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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运河考古
本报记者 张丽

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
之一，它横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
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八个省市，
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
济命脉。大运河北京段纵贯千年，
途经七区，在北京城的发展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

近年来，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在大
运河沿线开展考古工作，先后在白浮
泉、万寿寺、玉河通惠河、西板桥、清
固伦和敬公主园寝、路县故城、大运
河故道、小圣庙、善人桥等文化遗产
取得重要成果，遗产类型包括河道、
闸、堤、桥、码头等运河水工遗存以及
与大运河文化意义密切相关的城址、
寺庙等。

上周，我们探寻了部分点段的考
古成果，本周我们继续沿着北京大运
河，寻找重要的考古发现。

大运河故道、小圣庙和善人桥遗址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还发现了一段总长约3000米、宽160
至320米的运河故道遗址。

该段遗迹应为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以前的大运河故
道。这一发现对中国古代漕运研究、运河变迁史具有重要意
义，是元、明、清三朝大运河漕运兴衰的明证。

在小圣庙遗址考古发掘出前、后大殿及北侧庙门基址共
三处，北门外踩踏面一处，残存北、东、西院墙三处。

根据乾隆时期通州志记载：“小圣庙，一在州北门外，一
在张家湾。”目前发掘区所在地区当年属张家湾，清理的寺庙
遗址应为《乾隆通州志》中记载的小圣庙。小圣庙是大运河
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的庙宇遗址，对研究漕运
史、民俗史具有重要价值。

张家湾古城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北京段的一处重
要节点。为了解张家湾古城城址的基本形制与埋藏、保存
状况，近年来对该城址的南城门、南城墙、东城墙等进行了
考古勘探、试掘，初步明确了城址相关遗迹的具体位置与保
存状况。

张家湾镇瓜厂村发现了善人桥遗址，其东西券石正中的
题刻显示该桥为“大明万历三十三年建，陈进儒监造”，与相
距仅1.4公里的张家湾通运桥题刻内容完全一致。善人桥与
通运桥均为大运河水系上的重要桥梁，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
河北京段重要的水利工程遗迹，对推进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保
护、传承和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古塔凌云”燃灯塔

在通州老城区的东北角，有一座古塔非常显眼，这便是
燃灯佛舍利塔。在元明清三朝，看见了燃灯塔，就等于到了
通州城，这是通州的“地标”。清朝的王维珍有诗云：“无恙蒲
帆新雨后，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塔早已和运河一起，成为
了通州的名片之一。

明朝嘉靖年间的《通州志略》中记有通州八景：古塔凌
云、长桥映月、二水汇流、波分凤沼、万舟骈集、柳荫龙舟、平
野孤峰、高台丛树。“古塔凌云”，指的正是燃灯佛舍利塔。

2019年10月，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了《第八批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名单》，11处京籍文物榜上有名。其中，已经1400
多年的通州燃灯塔升级并入第六批国保单位大运河。

燃灯塔所在的这片建筑群被称为“三庙一塔”景区，包括
文庙、佑胜教寺、紫清宫及燃灯塔，该景区与大运河森林公园
和运河公园三大景点为主的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正在创建国家级5A旅游景区。

记者从通州区文物管理所了解到，“三庙一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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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清宫建筑面积 524.94平方米。近年来，多次进行
修缮。

去年 6月 13日零点起，“三庙一塔”景区按下“暂停”键，
全面关闭。随后，通州区文旅局委托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
司在景区先后启动通州三教庙电气线路改造工程和文庙泮
桥及地面铺装修缮工程，竣工后紧跟着启动了“三庙一塔”环
境整治工程。

此次景区文物修缮工程中，除了全面修整各处文物，更
重塑了文庙部分历史格局，包括院墙和门楼等，并恢复西塔
胡同。期间，对景区内各个文物建筑的墙体、台阶和门窗等
全面修补，油漆彩画除尘，归整佑胜教寺院门，更换破损瓦
片，重砌紫清宫后院墙。同时，粉刷整个景区内外院墙，修补
墙帽，更换补配残坏瓦件。文物修整则涉及修复泮池、改造
文物建筑电气线路、修补文物建筑墙体及台阶、保护修复通
永道署铁狮、运河出土皇木等文物及石刻展示、安装文物建
筑避雷设施和配备微型消防站等。

今年2月，“三庙一塔”景区门前两万平方米的广场已经
提前投用。截至目前，项目主体已完工，通过了阶段性验
收。“三庙一塔”景区周边环境整治提升工程也已完成，对北
关大道以南区域进行废弃建筑物拆除、垃圾渣土清理、绿化
美化、完善空间布局和景观小品等。景区内还有一部分配合
大运河文化旅游 5A级景区创建的内容也已进入尾声，预计
明年将恢复开放。

万宁桥，位于鼓楼和地安门之间，又叫
后门桥，诞生于元代，万宁桥桥身就是中轴
线的一部分。

这座古桥虽然不大，身上却隐藏着一
个关乎北京城命运的传说：相传桥身上曾
经刻有“北京”两个字，如果赶上洪涝之年，
桥身之下的河水没过这两个字，就要水淹
北京城了，这两个字相当于水情监测仪。
如今，“北京”二字早就不在了，桥身附近只
留下了几只造型另类的小怪兽。

万宁桥修缮要追溯到2000年，当时，什
刹海这边的万宁桥还能看出桥的样子，而
桥的东边则完全被填埋了。随后，文物部
门启动万宁桥修缮，这次修复不仅是原样
修补桥梁栏杆等，更深层次地清理了桥
洞。在淤积了多年的河道里发现了四只形
态奇特的石兽，两只在东边的河岸上，两只
在桥洞里。

这四只石兽身长近 1.8 米，宽近一米，
高约半米，个头着实不小，它们头顶一对鹿
角，瘪嘴翘鼻圆眼睛，四只爪子，浑身鳞片，
还有一条大尾巴。专家分析，这是古代的

“分水兽”，或者叫“镇水兽”。专家按照它
们原来的位置，把它们安放在了桥洞下和
东侧的岸边。

根据造型，其中三只是典型的明朝雕
刻，而趴在桥洞北侧河岸上的这只破损严重，
无论是雕刻风格还是保存状况都和另外三
只差别巨大。在它身上依稀可辨认出几
个字——“至元八年”，这是元朝的一个年
号，而万宁桥正是元代的产物，因此可以
推测，这只镇水兽和万宁桥是同朝之物。

随后在文字资料里也找到了关于它的
记载，这只石兽与安置在北海团城之上的
渎山大玉海，是北京仅存的两件元代石雕，
并称“大都双宝”。

2020 年 11 月至 2021 年 4 月，为配合北
京市朝阳区东坝北西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
工程的开展，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北京市文物
研究所对该工程建设范围内开展考古调查、
勘探与发掘。在第七期的项目中，发现 3座
清代中期的大、中型合葬墓，以及房址、水
井、驮龙碑等遗迹。结合现存古树群、文献
记载、前期普查登记资料，以及考古成果，确
定为清乾隆第三女固伦和敬公主及其后裔
园寝。发掘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后
街村。

其中，固伦和敬公主与额驸色布腾巴尔
珠尔合葬墓规模硕大，由墓道、挡券墙、罩门
券、石门、门洞、棺床、金井和金券组成。此
次发现是清代皇家园寝制度的典型代表和
实物史证。

据《清代园寝志》所述，固伦和敬公主及
额附园寝葬在东坝城内，明代普惠生祠西
侧，此次发掘区域位于该处西北。园寝原建
有碑楼、宫门、红墙、朝房、享殿等建筑，月台
上曾建有四座宝顶。民国时期，公主园寝曾
多遭盗掘。新中国成立后文物普查中，记录
了园寝两座石狮子以及墓碑情况，并保有碑
文拓片。其他地上建筑已不存。在此次发
掘地宫南侧保留古树群桧柏 40 余棵，应为
公主园寝树木。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中，历史文化遗
产的保护十分重要。为确保副中心建设工
程前期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来自全国各地
9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总人员
达2000余人积极支援副中心建设。

2016 年以来，城市副中心完成勘探近
1000万平方米，发掘 16.56万平方米。在通
州区潞城镇发现了一处始建于西汉初期，以
两汉时期为主体年代的大遗址——汉代路县
故城城址，发掘出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7000
余座，另外还有窑址、灰坑、房址、水井、道路、
寺庙基址等多处，是近年来北京地区工作开
展最为全面的大遗址和古代城市遗址。

城址整体平面近似方形，北墙基址长
606米、东墙基址长 589 米、南墙基址长 575
米、西墙基址长 555米，总面积约 35万平方
米。围绕着路县故城城址，发掘各种类型
的遗迹 4 万余平方米，明确了相关遗迹的
时代、形制特征以及所属城郊遗址区的范
围与功能。

目前，已清理两汉时期水井 150 余口，
这是北京地区首次考古发掘并记录的汉代

水井群。路县故城的水井类型全面、丰富，
主要包括木构井、陶井圈井、瓦片井、砖木混
构井等。在城址外清理了不同时期的古代
墓葬共 8000余座，主要类型可分为土坑墓、
砖室墓、石板墓和明堂等。此外，还有大量
的瓮棺葬。据此，可以初步建立战国、两汉
时期至隋唐、明清时期墓葬的型式序列。

这些遗迹和墓葬中共出土万余件不同
种类的器物，既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实用器，也有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主要包
括陶器、铜器、铁器、瓷器、玉石器、骨角器、
金银器、漆木器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动、植
物遗存等。结合器物的用途和出土环境、所
属遗迹，为了解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具体
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其中，木篦、木桶、木
盘以及锛、耙工具的木柄是北京地区首次
发现的汉代木制实用器皿。已出土带有
陶文(分刻划、戳印两种)的各类器物 70 余
件，对认识路县故城的建置、管理与对外
交流等具有重要价值。在两汉地层中出
土的炼渣、炉壁残块、石范残块等冶铸相
关遗物，是首次在路县故城遗址周边发现
大规模的冶炼相关手工业遗存，为研究汉
代的冶炼技术、手工业发展、经济分工提
供了重要资料。

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介绍，汉代路县故
城遗址是汉代 1500多个县城最有代表性的
一个，而且是在北方保存极为完整的一个县
级城址。

路县故城是两汉时期渔阳郡下属的路
（潞）县的治所，即路（潞）城。路县故城在北
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
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
交通、经济、军事意义。通过考古勘探和发
掘，明确了城址的基本结构和形制，基本明
确了手工业区、冶铸区、生活区、墓葬区等。

2017年 1月 9日，北京市市政府专题会
议上要求将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工作纳入首
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范畴，并与城市副中心
规划建设统筹考虑，建设遗址公园和博物
馆，挖掘和丰富城市副中心历史文化内涵。
近年来，完成了《路县故城遗址保护规划》

《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路县故城遗
址公园概念规划及先行启动区园林绿化设
计方案》和《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水系（镜
河北段）工程设计方案》等规划编制和方案
设计。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建设一期工程已
完工，展示工程启动建设。

清固伦和敬公主园寝、路县故城

（下）

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大运河沟通了南北交通，，连贯了万千市镇连贯了万千市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运河故道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运河故道

漕运古镇张家湾漕运古镇张家湾““泗水古巷泗水古巷””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路县故城遗址公园

北京北京（（通州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在创建国家级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在创建国家级55AA旅游景区旅游景区。。

万宁桥神兽守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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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规自委网站发布
《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绿化隔离
地区建设发展规划》，首次将一
绿地区和二绿地区合二为一统
筹规划，为首都绿隔地区发展

“划重点”。这也是北京首个针
对绿隔地区的 5年发展规划，并
首次进入全市五十余项专项规
划行列。其中，二绿地区规划形
成“九楔”环绕京城的格局，涉及
城市副中心宋庄和台湖两镇。

什么是“绿隔”？绿化隔离
地区是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阵地，也是实现城乡接合部
减量提质增绿的关键区域。我
们在城市道路、街道社区常见
的 绿 化 隔 离 带 是 一 种 小“ 绿
隔”，但从城乡建设层面上说，

“绿隔”是个大概念，它是以大
尺度绿色生态为基底，又不仅
仅发挥绿化隔离带的作用，需
要统筹城镇、乡村、产业等多个
要素实现减量发展。市城乡办
规划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规划定位为城乡一体化发展，
绿隔地区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城
市“摊大饼”式蔓延，打造绿色
基底，保护城市“肺”功能，促进
建立良性的城市格局。

根据《北京市“十四五”时期
绿化隔离地区建设发展规划》布
局，北京绿隔格局由“一绿地区”
和“二绿地区”共同组成。一绿
地区政策范围约 310平方公里，
涉及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
大兴、昌平和首农食品集团的
27 个实施单元，绿色开敞空间
占比50%，是服务保障中心城区
生态安全格局的关键区域。二
绿地区则是从一绿地区政策区
以外延伸至六环路外的空间，以
九个楔形战略性绿色空间为主，
总面积约 910平方公里，涉及包
括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
通州、顺义、门头沟、房山、石景山 10区和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在内的 61 个乡镇（地区），绿色开敞空间占比
70%，具有服务保障首都核心功能，维护城市生态安全韧
性、战略留白、转移不利因素的作用。

规划提出，要环绕首都核心区聚焦几大重点区域。
在东部，紧扣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拓宽中心城区与城市
副中心之间的绿色生态廊道；在南部，有序推进南苑森
林湿地公园建设，完善公园文化博览和特色服务功
能，加强中轴线南延风貌管控和服务保障；在西部，
围绕“三山五园”地区整体保护，巩固完善生态屏障，
提升历史文化底蕴和整体生态效能；在北部，紧密结
合中关村科技园区和未来科学城的建设，提升周边绿
色空间的智慧服务；在东北部，有序推进温榆河公园、
温榆河绿色生态走廊的建设，在第四使馆区与首都机
场之间的国际交往功能区域中，打造更加靓丽的生态
文明金名片；在东南部，加快实现十八里店乡等区域
的规划实施，完善楔形通风廊道。规划在鼓励增加绿
色生态空间方面，主要以扩大郊野公园环建设，维护
修复生态系统为重点。（下转 2版）

扩大郊野公园环建设
维护修复生态系统

“雷达+遥感”监测堤防沉降

城市副中心54公里堤防出体检报告
本报讯（记者 叶晓彦）利用遥感卫星监测河道堤

防沉降变形，这在本市水务系统还是首次应用。记者
昨天从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获悉，作为首批引入遥感
卫星技术监测堤防沉降的河道，凉水河已开始对位于
城市副中心的54公里堤防开展安全管理。

河道堤防不同于普通护坡，是一种人工打造的
挡水建筑物，在汛期行洪的过程中确保河道安全。
如果堤防沉降变形，会直接影响行洪安全。然而多
年来本市监测河道堤防沉降变形的方法还相对传
统，以人工现场寻找基准点，实地拉线勘测为主。
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工作量太大、人力投入太多、
数据覆盖范围不足。

凉水河管理处副主任黎小红表示，凉水河管理
处根据实际情况，在做好人工巡堤的基础上引入了
INSAR 雷达遥感技术，并对位于城市副中心的通
州段54公里有堤防河道开展了堤防安全管理。通
过技术人员对2016年至2019年遥感卫星数据的解
译，对凉水河堤防沉降变形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
该段河道的堤防沉降处于安全范围内。

“通过 INSAR技术可以测量地表的垂直形变，
采用卫星遥感不同时期的存档数据进行解译，可分
析堤防历史沉降变化，也可进行定期监测。”北京市
水科院水工程技术研究所主管王建慧说，利用这一
技术，重点区域可实现3米空间分辨率、监测误差3
毫米以内，基本满足水利工程沉降变形监测要求。

此外，凉水河管理处还委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
研究院采用高精度探地雷达进行了堤防隐患探查，
探查堤防是否存在松散、裂隙、孔洞等异常，并查明
异常所在位置、走向、大小、埋深等基本参数，对重
点堤段进行了安全评价工作。凉水河堤防安全复
核结果为：防洪标准为A级，渗流安全为A级，结构
安全性定为A级。未来，本市还将有更多河道堤防
有计划地开展隐患探查与安全鉴定，及时处理险点
隐患，保障安全运行。

解决历史遗留“办证难”房产证发证量全市第一

城市副中心为16209套房屋打通办证路径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在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有这样一本“台
账”，涉及通州区 36 个历史遗留房产证“办证
难”项目。既有项目名称、开发单位、楼栋证
书等基础信息，也有土地供应、规划审批核
验、涉法涉诉等“卡脖子”问题的标注，信息

量巨大，却一目了然。这些项目就是通州区
历史遗留项目专班的工作对象。欣喜的是，
其中 22 个项目已得到妥善解决，截至目前，
已为 16209 套房屋打通办证路径，房产证发
证量全市第一。

1 本总台账、每周 1 次调度和每月 1 期专
报，“清账”背后离不开这“1+1+1”的工作机
制。“房产证‘办证难’是全市 27个高频难点民
生问题之一，难就难在历史遗留，主要是项目
存在问题发生时间的历史政策和现有政策不
协调而产生新问题，都是‘硬骨头’。”市规自委
通州分局不动产登记中心办公室负责人姚萌
萌说。办理房产证可细化为30多个步骤，涉及
发改、规自、住建、税务等多个部门，必须联动
齐发力。2019年，通州区历史遗留项目专班成
立，确立了工作机制，充实台账，牵头按周召开
问题研讨会、进度推进会、群众座谈会，按月上
报项目进展，督促职能部门打通关键关节。

“开会很重要，各职能部门能够碰撞出很
多意想不到的想法和新思路，汇聚不同的资源

和力量。”姚萌萌说。比如华业东方玫瑰项目，
开发商代收了老百姓的契税后挪用，因资金链
断裂事发。专班人员通过对接住建、税务、金
融办等部门，挖掘出开发商具有其他资金来
源，可填补这一空缺。这才发现某些部门居然
还有这样的职能、规范和监管措施。“历史遗留
问题有诸多变数，如机构调整、职能重新划分、
名称变更等，每周一次调度会就是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的，把涉及单位叫过来，找方法，说进
度，统一思想，解决问题。”

每月1期专报既为了督促其他部门，也为督
促自己。专班人员不仅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还
有日常工作。每月上报1期专报，向上级主管部
门汇报项目进展，点名“卡脖子”问题所涉及的具
体部门，能达到督办，甚至是特事特办的效果。

自 2019 年专班成立以来，通州区房产
证“办证难”拖延时间最长项目达 30 年，
不出真招儿还真难办。借着政策的东风
为专班赋权，搭框架，把各个部门的力量
调动起来，有分工，有方案，办事路径越来
越畅通。

上个月，在这一机制的推动下，城市副
中心突破创新、首创行业新标准。北人家
园小区为城市副中心首个按经济适用房管
理集资建房住宅项目，专班查找“土改”以
来所有相关政策文件，首创由不动产登记
事务中心向北人集团出具缴款书、北人集
团根据缴款通知书缴款、通过登记费缴纳
系统将资金上交到财政部门的新路径，圆
满解决了超标面积地价款缴纳问题。

细致高效，彰显的是“副中心速度“。
针对每个项目，专班人员责任到人，审核材
料是否齐全，对缺件、漏填等问题及时告
知，减少办证主体跑路，确保一次申报一次
成型，从收件到出证争取最快受理、最短办
结、负责到底，最快的项目只历时 6个月就

让居民拿到了心心念念的“大红本”。目
前，城市副中心已帮助定向安置房、成本价
房改房、商品房、按经济适用住房管理等多
类房屋性质住房解决问题，涉及项目 22
个，为 16209套房屋打通了办证路径，实际
发证量达78.8%，全市位列第一。

解决房产证“办证难”问题中还显示出
了“副中心标准”。针对“开发商生病，政府
吃药”的难题，通州区率先展开对涉嫌违法
违规开发主体的惩戒。通州区是全市唯一
一个制定有开发主体惩戒专项实施办法的
区，如果开发主体不负责任，涉嫌违法违规
的，专班可依据此办法协调职能部门发函，
对开发主体加强监管，对失信行为进行惩
戒。目前专班人员就正在处理一起由拿房
本暴露的开发商未履行义务建设小区配套
设施的案例，正在督促开发商履行职责，完
善小区公共用房、儿童设施等项目。

“违法必究！必须规范市场行为，树立
良好社会风气，这是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对
我们的工作要求。”姚萌萌说。

绿心公园俩小时 遇到飞鸟17种
本报记者 骆倩雯

北京的鸟类有多少？记者近日跟着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高晓奇和他的同
事郭宁宁，走进了位于通州区的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生态保育核区域。

上午 10 点之前，是鸟儿们的觅食高峰
期。一般在日出和日落前后，鸟儿们喜欢到
处溜达。

最先偶遇的是6只灰喜鹊，灰喜鹊的个头
相对较大，它们有的停在草坪上，有的在树中
间飞来飞去。还有一只喜鹊，大腹便便地在

草坪上闲庭信步，好不悠闲！
接着又飞来了两只大嘴乌鸦，“这可以说

是北京最聪明的鸟，在鸦科里也是，额角比较
突出。”高晓奇举起望远镜，观察起停在树杈
上的一只大嘴乌鸦，“像乌鸦、喜鹊这种鸟不
怎么怕人，如果细细观察它们，就能发现它们
也会时不时偷看你，很有意思。”

观鸟时，高晓奇主要负责观察，郭宁宁则
负责做记录，鸟类的种类和数量，甚至是动
作，都一一记录在案。

“咕咕咕……”突然传来一阵鸟叫声，只看
一只鸟快速飞过，“这肯定是戴胜。”高晓奇说，
戴胜这种鸟很特别，有点像啄木鸟；咕咕的叫
声也很独特，因此还有个外号叫“臭姑姑”。

叫声特别的鸟，还有白头鹎。“未见其身，
先闻其声”，一听到像短口哨声般清脆的叫
声，高晓奇就锁定这是白头鹎来了。白头鹎
以前北京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在南方生活，可
现在在北京的城市公园、居民区等地方，经常
能看见它的身影，属于典型的生活范围往北

扩的鸟类。
突然，天空闪过一片密密麻麻的黑影，少

说也有五六十只，并时不时传来如风铃般清
脆的叫声。“这种鸟叫金翅雀，叫声很特别。”
高晓奇说，金翅雀飞得特别快，秋冬季节喜欢
成群结队。

大约10米开外的一棵松树下，一只灰头绿
啄木鸟刚刚停落在草坪上，就发现了有人在观
察它，赶紧躲到松树后。有意思的是，它还会偷
偷出来瞄一眼，仿佛在玩捉迷藏。（下转2版）

“1+1+1”机制畅通办证路径

凉水河位于城市副中心的54公里堤防用上遥感卫星监测技术。（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