情等影响分析预判。截至目前，全
区26家重点外贸企业均已纳入商务
部统一业务平台外贸监测系统。同
时，为帮助企业解决经营中遇到的困
难，通州区积极组织企业申报市级

“抗疫情稳外贸”专项贷款，30余家企
业填报疫情期间融资需求，共申报专
项贷款金额达3700万元。

在做好政策的宣传贯彻上，通
州区助力企业更好地开拓国际市
场。“我们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外贸
政策宣讲，加强应对稳外贸、出口
信用保险、优化营商环境等政策宣
传，并组织 100 余家企业参加市稳
外贸促发展等线上培训，助力企业
保订单，稳出口。”李霞说，通州区
还组织 300余家企业参与服贸会等
各类展会，在进口博览会上，企业
累计达成采购意向签约额 96525 万
美元。

不仅如此，通州区还拓展信保
业务范围，为企业出口保驾护航。

“我们联合中信保主动上门送政策、
送服务，实地走访了多家重点外贸
企业，重点介绍了出口信用保险这
一政策性金融工具在风险保障、融
资便利、信息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并
积极帮助企业在交易成本和交易风
险上实现双降。”李霞介绍。目前，
通州区共有 113家外贸出口企业投
保出口信用保险，除 10家企业自付
费投保外，享受政府免费保单企业
达10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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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强）作为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之一的
图书馆项目，日前完成了首根钢柱的安装工作，整个项目
将安装 144 根，每根钢柱未来都将被装饰成“树干”，加上
屋顶以银杏树叶片为灵感的伞盖结构，为市民营造出“森
林书苑”的观感。城市副中心图书馆设有古籍文献馆、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开架阅览区、智慧书库、报告厅等功能分
区，日接待量约为5000至8000人次，计划于2022年12月底
完成工程竣工验收。

城市副中心图书馆建筑面积约7.5万平方米，地上三层，
地下一层，建筑高度22.3米。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1000多名
工人正紧张施工。项目部划分了5个施工区，每个施工区内又
有多个施工小组同时作业，每个小组都有安全生产责任人，这
种分工不仅便于精细化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工期。目
前，部分地块已经冲出“正负零”，进入地上施工阶段。相关负
责人介绍，预计春节前整个项目都能冲出“正负零”。

图书馆项目的首根钢柱，就立在工地西北角。记者发

现，钢柱的一部分是实心柱，起支撑屋顶的作用，另一部分
则被设计成了空心，将成为上下水的通道，不仅能使屋顶排
水更加顺畅，还能让整体建筑更加美观。为了节省工期和
安全生产，项目部将 20多米长的钢柱在工厂内分段加工，
随后运至现场进行拼接，最后完成整体吊装。

依据效果图，这座“森林书苑”内部，将呈现“山谷门厅”
的景致。在南北大门之间，有一条蜿蜒的主通道，两侧的区
域形似山坡上的梯田，每一层都可供市民阅读休闲，让读者
仿佛置身于森林环抱的山谷之中。图书馆外，就是占地
11.2平方公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山谷门厅”的设计，将
森林景观与图书阅览区融为一体，形成极具亲和力的公共
开放空间，为读者营造一个舒适放松的阅览环境，进一步增
进了图书阅览的人文体验。

图书馆的南北两侧，采用玻璃幕墙设计，最大限度提
升采光能力。据了解，运输、存放、安装这些玻璃，将成为
工程中的一项难点。（下转2版）

城市副中心打造“森林书苑”
预计2022年年底完成竣工验收

在两台巨无霸级别的履带吊密切配合下，直径16米
的荆轲脸谱刀盘“翻身”准备下井。 记者 常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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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庄村老村长孙玉坤如今已经80岁了，对家
门口这几条河如数家珍。“我七八岁就学会了游
泳，常在小中河游泳。因为这条河水相对比较
浅，离我们村也近。那时候水清鱼多虾也多，在

水里忙活一中午能摸到一脸盆鱼虾，够全家人美
美吃上两顿。”老村长说，虽然水性不错，但就怕
发大水，咆哮的河水“蹦起”两米多高，淹了庄稼
和房子，据说 1939年那次的洪水最凶猛，把土炕

和房子都泡坍了。1956年发过的一次洪水，村西
京承铁路下的枕木都漂了起来。“当然，有水害也
有水利，那些年每逢干旱，村民们不急，浇地用水
直接就从河道里抽，方便得很。”

通州村名与树木有关的村庄有 20多个，其
中有几个村名皆因护河植树而来，如西集镇的儒
林村、肖林村和陈桁村，还有漷县镇的榆林庄村，
都是为了运河堵口、护岸、砸木桩需要而形成的。

儒林、肖林和陈桁都在运河左岸，原来这些
村名中间也有一个“家”字，称为儒家林、肖家林
和陈家桁。古代，运河经常泛滥，冲毁堤岸，既
影响漕运又淹没田园，须及时用大量树干和枝

条，砸桩挡土，堵口护岸。于是，朝廷指定官员
在河道险处的岸边栽植树木，节省时间，以防不
虞能就近伐树取用。

榆树木质坚硬不易浸朽，所以当时多种榆
树。在护河的榆树林旁形成的村子就叫榆林
庄。有明确管理官员的树林边形成的村子则以
姓氏命名，儒姓官员管理的树林旁就是儒家林，
肖家林亦是如此。

通州五河交汇处曾聚六条河
本报记者 张丽

通州自古以来多河富水，境内有十三条河

流盘曲蜿蜒，势若游龙，潮白河碧波千顷，渔歌

唱晚；大运河“铜帮铁底”，举世闻名；温榆河碧

水悠悠，美不胜收，条条河流润泽着通州大地。

您可知道，今日备受瞩目的五河交汇处其实曾

汇聚了六条河？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五河交汇五河交汇··探访探访

五河交汇五河交汇··名称名称

五河交汇五河交汇··大光楼大光楼

五河交汇五河交汇··记忆记忆

河道分四岔
“镇水兽”守望

站在东关大桥向北望，目光所及，一座高大的
仿古建筑屹立在运河畔，沐浴着冬日的余晖。通
惠河从西向东蜿蜒而至，穿过通济桥与北运河相
汇，一头“镇水兽”坚定地守望着这段老河口。

循着水源一路向北，约两公里之后，就看到了
永顺镇范庄村南的一条河道，在这里能看到河道
在不同方向分为四个岔口，河边则立有一块京杭
大运河文物保护碑。该村党支部书记金玉国指着
村南的河道说：“站在这儿能看到四条河，小中河
从东北流来，温榆河从西北流来，运潮减河向东南
流去，在此和北运河相汇。”范庄以南这四条河加
上通惠河，构成了现在广为人知的“五河交汇”。

但要细论起来，其实这当中涉及六条河流。
史料记载，在1939年以前，古代潮白河流经范

庄村至通州城北与温榆河合流。源于怀柔山区的
小中河，经顺义流到通州城北，在永顺镇李庄村汇
入古代潮白河。1939年，潮白河夺箭杆河南下，脱
离北运河水系。到了 1958年，古代潮白河故道改
称中坝河，小中河也在李庄村汇入中坝河再流经
此地，所以说五河交汇中的小中河其实汇聚了小
中河和中坝河两条河。

未幸存的大光楼
别称好几个

北京物资学院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陈喜波介
绍，大光楼在历史上号称“潞河第一观”。始建于
明嘉靖七年，即公元1528年，位于运河与通惠河交
汇处，有好几个别称。因明清两代，户部坐粮厅官
员在石坝码头验收漕粮，大光楼为验粮官员休息
之所，所以有别名验粮楼。大光楼位于运河边，也
称河楼。又因为大光楼坐落于验粮的石坝码头东
南，故此也叫坝楼。

遗憾的是，大光楼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烧毁，
未能保留下来。而北运河停运后，河西岸不断向
东延伸了数十米，原大光楼建在如今的滨河路西
侧，而非东侧。当年，通济桥、大光楼、燃灯塔均在
大运河边，桥影、楼影、塔影交相辉映，美不胜收。

北运河“曾用名”真不少

陈喜波介绍，《水经注》中，温榆河记载为“湿
余水”，后来易名榆河、温榆河，别称富河。

运潮减河西起北关分洪闸，东至潞城镇东
堡入潮白河，是连接北运河与潮白河的人工排水
河道，用以减轻北运河的压力而得名。这条河
1960年开始施工，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
党和政府为保障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减少
水患，带领人民修建了这条河，于1964年竣工。

而通惠河在金代叫闸河，是为向金中都运
粮而开凿。这条河汇流了西山的泉水，经金中
都北城壕，一路向东流淌，至通州入潞河。元代
郭守敬重新开凿通惠河，明嘉靖年间吴仲重新
疏通通惠河，通惠河漕运延续至清末。今日的
通惠河成为北京城的排水河道。

北运河则是几条河中冠名最多的一条河，
曾叫沽水、潞河、白河、潮白河、自在河……一条
河历史上冠名众多，并不多见。在众多河名中，
潞河一名所用时间最长，至今，通州尚有潞河中
学、潞河医院等单位以此命名。

今日北运河之名是从清雍正四年，即 1726
年开始，由潞河更名而来，一直沿称至今。

根据郦道元《水经注》记载，当时有沽水、
鲍邱水两条河流经路县，分别称作东潞水和西
潞水。这两条原来分流各自入海，北魏时在潞
县合流，称作潞水。到了元代，易名为白河，因
河床白沙片片，不长青草得名。此外，因这条
河河道在京东平原上迁徙无常，摆动不定，也俗
称“自在河”。

明嘉靖七年，吴仲重新疏凿通惠河，该河口
于通州城北入北运河，在通州城北关外设石坝、
土坝，分别转运入北京仓漕粮和入通州仓漕
粮。漕船可沿潞河直抵通州城下。大运河通称
漕河，自通州至杭州迢迢河道，因河、因湖、因闸
和因地，不同河段又有不同称呼，而自通州至天
津这段运道是用白河漕运，所以潞河又称作白
漕。明代，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俗称里河。对
里河而言，自通州至天津的潞河就俗称为外
河。潞河流经张家湾一带，由通惠河、萧太后运
粮河等 4条河汇流而成，河面极宽，水势更涌，因
而张家湾以下潞河又称为泗河。

由此可见，北运河自秦汉至今历经了2400余
年，从最初的沽水到今天的北运河，冠名繁多。

就怕发大水，淹了庄稼和房子

通州60余个自然村因运河命名
本报记者 张丽

通州人视大运河为生命、为骄傲，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怀。

三千里悠悠大运河，牵六省市，挽五江河，领世界开凿之先。大运河沿岸村庄千千万，然而

您知道大运河首第一村在哪儿？

《通州地名谈》一书中记载的答案是原永顺镇新建村。究其原因，可能是通州位于大运河的北起

点，而新建村原址就位于大运河的源头。不过，如今的新建村村民全部拆迁上楼，迁到了距离此地西

北两公里远的北京物资学院旁边。

不仅如此，该书记载着通州有500多个自然村，其中与河流和漕运形成有关的村名多达60
余个，今日就拣几个说说。

因河流成村因河流成村

在通州中部，古运河东来北转的地方，有一
个驰名中外的村庄——张家湾。

张家湾曾是大运河北端的码头，大多中外
使节出入北京必经之地。秦汉时期，潞水从通
州城东南流到此转向东流，形成一个近乎直角
的弯儿，又有清泉河（今永定河东支）从西而
来，与潞水相会，所以这儿的湾流又宽又深，自
成一处天然河港。至元二十二年，漕运万户侯
张瑄首次指挥海船运输漕粮从渤海湾驶入海河，

沿潞水逆航至此湾停泊，再往北的河道因水浅不
能行船，只好在这儿调用大车，从陆路转运至大
都城。一直到明代永乐至嘉靖七年，此湾附近形
成了一个较大的村落，因元代张瑄督海运至此而
取名张家湾。

无独有偶，西集镇吕家湾的来历和张家湾
如出一辙，也是因在河道弯曲处建村而名。还
有西集镇和合站、张家湾镇里二泗也是因运河
得名。

因漕运成村因漕运成村

因护堤而名因护堤而名

依托大运河的漕运功能，历史上沿线设置不
少“厂”，或作生产，或作仓储。通州带“厂”字的
村名也有好几个，比如皇木厂、竹木厂、砖厂等，
多因朝廷或地方政府设置的各种厂而命名，在厂
旁形成的村落，就以厂名为村名。

先说皇木厂吧，通州有两个皇木厂，一南一
北，都在大运河畔。南边的张家湾镇皇木厂村，还
得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修建北京城说起。

当年，大批官员前往大江南北采伐楠木、铁
梨木、柏木等珍贵木材，沿大运河运至张家湾码头
存储。岸储木材需要建厂管理，再由此调运到施
工现场，以满足北京建宫殿、王府、坛庙等工地的
需要。当时这里昼夜人喊马嘶，一片繁忙，此地
也因存放皇家所用木材而名皇木厂。

皇木厂南面的运河岸边，还有朝廷设的上下
盐厂、花板石厂、江米店等，众多的货栈形成了一

座村落，最初未定村名。到了清嘉庆年间，运河
改道，货栈从张家湾码头北移通州城北，这儿便
独立成村，因皇木厂名气最大，便以此命村名。

至于北面永顺镇的皇木厂，也是因存放皇木
而得名，只是此厂是在明嘉靖七年吴仲重修通惠
河和疏浚张家湾以北运河以后建的皇木厂，比张
家湾镇的皇木厂晚建了120多年。

除了皇木厂，以建京所需建材而形成的村
庄，还有梨园镇的砖厂，永顺镇的金砖厂和竹
木厂。砖厂村是明代运河中码头旁存放南方
所造城砖的地方，金砖厂是明代后期与清代存
放南方所造宫府墁地砖的地方。竹木厂则是
建北京各工地和官民办事搭棚所需南方竹木
的存储地。

还有张家湾镇的瓜厂，是以主要存放销售南
方所产木瓜市场而名。

因堵口护岸而名因堵口护岸而名

因码头市场成村因码头市场成村

除了与河流和漕运直接相关的村名，还有
直接因码头得名的村庄，如上马头、马头和双埠
头等。此外，还有因运河码头市场形成的村子，
例如西集、辛集和尚武集。

整个通州自然村逾 500 个，带“集”字的村
名却只有3个，即西集、辛集、尚武集。不过，这
三个“集”，内容却各不相同。

西集原名西仪集，因草木丰盛，盛产木材，
形成木材市场而名。

辛集原名新集，大运河由此往上浅滩较多，
为保障漕运，往往不准商船通行，遂在这里设了

临时商船码头，百货在这里交易形成了市场，
对原来的西仪集而言，这儿是新的集市，成村
后就以新集为名。清代因“新”字与皇姓同，
改为辛集。

和前两个大运河货运市集形成的村落不同，
漷县的尚武集村很有意思，集如其名，确实因武而
集。《通州地名谈》中认为，尚武集村不大，相传晋
代这里曾建有一座很大的寺庙，辽代建有一座塔，
每年四方游僧来此集会，切磋武艺。后各地客商
游人相继至此经商，逐渐发展成庙会集市，故得村
名尚武集。

通州还有“四楼两堤”，是因大运河护堤而
名的村庄。

通州有几个村庄名称中有个“楼”，西集镇
有耿楼村，漷县镇有王楼村，潞城镇有谢楼村、
崔楼村。都在乡间，为何取名“楼”？您别误会，
这并不是因为村里某户富裕人家建楼房而命
名。其实，这些村名里最初中间都有一个“家”
字，原称耿家楼、王家楼、谢家楼和崔家楼。

据说在明清两代，朝廷为了防备河道决口
淹没村庄田园，每到雨季，就设防汛机构。沿紧

要河道关键河段两侧，驻防兵丁或吏役，昼夜瞭
望护守河岸，一旦发现水涨危险，便组织防护。

同时，为防止河水溢出，还在河道两岸的洪
泛区边缘筑起长堤，堤随河道走向弯弯曲曲。古
代将狭窄长曲的堤防雅称为“楼”，负责一段河堤
的吏役或兵丁首领所居住的村庄，就以其所管的
堤段为名，称“某家楼”。崔家楼、谢家楼与耿家
楼都曾在大运河畔，王家楼则是在港沟河畔。

同理命名的，还有漷县镇的马堤村、杨堤
村，不过却是直接以堤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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