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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刘菲菲 范俊生 武红利）日前，北
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召开视频调度会，下午又
召开第九十四次会议，研究调度疫情处置工作。市委书记、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防
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吉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市
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张延
昆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当前我市出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入应急状态，以更坚决
态度、更严密措施，全力以赴、从严从快抓好疫情处置，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

会议强调，要加快流调，及时锁定密接者和次密接者，第
一时间切断病毒传播链条。相关区要主动筛查，做好重点区
域、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快检快出、全覆盖不
遗漏。统筹调配全市核酸检测能力，做好采样和检测的组织

工作，保持平稳有序。要把溯源作为重中之重，集中优势力
量，精准发力，迅速开展病例病毒全基因组测序比对，加强病
例及关联分析，甄别排查传染源头。

会议强调，要严格管理，依规划定风险地区，对病例所
在的社区、村等区域严格实行封闭管理。加强集中医学观
察点管理，做好发热门诊、急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防院
感工作，严格私人诊所、小诊所、药店监管。对餐饮场所、零
售市场、农贸市场、商超等公共服务行业新入职人员进行核
酸检测。加强社会面防控和检查，做到不扎堆、不聚集、少
流动。

会议明确，市里向相关区派出工作指导组，加强防疫工
作指导。做好各类考试防疫工作，严格落实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测温验码等措施，对重点区考生单独设置考场，做好应急
准备。加强宣传引导，及时通报疫情形势和最新防控要求，
回应社会关切，提醒市民提高自我防护意识。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视频调度会后，蔡
奇赴顺义区、朝阳区检查疫情处置和防控工作。

顺义区南法信镇西杜兰村已严格实行封闭管理，村口
广播实时提醒做好各项防护措施。蔡奇现场检查，要求全
区即刻进入紧急状态，镇村干部全员到位，配齐力量，抓好
社会面防控，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提醒村民注重个人
防护，坚持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等良好
习惯。

随后，蔡奇分别来到后沙峪镇国门一号和朝阳区大望京
公园核酸检测点，详细询问检测进度、人员配备、存在困难等
情况，强调，要做好现场引导和秩序维护，防止人员聚集扎
堆，做到紧张有序、忙而不乱。他对现场工作人员和市民表
示慰问，说，天气寒冷，大家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也要注
意保暖。

市领导魏小东、张家明、卢彦参加检查。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接连召开视频调度会和第九十四次会议

蔡奇主持会议并赴顺义区朝阳区检查疫情处置和防控工作
陈吉宁李伟吉林张延昆出席会议

昨日10时18分，一辆银色复兴号从雄安站准时发车，满
载着旅客开往终点站北京西站。当日，京雄城际铁路大兴机
场至雄安新区段开通运营，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北
京西站至雄安站最快旅行时间 50分钟，大兴机场至雄安站
最快19分钟可达。

京雄城际铁路自北京西站引出，经过既有京九铁路至李
营站，接入新建高速铁路线路，向南途经北京大兴区、河北省
廊坊市、霸州市至雄安新区，线路全长 91公里，最高设计时
速 350 公里，其中北京西至大兴机场段已于 2019 年开通运
营。此次开通的大兴机场至雄安新区段长 59公里，设大兴
机场、固安东、霸州北、雄安4座车站。

候车：可选择地面候车或高架候车
“就盼着这趟车开通，第一时间抢了票来体验。”上午 9

时30分，44岁的雄安安新县大阳村村民胡美英带着8岁半的
儿子，早早来到雄安站一层候车大厅，等待乘坐首发列车到
北京。胡美英曾在北京从事服装行业十几年，“过去坐公交
车从雄安到北京需要两个多小时，坐到木樨园汽车站。高铁
开通后，节省1个多小时，票价也没贵多少。”

随着京雄城际铁路全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运营。雄
安站是京雄城际铁路的终点站，也是雄安新区第一个开工建
设的大型基础设施工程。该站为桥式站，主体共 5层，其中
地上3层、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47.5万平方米。站房外观采
用“青莲滴露”设计主题，呈水滴状椭圆造型。

站内标志性的“光廊”设计，成为热门打卡点。这条宽15米
的“光廊”位于站房椭圆形屋顶，可有效改善地面候车厅的采光、
通风环境。此外，巨大玻璃窗前名为“千年轮”的艺术装置也格
外吸睛，蓝色表盘上随着指针变化显示着往返两地车次信息。

在雄安站乘车，虽然站房空间很大，但是旅客进站候车、
乘车都很方便。铁路进站以地面层为主、高架层为辅，形成
双层立体候车布局，旅客可自由选择地面候车或高架候车。
利用地面层和站台层之间的空间设置出站夹层，实现旅客

“进出分层，到发分离”，提高换乘效率。记者在一层候车大
厅看到，一排排淡蓝色的软包候车座椅已经摆放好，但旅客
们多在拍照打卡。由于开通首日站内旅客较少，三层高架候
车厅暂时没有启用。

记者在重点旅客候车区看到，这里有轮椅候车席位和哺
乳室，儿童候车娱乐区采用温馨的配色系统，选用软包墙裙
保护儿童安全。站内公共区设有 18处第三卫生间，方便重
点旅客使用。（下转2版）

京雄城际铁路昨日全线贯通

50分钟！北京西站到雄安站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北运河（通州段）全线通航重要节点工程之一

武窑桥改建工程开始吊梁

昨日，京雄城际铁路实现全线贯通，北京西站至雄安站最快50分钟可达。记者 潘之望摄

本报讯（记者 孙杰）近日，证监会正
式批复同意在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北京四
板市场）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
让试点。该项试点率先落地北京，标志着
北京“两区”建设又一重点任务取得突破
性进展。

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本质上都是私
募股权投资。北京是全国优质机构投资
者最密集的地区，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有
力支持了北京创新创业企业发展。可与
此同时，私募股权基金也一直面临着“投
资容易退出难”的痛点。

此次试点率先在北京落地，充分体现
出北京“两区”政策叠加的优势。北京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李妍表示，试点
在北京率先落地，跟北京得天独厚的优势
有关。全国优质机构投资者集聚北京，社
保基金、大型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保险
公司、公募基金、大型政府投资基金和母
基金云集，高净值投资人众多。

同时，北京营商环境优越，法治化程
度较高，人才智力资源密集，金融市场基
础设施发达，金融科技实力雄厚，拥有开
展份额转让试点的天然优势。

众所周知，股票不能随意交易，须在
有牌照的场所才能进行。私募股权基金
份额也类似，此前并没有指定交易场所，
只能私下一对一交易。

“份额转让试点要解决两大痛点。”北
京股权交易中心总经理成九雁介绍，一方
面通过试点，解决交易场所的问题，另一
方面则要解决最优价格的发现问题。“有
合格投资者报价，才有利于发现最优价
格。”他表示。

“试点相当于为私募股权基金退出增
加了一条有效渠道。”李妍表示，试点将有
助于拓宽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退出渠道，
形成行业“募、投、管、退”良性循环的生态
体系，畅通资本循环，促使资本“转起来”。

“退出资金可进行再投资，形成良性
循环。如果退出不畅，就相当于资金沉
淀。”李妍认为，试点最大的意义就是打通
退出渠道，让这些资金更加高效地转起
来。而这一“堵点”的打通，也有助于吸引
更多“耐心资本”来支持北京创新发展。

份额转让试点对行业将会有什么影
响？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倪正东认
为，股权投资在中国发展了二十年的时
间，特别在最近十年发展速度飞快，大量
基金也到了该退出的时候，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存量资产，需
要去整理。

“北京率先试点是整个私募股权基金行业的里程碑事件
之一，也是今年整个私募股权基金行业最大的事件之一。”他
表示，行业对此也满怀期盼。

截至 11 月底，注册在北京的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有 4357
家，管理基金15492只，管理规模3.57万亿元。从各个统计口
径看，均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左右。“北京的试点若能产生积极
成效，将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良好的示范作用。”中国证监会北
京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试点将通过不断探索，把整个产业链条搭建起来，不断
填补政策空白。成九雁介绍，目前北京股权交易中心已按照
监管要求，配套制定了登记托管、转让、客户适当性、信息披
露、风险防控等管理制度，预计首单转让项目将在近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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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古通州
杨家毅

通州因大运河而得名，通州城也因漕运而兴盛。明清通州城的修建和完善又与保护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
那么，古代的通州城究竟是什么样子？
过去，通州地区流传这样的民谣：“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湾。”形象生动地

描述了明清通州城与漕运的联系。

“通州”之名源于“漕运通济”
有“天子之外仓”之称

在故纸堆里，我们翻出一份绘制于清光绪九年（1883
年）的通州城池图。图中的通州依水而建，以北运河、减水
河为主的河流围绕在古城四周，成为天然的护城河。

古城共有五个城门，每个城门外均建有半圆形的瓮城，
其作用是加强防御，防止敌军对城门的冲击。城内建筑带
有浓重的漕运风格，众多的衙门均与漕运有关。城北有高
耸入云的燃灯塔，正如清代诗人王维珍所赋之诗：“云光水
色运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
通州。”

通州之名来源于“漕运通济”。金朝建立后，为了金朝
版图南扩，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公元 1151年，完颜亮命
大臣张浩扩建燕京城，并开始利用潞水向燕京运输物资。
各种物资需要经潞县中转而后再运至燕京城，鉴于潞县的
物资转运枢纽地位，潞县升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即
通州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漕运。

在历史上，通州地位独特，其城市功能紧紧围绕漕运和
仓储而运转。通州是漕运仓储之重地，通仓地位独特，有

“天子之外仓”的称谓。明清时期，通州城经过四次大规模
的建设和完善，每次建设都与保卫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
不仅如此，通州城的城市格局、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都与服
务和保障粮仓的正常运转有直接的联系，可以说，明清时期
的通州城就是一座因漕运仓储而兴盛的城市。

通州地区有过四座古城，这和通州在古代
的县治区划有关。而通州古城的第一次大规
模建设，则是明代开国第一功臣徐达下令的。

徐达率军北伐，攻占通州后，命令孙兴祖
主持修建通州城。史载：“通州城，明洪武元
年（1368年），裨将孙兴祖因旧址修筑。”这里
修建的通州城后来称为旧城，城墙采用内填
夯土，外层包砖建筑工艺，既美观大方，又坚
固结实。城墙周围九里十三步（步为古代长
度单位，明朝时的一步等于五尺，十三步为六

丈五，也就是说，城墙的周长为九里，再加上
六丈五），垛墙高三丈五尺。

孙兴祖修建的通州城在四个方位各有一
门，门各有楼，在门楼上悬挂着名字，东曰通
运，西曰朝天，南曰迎薰，北曰凝翠。细细品
味，含义深远。

明初修建通州城后不久，为了保证迁都
后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供给，朝廷在京
城及周边建置了足够的粮仓。在通州设有西
仓、中仓、东仓、南仓四大粮仓。按照规定，每

个卫仓“各就一处，各筑垣墙，每仓各置一门，
榜曰某卫仓屋，三间为一廒，廒后置一门，榜
曰某卫某字号廒”。

宣德以后，为扩大储存容量，朝廷多次下
令增置通仓。如宣德六年（1431 年），增置北
京及通州仓。正统元年（1436年），定通州五卫
仓名，在城中者为大运中仓，城内东者为大运
东仓，城外西者为大运西仓，并令修通州等仓
143间。大运东仓仅有神武中卫1个仓，其后大
运东仓取消，神武中卫东仓并入大运中仓。

由于明朝正统年间修建的通州新城是
在紧急情况下进行的，新城城墙不及旧城一
半高。于是，到了正德六年（1511 年），在巡
抚都御史李贡的主持下，开始了对通州城的
第三次修筑。这次修筑主要是将新城加高，
并与旧城连接起来。史料记载主要工作是

“新城旧基，增筑五尺，其外为砖，内实以
土，上复为垛墙，六尺有咫，而长广皆如其
数。又为敌台，其西南为瓮城，重门悬桥，皆
旧所未有。”

通过三次修筑，通州城规模更加庞大。
而此后的重修通惠河，更是加重了通州在漕
运中的地位，使通州更加繁华。

元代郭守敬开凿的通惠河，到了元末明
初，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日渐荒废，通州至
京师粮米皆由陆运。陆运不仅运费高昂，而
且容易受到自然天气的影响，不能及时到达

京城。通仓储漕粮，若有敌兵越关，轻骑兵几
日便可到达控制粮仓，则京师危险。鉴于此，
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向嘉靖皇帝建议重修
通惠河。

疏浚工程于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四日
开工，五月二十二日竣工，历时三个多月。重
修后的通惠河在通州境内没有沿用元代的河
道，而是利用了金代闸河故道，至通州城北汇
入北运河。自此，通惠河河口由张家湾移到
通州城的东北。新开通的通惠河不仅便于为
京城供应物资，保障都城安定，也促进通州城
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通州粮仓的安全得到
保障，储粮也进一步增加。

而通州新旧城的合二为一，则是在清
代。乾隆三十年（1765 年），总督方观承奏请
朝廷重修通州城，拆掉旧城的西墙，将新城和
旧城合二为一。其具体情况是：“旧城西面，

拆去一百八十二丈，周围实长二千七百七丈
五尺，并添建女墙一丈六尺。”至此，明清通州
旧城与新城合二为一。新修缮的通州城形制
统一，城根均为二丈三尺，城顶为二丈。此时
的通州城共有五门，都建有重檐城楼。通州
城五座城门，分别是旧城的“通运”（东门）、

“迎薰”（南门）、“凝翠”（北门）和新城的“望帆
云表”（南门）、“五尺瞻天”（西门）。至此，明
清通州城形制最终被固定下来。

从通州城的变化可以看出，明清通州城
的修建和完善与保护通州粮仓有直接关系，
也可以说通州因大运河而得名，通州城也因
漕运而兴盛。过去，通州地区流传这样的民
谣：“通州城，好大的船，燃灯宝塔做桅杆。
钟鼓楼的舱，玉带河的缆，铁锚落在张家
湾”，这首民谣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明清通州城
与漕运的联系。

通州自古就是水陆交汇之地。京通之间
除了通惠河等河道相通，陆上也有道路相连。

清代，雍正皇帝命令修建通州至朝阳门
的石道。该工程始于雍正七年（1729 年）八
月，至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告竣。石道“计
长五千五百八十八丈有奇，宽二丈；两旁修土
道各宽一丈五尺，长亦如之。其由通州新城、
旧城至各仓门及东西沿河两道，亦皆建修石
路，共计长一千五十余丈，广一丈二尺及一丈
五尺不等。费帑金三十四万三千四百八十四
两有奇。”

这条石道是什么样子？咸丰十年（1860
年），法军上校杜潘曾在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路面由大块的石板铺成……路的两边，每隔
一段距离就有几座白色大理石石雕，这些雕
像的形态奇特且充满想象力。石雕的主题都
是相同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大理石乌龟，乌

龟的背上驮着一根方形石柱，石柱上雕刻着
一些五爪的大龙，它们弯曲着相互缠绕在一
起，形态奇怪。”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京通间的石道
不仅有实用功能，而且还体现着王朝的威
严和盛世气象。这条石道在清朝发挥了重
要作用，便利入京运送漕粮的车辆，加强通
州与京城的联系，是通州通往京城的重要
基础设施。

值得一提的是，该石道不仅连通了通州
和朝阳门，而且通州新城、旧城至各仓门，也
修筑了石道，这样就极大地提升了通州城市
主干道路的水平。朝鲜使臣记载：“市街排列
石路过侧，车不得方轨。”由此可见，政府对石
道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市场只能分布在石道
的两侧，而不能占道经营。为保证道路通畅，
车辆不能并排行进。

来往通州的官员文士、商贾使臣对明
清时代的通州城有很高的评价。如一朝鲜
使臣在日记中写道：“从州北门入内城门，
十字街口，建一座牌楼，上面书‘日下衝繁
第一州’，盖第一要冲繁华处也。城内通衢
皆瓮石为道，直抵朝阳门外。凡四十里，左
右旗亭酒楼，丹碧连天，帘幕临江。城东门
内一亭，亭独出，影卧江面。余有诗曰‘亭
似高帆城似岸，通州全在夕阳中’，真夕阳
佳景也。”

遗憾的是，此石道后被破坏殆尽。民国
三十年（1941 年）前后，通州城内石道就几乎
不存在了。《通县志要》记载：“（当时）由城内
牛市至西门外三间房一段，民初修京津公路
时拆去。其西仓至新城南门一段，亦同时拆
去。由牛市至旧城南门一段，系冀东伪政府
拆去。”

明初军力强盛，明成祖曾先后五次亲征，
北伐蒙古，并使得明朝成为瓦剌和鞑靼的宗
主国。但到了明英宗时期，北部边境屡受威
胁，甚至连北京也屡遭兵危，而作为仓储重地
的通州，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如何保护粮草的
问题。

正统十四年（1449年），粮储太监李德、镇
守指挥陈信向朝廷奏请修建通州新城，目的
就是保护西仓和南仓。因为在这一年，历史
上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蒙古族瓦剌
部首领也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进犯。

也先率军来势汹汹，意图占据通州粮仓
获得补给，再围攻北京。当时通州各仓尚存
有约 1900万石的粮食，如果这一笔巨大的战
略物资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有人
建议立即放火焚仓，以免资敌。而总兵官、昌

平侯杨洪等提出防御敌寇的三条策略，其中
一条为“通州河上在仓粮料，除攒运入城，尚
有一千九百余万石，卒难搬运。宜将在京并
通州军人等，半年粮米，俱各预先关支……”杨
洪的策略被采纳，兵部侍郎于谦决定坚壁清
野，在敌人到来前把通仓储粮全部运进京城供
守城军民食用。于是他奏请代宗朱祁钰，给京
城官员发放9个月的俸粮、给守城士兵发放6个
月的饷粮，让大家自己到通州领取，并且还发动
百姓协助政府运粮，凡能从通州官仓运粮20石
交给京城官仓的百姓，发给白银一两。此令一
下，全京城的军民登时忙得热火朝天，通州到
京城的道路上，运粮的队伍汇成一股洪流，白
天车马相接，夜里火把通明，仅仅几天的工
夫，就把通州粮仓搬运一空。

经过此次兵危，粮储太监李德主张修筑

通州新城，保护通州粮仓。如果说徐达下令
建城是第一次大规模修筑通州城，那么从正
统十四年（1449 年）到景泰元年（1450 年），为
应对战乱而仓促修建的新城则是第二次修筑
通州城。新城是什么样的呢？史料记载“新
城……甃以砖，周围七里有奇，东连旧城西
面。为门二，一曰南门，一曰西门，各有楼，高
止丈余，不及旧城之半。”由于当时面临蒙元
余部对京城的威胁，该工程属于在紧急状态
下仓促进行，在形制上不很讲究，主要考虑实
用性。

通州新城建好之后，朝廷在通州大规模
修缮和增置仓廒。如景泰四年（1454 年），修
造大运中仓，六年（1456年），增置通州仓。后
为保护通州粮仓安全，朝廷又屡次修缮加固
通州城。

防御外敌二次建城 为保通州粮仓修筑新城

徐达命令修建通州城 通州设西、中、东、南四大粮仓

再修新城重修通惠河 清代新旧城合二为一

“日下衝繁第一州” 京通间石道相连

《潞河督运图》描绘了乾隆时期各省份漕粮抵达北京通州时的繁忙景象，反映了清代通州城的繁荣。

张家湾古城墙遗址张家湾古城墙遗址。。

俗称萧太后桥的通运桥俗称萧太后桥的通运桥。。

““三庙一塔三庙一塔””古建筑群古建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