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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踔厉奋发“开门红”

副刊·文化

在东六环改造工程西线隧道，国产16米
级超大直径盾构机“京华号”顺利掘进通过
隧道最低点——地下59米深处，开始向上坡
段继续掘进；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副中心
三大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完工，千余名工人正
抢抓工期，力争年底基本完工……在城市副
中心，一批标志性节点工程、项目梯次推进，
呈现出塔吊林立、热火朝天的景象。

记者从区统计局获悉，今年 1-2月副中
心经济运行稳中加固，固定资产投资（不
含 农 户）表 现 亮 眼 ，1- 2 月 同 比 增 长
10.5%。同时，高端产业实现了提速发展，
对经济发展贡献明显，其中医药制造业发
展尤为迅猛。

从产业投资看，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
144.9%，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增长6.7%。除了
进度有保障外，项目数量也保持较快增长，
1-2月投资项目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8个，
投资的稳步增长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高端产业提速发展，也助力了经济“开
门稳”。走进北京市春立正达医疗器械股
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现代化的机床安
静有序运转，这里的生物杯单元采用全球
先进的加工设备，可代替原有普车、数控、
加工中心等多台设备，大大提升生产效
率。春立医疗成立于 1998 年，为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去年 12月 30日，该公司在上交

所科创板上市，成为漷县文化健康小城镇
成功培育和引进的第二家亿元上市企业，
也为城市副中心医药产业发展注入强大
动能。

数据显示，今年 1-2 月，全区高技术制
造业实现产值22.3亿元，同比增长23.5%，增
速为2021年一季度以来的最高点，其中医药
制造业发展迅猛，实现产值 14.7亿元，同比
增长 31.2%，有力地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实现
较快增长。此外，企业出口规模在不断扩
大，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出口交货值6.1亿元，
同比增长13.8%。

从消费端看，全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 89.6亿元，同比增长 3.2%，高于全市平均

水平0.7个百分点。网上零售保持平稳运行
态势，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通
过公共网络实现零售额31.7亿元，同比增长
4.1%。餐饮市场“烟火气”十足，得益于留京
过年人员较多，加之副中心疫情防控有力，
饭店餐饮正常开放，1-2月实现餐饮收入6.3
亿元，同比增长24.3%。

房地产发展也开辟了“新路径”，1-2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21.3%，销售实现

“开门红”。在“房住不炒”，稳房价、稳预期
的宏观背景下，副中心推进房地产市场进入

“良性循环”。在保障性住房、定向安置房集
中签约的带动下，全区实现商品房销售面积
19.3万平方米，同比增长39%。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0.5%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同比增长23.5%

今年前两月副中心经济“开门稳”
本报记者 陈施君 通讯员 杨浚

昨日是二十四节气的春分，生机勃勃的
春天在建筑行业里被称为“施工黄金季”。去
年底，城市副中心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友谊医
院通州院区二期项目先后完成了主体结构封
顶，在这明媚的春光里，两大医院工程已抓紧

“黄金季”全面复工复产，进入二次结构施工
阶段。

先预演再施工

随着天气回暖，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
二期建设项目逐渐拉开全面进入项目装
修阶段的序幕。“目前项目有 250 名工人
在场施工，预计项目装修阶段劳动力高
峰期在今年 8-10 月份，届时现场各类工
种施工人员将达到 450 人。目前现场正
在开展屋面分部施工、二次结构隔墙施
工、地下室机电各类管线施工。”北京友
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项目总工程师谢建
刚介绍。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期建设项目
总建筑面积 9 万平方米，地上分干保楼和医
技楼。主体结构已于 2021 年 12 月封顶，
2022 年计划以二次结构、屋面施工、幕墙施
工、室内装修、机电安装为主线开展工作。
工程计划 4 月底完成屋面防水施工，为室内
装修、幕墙施工提供条件。9 月底幕墙封闭
完成，年底装修阶段工程量可完成 80%左
右，2023年 5月份医院竣工。

项目积极推广建筑业十项新技术应用，
利用BIM可视化技术在项目的应用，关键工
序施工前通过 BIM 可视化视频进行技术交
底，直观清晰地向一线人员展现外墙施工
的全过程，解决现场人员识图慢、沟通难等
问题。该技术可在装修前做关键部位施工
资料及效果的策划。例如首层门诊大厅、
医护走廊、护士站、标准病房、屋面装饰等
进行效果视频预演，可直观看到装修后的
效果及节点做法。大型医疗设备进场前，
该技术也可发挥作用。施工方提前与专业
设备厂家沟通，用 BIM 可视化技术做好运
输路线及成品保护方案，保证大型医疗设
备顺利进场提前调试，同时也保证了工程
的进度。

该项目投入使用后，急诊、内镜中心、透
析室、手术室、影像室等配套设施将更加齐
全，总床位数将达到 1050 张。其中，新增一
个面积 1000平方米的内镜中心，配套设施处
在国际领先地位，可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
医疗服务，更加全面地提升城市副中心的
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 (下转2版)

城市副中心两大医疗项目全面复工复产
均已进入二次结构施工阶段

本报记者 张程伟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记者从市发改
委获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通州院区（以下简称“安贞医院通州院区”）
正在有序建设，预计2024年开诊。

项目建成后，将设置床位1300张，为门
急诊、住院及科研教学提供良好条件。值
得一提的是，项目还将升级医疗服务保障
水平，打造更完善的诊疗环境。首先是强
化科技创新，将着重推进研究型医院建设，
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及成果转化。同时
利用5G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施远程技术指
导和远程会诊，加强互联网医院建设。

其次是完善诊疗环境，遵循“以人为
本”的设计原则，注重保障患者就医的便利
性及安全性，优化医疗功能布局，提升诊疗环
境和缩短就医流线。同时将功能相关的门诊
和医技科室就近布置，促进多学科之间的资
源整合。记者了解到，目前项目已实现主体
结构封顶，预计2024年竣工投用。

通州院区功能定位为“大专科、小综
合”，主要承担为城市副中心及周边地区人
群提供心血管相关疑难杂症、急危重症救
治以及周边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等功能。同
时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以心血管疾
病为特色的研究型医院、互联网医院，借助
远程技术指导和远程会诊，大力发展互联
网医疗，高效满足患者就医需求，推动优质
医疗资源扩容。

而朝阳老院区功能定位为“大综合、小
专科”，将在承担心血管疾病疑难杂症、急

危重症救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其他学科
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力争为周边辐射区
域患者提供高水平的综合医疗服务保障，
带动周边社区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相关负责人说：“新老院区还将共同
聚力，紧紧围绕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功能
定位，强化心血管医学战略科技力量、加
速提升心血管医学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加强心血管医学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建设国家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重点
实验室。”

设置床位1300张 定位“大专科、小综合”

安贞医院通州院区预计2024年开诊

相关新闻<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经过施工人
员长达 20小时的艰苦奋战，日前，京雄
高速（北京段）控制性工程永定河特大
桥最后一个主墩锁口钢管桩围堰封底
完成浇筑，标志着永定河特大桥四个主
墩承台从水下施工全部转入主体结构
施工，为北京段完工目标奠定了基础。

永定河特大桥是京雄高速北京段
标志性工程，主桥全长520米，采用飞燕
式拱桥结构设计，主拱跨径300米，两侧
边拱跨径 50米，辅助孔跨径 60米；边拱
及引桥桥墩造型与主拱呼应，突出跨越
联结之感。整座大桥犹如彩虹飞跨永
定河两岸，为国内首个空间异形拱肋飞
燕式提篮钢箱拱桥。

记者从施工单位中铁上海工程局
获悉，大桥主墩采用桩基承台基础，承
台设计为 4 个左右幅分离式的矩形承
台，由于主桥桥址处于胶结状砂卵石地
层，卵石层最深可达 24米，严重阻碍前
期桩基和围堰施工。为此，项目部成立
以总工牵头的劳模工作室，带领技术人
员开展一系列技术革新，研制出胶结状
卵石层快速清基设备、护筒导向装置等
一系列施工工装，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17
项和PCT专利 2项，保证了工期节点顺
利完成。

大桥主墩承台围护结构采用锁口
钢管桩围堰，围堰长32米，宽28.1米，共
计120根锁口钢管桩。“本次混凝土浇筑
采用水下混凝土浇筑工艺，分两个作业
面，利用钻孔桩护筒搭设工字钢平台，
采用横向分层、纵向分段的方案进行浇
筑。”中铁上海局京雄高速公路项目指
挥长凡春胜介绍，在浇筑过程中，有专
人不间断测量混凝土高度，来控制导管
拔管的高度、浇筑顺序以及移动速度，
确保了混凝土浇筑一次成型。

记者从中铁京雄（北京）高速公路
发展有限公司获悉，京雄高速（北京段）
工程起点为五环路，向西跨越永定河，
进入房山区，主要沿京石客专向南，终
点至市界与河北段相接，项目全线采用
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进行建设，全
线设置特大桥 1座、高架桥 4段、互通式
立交 5座、涵洞 66座，管理中心 1处、主
线收费站 1处、匝道收费站 3处、检查站
1处（政府实施）、停车区 1处，路线全长
约 27 公里，总投资 122.12 亿元，计划
2022年12月31日建成通车。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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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只“国宝”白枕鹤
到 访 副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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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

“先有通州府，后有北京城”。我国古代大到定都建城，

小到盖房筑墓，择地为首。占据地利，上应天时，中聚人

和。通州，远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秦为渔阳，汉

置路县。足以证明，通州自古就是人类活动的聚集地。在

此地考古发掘的文物中，陶器，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本

期，我们就带大家探访通州博物馆的陶器类文物。

通州区博物馆馆长郑旭升介绍，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

明的重要进程。先民们在漫长的原始生活中，发现晒干

的泥巴被火烧之后，变得更加结实、坚硬、防水，陶器随之

产生。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

自然做斗争的新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人类生产

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从历史研究上说，陶器类文物

还能很好地反映出历史变化、民族交融等方面的情况。

对了解和认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生产操作等具有重

要价值。

汉代是人类制作和使用陶器最为普遍的时期。汉代时

期的路县也最为繁荣。路县故城遗址位于通州区潞城镇西

北部。西汉路县故城遗址于 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

考古勘探时被发现。城址及城外遗存保存完整，填补了汉

代县级城址考古的学术空白。它将通州历史提前到战国时

代，也是目前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2016年以来，北京市

文物研究所对路县故城遗址开展持续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研

究。这里出土的遗物以两汉时期陶器为最多，还有许多铜

器、铁器、石器和骨器等。这些文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体现了汉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折射出了汉代人的精神

世界，反映了汉代质朴的社会风尚。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

对陶器类研究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目前，通州区博物馆馆藏陶器也以汉代数量居多。从

文物器物的边缘、刃部、銎部及纹饰等方面，可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北京千年以来的历史变化。通州区馆藏陶器从质

地上分为灰陶、红陶、黑陶、白陶等多个品种。

本期，我们先了解战国、汉代时期的展品。在这一时期

的陶器中，我们可以看出2400多年前制作工艺的精美。其

中，潞城镇古城村出土的战国折沿深腹红陶釜，永乐店镇德

仁务村出土的战国高戟耳圆腹三兽面足捉手圆盖灰陶鼎，

以及汉代高柄喇叭口圈足双系灰陶豆等展品都非常有特

色，值得关注。

通过它们，我们似乎能穿越时空，触摸北京 2400多年

前民居生活。

战国高戟耳圆腹三兽面足捉手圆盖灰陶鼎

在中国古代，鼎的主要作用最初就是烹煮食物和盛贮肉类的
一种器具，一般有三足圆鼎和四足方鼎两种。但在大禹铸九鼎的
传说之后，鼎就成为了一种传国重器，并逐渐发展成一种祭祀的器
具，之后更是被认为是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这件战国时期的高戟耳圆腹三兽面足捉手圆盖灰陶鼎通体高
34.4厘米、宽（腹径）36厘米，重量5.504公斤，分为上下两部分：上盖
总体为侈口，平沿，圆平头顶。下面鼎身设为子母口，对设一高戟
耳，圆腹，圆底，三兽面足。

该灰陶鼎整体造型硕大壮观，纹饰匹配恰当，结构稳妥合理，
比例协调一致，曲线顺畅大气，古朴典雅美观。造型工艺较为细
致，鼎身下腹部匀距呈三角状置设粘塑接三兽面足，为此鼎最具特
色之处。从背面观察足为中空，兽眼圆睁，发髻卷曲，獠牙翘刺，面
目狰狞，曲线粗壮顺畅。这体现了当时手工制陶业内陶窑工匠们
高超精湛的技术水平。

汉盘口平足灰陶壶

陶壶是古代盛酒或储水的容器。1977年 5月出土
于今永乐店镇德仁务村中晾鹰台遗址墓内。高35.8厘
米、口径 16厘米、腹径 23厘米、足径 16厘米。盘口，折
沿，短领，圆肩，球腹，大平底。有博山盖侈口，折沿，纵
分四区，区内各雕三层山。是东汉时期典型器物。

陶釜是一种古代陶制炊具，主要用来蒸煮食物。“文革”
期间，潞城镇古城村村民在西汉路县土城北垣内侧取土时
发现。1987年被文物所收集。此釜环底残缺，口沿略损，纵
裂两半。残高25厘米、口径26厘米，直口，折沿，深腹，环底
无足，是蒸煮食物的用具，作用同锅。环底表明必须用支架
来支撑，加大火力利用率，节柴省时；深腹便于蒸制或加热
食物；折沿方便端放，又便于陶釜上盖密封。

陶釜的造型纹饰很有讲究，口外沿之下饰纵绳纹，
腹、底周饰横划纹，一为加固防碰伤，二为充分利用火
力，并非为美而设，但客观上又给人以美感。简单一件陶
釜，其制作形制与纹饰反映出 2400 年前区内先人生活习
俗与经验总结。

战国折沿深腹红陶釜

茧腹彩绘灰陶壶

这件汉代时期的弦纹蛋腹彩绘灰陶壶，高 26.5厘米、宽（腹径）

29厘米、口径12.5厘米，整体外壁表面呈漆黑色，平滑略有光润。

该壶设计布局合理稳妥，结构比例协调一致，彩绘绘画工艺精

美，古朴庄重典雅美观。其造型和装饰工艺较为新颖别致，撇口出

棱唇沿，向上微叉直领，蛋腹或茧腹，腹下为喇叭口足，又泥质灰陶

胎制，外腹壁面隐约可见彩绘图案装饰为此器最具特色之处，体现

了汉代时期陶窑工匠们高超的制陶工艺技术水平。

汉代红陶灯盏

该件灯盏残高 16.4厘米、宽（腹径）
11 厘米、足径 13.5 厘米。泥质红陶材
质，呈风钟形状圈足，上接盘式灯油碗
儿，油碗中央起直柱，应上顶接烛台惜
残失，灯油碗也有残。

此红陶灯盏造型工艺较为细致，呈
风钟形状圈足，又上接烛碗两用或者三
用功能，红陶胎质为此器最具特色之
处，体现了汉代陶窑工匠们高超的制陶
工艺技术水平。

此为当时社会民间日常生活实用
器或者祭器，相当于我们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所使用的煤油灯，天色暗下来时或
者在光线昏暗的地方可以用它放上油
点燃提供照明。

战国深腹三足红陶燕式鬲

陶鬲（lì），是中国古代一种很有特色的陶制炊器。使用时，
在三个袋状足下直接燃火煮食。1995年7月，原宋庄乡今宋庄
镇菜园村南出土一件深腹三足红陶燕式鬲，出土时已成残品，
大体保存较好，此件战国深腹三足红陶燕式鬲残高 26.8厘米、
宽（腹径）15.2厘米。

其为侈口，折沿厚唇，束领，深弧腹下微收（放腹），平底，
三锥足。泥质红陶胎，胎色橘红，胎质较为细密坚固，吸水力
强，胎体较为均匀厚重，外壁素面较为光滑，略显有制作手指摁
印痕。

该红陶燕式鬲布设合理，比例协调，古朴典雅美观。外壁
素面显有制作手指摁印痕为其最具特色之处，体现了战国时期
此范围内陶窑工匠们高超的陶器制作工艺技术水平。

（（相关资料由通州区博物馆提供相关资料由通州区博物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