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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4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六月初六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刘菲菲 武红利）7月2日上午，市委书记蔡奇
到城市副中心检查调研。他强调，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后首个双
调研到城市副中心，就是希望城市副中心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带头落实市党
代会精神，坚持立长远、强功能、全面上台阶，扎实推动高质量发
展，打造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成为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典
范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一同检查调研。

博格华纳北京公司是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专供四轮
驱动扭矩管理产品的外资专业公司。蔡奇了解企业疫情防控、
研发攻关等情况，询问生产经营中还需要哪些支持，鼓励外企坚
定在京发展信心，持续提升创新研发能力，加速绿色转型，助力
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叮嘱属地要当好服务管家，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远洋乐堤港项目是运河商务区六大商业综合体之
一，包括写字楼和自持商业等，预计今年10月开业。蔡奇了解
运河商务区规划建设进展，察看乐堤港项目招商情况，要求加强
运营管理，提高招商门槛，打造区域品质标杆项目。运河商务区
要突出特色，做精做优，吸引更多高端金融和商务机构落地。通
州区干部要登高望远，一步步把手中的蓝图变为现实。

蔡奇主持召开座谈会，指出，过去五年，城市副中心发生

了深刻变化，城市综合承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显著提升，
未来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确保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断见到新
成效。保持每年千亿以上投资强度，不仅要看数量，也要看结
构，引入更多社会资本。强化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产业投资。
统筹好“两个五年”，既要坚持一年一个节点完成未来五年三
个文化设施、行政办公区二期、东六环入地、综合交通枢纽、通
州堰等既定任务，又要坚持“建设一批、储备一批”，提前谋划，
以干促上，力争再下一个五年初步形成便捷高效的城市副中
心轨道路网，推动文旅区形成规模，建设未来产业高地，打造
出精品特色小镇，彰显城市副中心魅力。

蔡奇强调，要强化城市副中心对京津冀周边地区带动功
能。承接好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符合城市副中心发展定位的
优质资源落地。京通快速路、通燕高速公路分时段免费通行进
一步增强了城市副中心与主城区的联接，同时城市副中心还要
往外走，在更大范围谋篇布局，做实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加强规划衔接，推进公共服务资源投放，加紧跨界交通
建设，举办项目推介会，引导市场主体将产业布局到北三县。

蔡奇强调，城市副中心要努力为全市稳增长添秤，成为高质
量发展生力军。投资和建安投资、产业发展、实际利用外资等都
要抓紧调度。用足用好国家有关支持发展政策，力争早日见到

政策红利。突出绿色发展特色，加快申报实施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方案，推动北京绿交所、国际绿色投资集团、绿色发展基金
落户，办好绿色发展论坛，形成绿色发展新动能。创建大运河
5A级旅游景区。强化“3+1”主导功能，坚持创新引领，推进元宇
宙等城市科技项目，办好中关村通州园，依托台马板块建好集成
电路高端制造基地。加强与经开区联动发展。

蔡奇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努力将城市副中
心建设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城市精品。坚持高起点，提高
准入门槛。守好战略留白，给未来发展留出空间。市里进一
步向城市副中心赋权，把城市副中心作为市本级来抓。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把规划建设抓在手上，通州区抓好经济
稳增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各部门各单位加强资源投
放。城市副中心干部不断提高干事创业的能力水平。疫情防
控要紧抓不放，形成区自为战能力。

陈吉宁指出，城市副中心聚焦功能定位，有序开发建设、提
升承载能力，逐步进入项目建设和规模化承接疏解企业的同步
推进阶段，同时也为服务支撑重大活动应急场所建设等全市重
点工作作出贡献，成效值得肯定。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
京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部
署要求，立足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

国特色、高点定位，保持战略定力，秉持质量第一，在项目选择、
建设中把好关、起好步、树好标杆、作好示范，确保行稳致远、可
持续发展。要突出区位优势，围绕企业需求，用好资源禀赋、强
化区域协同，加快锻造长板、释放活力，塑造良好发展环境，更好
把政策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加大项目谋划力度，深化前期
工作，加速项目落地，抓好统筹接续，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产业支撑。要努力打造自身特色，在关键处、紧要处下
功夫，在工作深度上下功夫，围绕绿色发展、金融、科技、商务、文
旅等重点领域，加强政策对接，勇于改革创新，努力取得突破性
成果，逐渐形成产业生态。要加强与经开区联动发展，强化工作
协调配合、资源共建共享，实现优势互补、互促共进。

副市长、城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说，
城市副中心要勇于担当，认真落实市党代会部署要求，把党代
会精神细化体现到具体工作中。要保持发展定力，突出自身
特色，高标准推进城市副中心建设，确保一年一个节点，每年
都有新变化。要及时梳理全年任务，推进重点工程开工建设，
做好新项目谋划挖掘，成立工作专班清单化推进，力求取得实
效。要以运河商务区为牵引，吸引更多高端产业项目落地，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

市领导崔述强、赵磊参加。

蔡奇到城市副中心检查调研时强调

带头落实市党代会精神 打造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典范
陈吉宁一同检查调研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7月 2日
下午，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专
题会暨通州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
开，传达学习市领导到城市副中心
调研指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
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城市副中
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
副主任、区委书记赵磊主持。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区委副书记、区长孟景伟，区人
大常委会主任赵玉影，区政协主席
张德启，区委副书记刘东伟出席。

会议指出，市党代会刚刚胜利
闭幕，市领导首个“双调研”就选择
到副中心，既是对我们的极大鼓
舞，更是有力鞭策，充分体现了市
委市政府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高标准推动
副中心建设的坚定决心，也充分体
现了副中心建设在全市工作大局
中的突出地位和重要作用。我们
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
市党代会精神与贯彻落实“双调
研”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成
效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体现在工作
成效上。

会议要求，要深化对市党代会
精神的学习领会，带头树立服务新
时代首都发展的意识。市党代会
对“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内涵进行
了深刻阐释，既为全市党员干部服
务首都发展厘清了思路、统一了思
想、凝聚了共识，也为我们继续做
好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
考验。作为副中心干部，我们理
应 带 头 牢 固 树 立 服 务 首 都 发 展
的意识。（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陶涛）7月1日下午，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
会专题会暨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常委、秘书长，城市副
中心党工委常务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区委书记赵磊主
持。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区委副书记、
区长孟景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玉影，区政协主席张德启，
区委副书记刘东伟出席。

会议传达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报告精神、市委主要领导
在通州代表团分团讨论时的指示要求以及市委十三届一次全
会精神。

会议指出，要深刻领会、学深悟透，准确把握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实质。一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报告贯穿的一
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一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今后五年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在京华大地落地生根，进一步形成生动实践。二是要
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报告总结的经验启示，将“七个必须”尤其
是“必须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作为下一步发展必须

遵循的原则。三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报告提出的根本任
务，大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四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报
告确立的奋斗目标，以七个“显著提升”指明首都功能建设、经
济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福祉、生态文明、首都治理、党
的建设等重点领域任务的具体目标。五是要深刻领会、准确
把握报告彰显的为民情怀，将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放在让人民生活幸福上。

会议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安排，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的热潮。全区各级党组织要把学习
宣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对北京一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对城市副中心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确保入
脑入心、见行见效。要全面系统学习，第一时间将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干部。要
广泛深入宣传，创新宣传形式，推动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家
喻户晓、深入人心。要强化联动宣传，把学习宣传市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与“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相结合，使“副中心

好声音”传得更远、更响。
会议强调，要锚定目标、勇担使命，以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为指引，推动城市副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在“大
力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这项新征程上认清形势、找准方
位，“立长远、强功能、全面上台阶”，全力建成北京新的重要

“一翼”，将报告对未来五年副中心建设要求转化为生动现
实。一是加快推进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紧盯“保持每
年千亿元以上投资强度”这一目标，推动“一城一带一轴、四
区三镇多点”的城市框架和功能布局基本成型。二是持续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围绕“3+1”主导功能，紧抓数字经济
发展机遇，抢抓“两区”建设机遇，推动文旅融合发展。三是
切实扛起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的“大旗”，牢牢把握绿
色发展这个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特色，让绿色成为城市副
中心看得见、可体验、有内涵的深厚底色。四是切实抓好与
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深入贯彻“四统一”
要求，将北三县作为副中心的广阔发展腹地，强化合作、深
度协同。（下转 2版）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专题会暨区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

传达学习贯彻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
赵磊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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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洋乐堤港正式亮相 预计10月迎客

运河商务区五大商业板块项目分批落户
本报记者 刘薇

远远望去，风帆造型的楼体与蔚蓝色的天空融为一体，
犹如一艘帆船即将起航——日前，运河商务区六大商业综
合体之一的北京远洋乐堤港商业综合体项目拆除西区围
挡，正式亮相。项目商业部分预计今年 10月开门迎客，将
为构筑城市副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添新色谱新曲。

一条大运河 两座乐堤港
北京远洋乐堤港项目位于运河商务区先行启动区，

总体量 37 万平方米，含一座 10 万平方米商业购物中心、
两栋 LEED&WELL 双金认证的超甲级写字楼，最高建筑
达 239 米。远观，远洋乐堤港外观设计颇具视觉冲击力，

“风帆”造型的楼体犹如即将起航的帆船，商业主入口的
巨型外观装置形如静观运河流淌的明眸，被称为“运河
之眼”。

“一条大运河，两座乐堤港。”北京远洋乐堤港项目总经理
陈志玮介绍，2017年，“杭州远洋乐堤港”在京杭大运河的最南
端杭州拱墅区拱宸桥边开业，经过5年运营，已经成为拱墅区
最有活力的商业综合体项目，深受消费者喜爱。（下转2版）

远洋乐堤港项目是运河商务区六大商业综合体之一远洋乐堤港项目是运河商务区六大商业综合体之一，，包括写字楼和自持商业等包括写字楼和自持商业等，，预计今年预计今年1010月开业月开业。。记者记者 戴冰戴冰//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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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对话
本报记者 韩梅

沉寂了80多年后的今天，京杭大运河京冀段实现旅游通航了！从通州古城乘船南下，4个小时，一水之间，可直达
河北香河。京冀美景一水牵，一幅幅壮丽画卷映入眼帘。

“二水会流”惊艳世界

运河西岸，矗立着一座古塔，气势挺拔、直插云天。这座
1400多岁的古塔叫通州燃灯塔，始建于北周时期，历史上曾是
通州古城最高的建筑物。金元代以来，从南方长途跋涉到此的漕
工，远远看到古塔，便知“到通州了”。“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
影认通州”，清代诗人王维珍的诗句一语道尽“燃灯塔”的魅力。

“毫无疑问，古塔是京杭大运河北运河起点的重要地理标
志，而它身旁的‘二水会流’则是京杭大运河的‘龙头’。”中国地
名学会理事、大运河文化研究专家陈喜波介绍。

历史上，古塔北侧，北关拦河闸以下，温榆河与潮白河交
汇，形成“二水会流”壮阔景观。“二水相会处即为北运河的起
点。”陈喜波说，“二水会流”是明清通州八景之一，今天小中河
（潮白河）和温榆河也在北关拦河闸以下相会，依稀留有古代
“二水会流”的影子。

紧挨着古塔，依偎着一泓静谧的葫芦湖。葫芦湖和北运河
之间的石坝码头，正是当年热闹非凡的京粮转运码头。葫芦湖
西连通惠河，检验合格的京粮由扛夫背过石坝，装在葫芦湖上
的剥船上，沿河经通惠河五闸一路向西直达北京城。

古塔、二水、漕运、扛夫……这里无疑是京杭大运河由北向
南的“龙头”。

站在北运河的起点，就站在了京杭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展
示区的起点。

想当年，这条河上光是运粮的漕船，每年最多时有 1万多
艘，运送漕粮的官兵有 12万人之多，连同大量的商船和民船，
多达二、三万艘齐聚于此，“万舟骈集”便是此景的生动写照。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直至今日，当起航的笛声响起，依然
让人心旷神怡，豪情满怀。

“第一大码头”张家湾

顺河而下，游船就钻进了大运河森林公园的怀抱中。东
岸的漕运码头和西岸的柳荫码头之间，有摆渡船运送往来的
游客。

柳荫码头西南 8里处，是素有“京东第一大码头”之称的
千年古镇张家湾。

京杭大运河自贯通那天起，就拥有了贯通南北、连通东西
的协同力，创造了辉煌繁盛的商业文明。

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后，张家湾开始崛起。明初迁
都北京，张家湾成为大运河北端的最大码头，至明中期已形成
上码头、中码头、下码头三大码头群。南方的漕粮、天津的食
盐、河北的美食……各种商品物资在此上岸转运，进出京城的
客旅都在此上下船，张家湾呈现出千帆汇聚、百货云集、五方
杂处的繁华景象。

明代用于建设北京城，修建紫禁城、皇陵和其他皇家建筑
的楠杉大木，全部从云贵川等地采办，经大运河运到张家湾。
临清的城砖，苏州的金砖，也由运河运至张家湾，还有从河南
浚县、江苏徐州等地运来的花斑石……

“张家湾为潞河下流，南北水陆要会也。自潞河南至长店
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歌相闻，
最称繁盛。”清代中前期，张家湾依然保持着繁荣发展的态势。

清嘉庆六年，通州大水，北运河在小圣庙村北溃决，河水
改走康家沟直接下注，正溜不再流经张家湾，由此张家湾故道
日渐淤浅。自嘉庆十三年始，漕船改走康家沟新河道，自此北
运河河道自小圣庙村以下不再西折经张家湾一线，而是向东南
形成现在的河道。“第一大码头”张家湾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随着近年来大运河文化旅游带建设不断推进，千年古镇
张家湾这颗璀璨明珠被大运河串联起来。来往的游客从未忘
记这座古镇，留存至今的古老城门和石狮巍然屹立在城头，

“活态”复苏的翅膀已经徐徐展开。

城市喧嚣渐渐隐去，田园美景扑面而来。
前方是一个临河的古村，名沙古堆村。历史上，北运河河道两侧

多有风成沙堆，便有村落建在沙土堆之上，称作沙堌堆。
“堌堆”是河南、山东一带对土丘的称呼，那里有很多叫做“堌堆”的

地名，如沙堌堆、堌堆集等。沙堌堆村很可能是来自中原地区移民所建
的村庄，他们从大运河上漂来，在这里扎下了根，生息繁衍。因村里一
座庵堂的大钟上镌有“沙姑堆”三字，后来写成了沙古堆。

历史上的北运河在村南、东、北三面绕了一个大弯，漕船行经此地，绕
着村子兜兜转转，始终没有离开沙古堆，故民间有“三望沙古堆”的说法。

本以为这是个风沙四起的地方，没想到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
所在。两岸杨柳拂堤，樱桃漫山遍野，令人流连忘返。

早在明清时期，运河两岸遍植杨柳，河堤上布满村落，一些村
落便以柳树作为名称，形成“某家林”“某家巷”一类的地名。

儒林村就是其中之一，北运河正好从村西穿过。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运河的水土也养育了一方的作家。我国著

名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就出生在儒林村。作为一位地道的农民儿子，刘
绍棠就是在大运河边上长大的，他的文章中充满了乡土情结和对运河的
深情赞美，其作品《白鹭归来》在创作中便有意加入了京剧、运河船工号
子等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得这个剧有了根和魂，充满了浓郁的乡愁情怀。

运河南岸有一个叫张庄的小村，张庄最有名的莫过运河龙灯会
了。张庄运河龙灯会可追溯到1834年，距今已有180多年历史，是北运
河沿岸起始年代最早并一直流传至今的龙灯会。

张庄龙灯会上，舞灯的双龙是蓝色的，伴奏的乐器有大鼓、钹、铙、
镲和筛，全都是老物件。每逢年、节、祭祀和灾年都要“起会”表演。

张庄龙头呈方型，方口大张，这种造型十分少见。据说这种造型是
老辈儿这样传下来的。龙头高昂，龙口大开，动感十足，一副呼风唤雨
的龙王形象跃然而出。龙脖子处系五只大铜铃，龙头舞动，铜铃响声大
作，威风凛凛，气派非常。

特别是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上，夜舞龙灯最为精彩。表演时，蜡烛
点亮，灯火通明，两条蓝龙上下翻飞，红红的龙珠像一团火球，引得双龙
追逐，围观的百姓手执荷花灯，翘首观看，人头攒动，笑声久久不绝。

吉祥“如意”香河湾

过了杨洼闸后，北运河突然
拐了一个巨大的S型弯儿，水流从
东西流向，一下子改成南北流向。

运河东岸出现了一个叫牛牧
屯引河的岔口，这条河向北连着
牛牧屯村。原来，牛牧屯村处在
北运河和潮白河最为接近的地
方。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政府开挖
引河，引潮白河水入北运河，以减
轻潮白河洪水压力。牛牧屯引河
呈南北走向，后来还设立了滚水
坝，当地人叫海墁。

游船沿着大拐弯处向南，进
入香河县，一座翠色欲滴的绿色
小岛扑面而来，令人心旷神怡。运
河和牛牧屯引河环抱而成的这片
岛屿，被当地人称为河心岛。河心
岛原为一座半岛，1994年夏，北运
河流域普降特大暴雨，洪水将半岛
拦腰截断，从半岛中间撕开的新河
道往东与牛牧屯引河相连通，形成
了这座绿水环抱的千亩河心岛。

小岛四面环水，植被茂盛，像
邻家未出阁的小妹，含蓄、温婉、
宁静，连泛起的波浪都悄无声息，宛若蓬莱仙境一般，成为北运河上独一
无二的景观。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呈现“河边绿野醉如云，蝉鸣深处鸟做
琴。鹭影落霞鱼戏水，半河清水半河林”的美景。

历史上，北运河河道是弯环形状的，民间传说北运河有九十九道弯，
白河（北运河）名称中的“白”字就是来自代表九十九的“百字少一”。

据介绍，运河要满足漕船航行需要，必须保持一定深度的水位，从明清
漕船规制来看，漕船航行对于河道水深要求需要维持在四尺以上。所以古
人治理北运河采用保持弯环形状、增加河流长度的方法，达到减少纵比降
的目的，从而减缓河流的流速，使河道中得以存蓄足够的水量用于航行。

香河段的 S型大湾正是古人“有意为之”，也在“无意”中使香河段河
道形态恰似一柄“如意”，寓意运水长流、美好吉祥，这真是天公作美，气象
万千。

“三望沙古堆”柳新情意浓 “首都门户”因盐而生

“香河从辽代置县以来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
了。”香河县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王爱民说，香河
因盐而生，因河而名，因“运”而兴。

大约在 5000多年前，古人已学会煎煮海盐。公
元 925年，后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于芦台（今属天
津市）开辟盐场，在宝坻附近“置榷盐院，谓之新仓，
以贮其盐”。936年，赵德均父子投降契丹，芦台盐场
及新仓全部由契丹接管，新仓遂被改为新仓镇。

随着新仓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增加，938年，
辽朝又分武清、三河、潞三县七千户，于武清北部的
孙村（今香河县城）置县，辖今宝坻区、宁河县大部分
地区。因彼时县东南多水，多栽芰荷，莲红叶绿，其
香馥郁，称之为“香河县”。

1172 年，金世宗“析香河东偏乡闾万五千家为
县，命之曰宝坻”。民谣唱道：“先有新仓榷盐院，后
置孙村香河县；先有香河榷盐院，后置新仓宝坻县。”

因此，香河县从诞生起就是京津冀交汇处一个
因盐而生的繁华富庶之地。

金代开始利用潞水（北运河的前身）实施漕运，
潞水流经香河县孙家务这个位置并非一直向南，而
是经香河县城南、红庙至天津，巧妙利用了香河县城
南的湖泊“舒鸡淀”。

1276年，元世祖采纳了郭守敬的治河方案，从孙
家务开始径直开凿新河直抵河西务至杨村，大大缩
短了漕船行驶的路程，也避免了漕船在舒鸡淀搁浅
的隐患。

1292年，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江南漕粮通过白
河（今北运河）直抵大都，香河一跃而成为“首都之门
户、漕运之咽喉”，从此开启了以后六百多年千帆竞
过、舳舻蔽水的繁华漕运时代。

站在当年的王家铺码头，可感受“东南民力由今
达，西北军储自此供”“锦缆轻抛星斗横，西河鼙鼓夜
来鸣”的繁荣景象。

明清漕运鼎盛时期，大小漕船从武清向香河王
家铺码头驶来，各类船只帆樯如林，见头不见尾，当
时各种用途的船达68种，而“漕船头尾都有专门的浮
雕雄狮，其他船看了都要让道”。

漕船或官船在运河上逆风逆水而行时，需要纤
夫来拉纤帮助起动或航行。“劲儿拧成一股绳呀！—
咳呀！”“快助咱们一阵风呀！—咳呀！”“谁也不能松
呀！—咳呀！”

当年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的王家铺码头，就是今
天的香河中心码头。如今这里碧波荡漾，游船如织，

“大运河文化公园”几个大字熠熠生辉，几尊纤夫雕像
栩栩如生，人们在震天歌谣里回味并触摸千年文脉。

畿辅安澜“金门闸”

从香河中心码头继续南行，运河向天津武清前
进。先走橡胶坝，又过曹店闸，建设中的王家摆大
桥和安运桥施工正酣，很快将要竣工通车。

一水连通京津冀，一路美景看不够。
而在历史上，香河到武清段河道狭窄弯曲，汛

期山水涌至，难以宣泄，加之堤岸皆沙土夯筑，易于
坍塌，经常发生泛溢和溃堤。北运河历史上有“铜帮
铁底豆腐腰”的说法，“豆腐腰”就是指这段河道。

“早在元明时期这里就是北运河的重点治理区
域，元明两朝采用堵塞决口的办法，哪冲开堵哪儿，
长此以往，形成‘随时修筑已为常’的传统，颇受其
累。”陈喜波介绍。

在运河东岸的红庙村附近，分出一条大河，滚滚
东流。这是1731年雍正命人开凿的人工河——青龙
湾减河，时称王家务减河，经宝坻东注大海。清代采
取“疏”的措施，摒弃了元明时期“堵”的办法，大大减
轻了北运河防洪压力，是北运河治理的一大飞跃。

减河上还建了一座滚水坝，但是“因离河稍远，
宣泄未畅”，没有起到泄洪作用。乾隆二年废弃王家
务滚水坝，将坝口向西迁移，在旧坝上游约四里处新
建滚水石坝，名王家务减水坝。移建后的减水坝“金
门宽四十丈”，因为靠近了减河上口，使得洪水分泄
路径畅通，坝口过水一丈有余，得保平稳，而武清河
西务数万生灵获以安全。

1772年，乾隆重修王家务减水坝，将坝顶高程降
低一尺，以增大排洪流量，并在两岸坝肩增建了坝
台。重修后的王家务减水坝雄踞河口，固若金汤，名

“金门闸”。乾隆御笔诗云：“金门一尺落低均，疏濬引
河宣涨沦。通策例同捷地闸，大都去害贵抽薪”。

走进红庙村南的金门闸遗址，古代水工遗迹迎
面而来，讲述着当时最高的水工技艺和锲而不舍的
治洪精神。250年前建造的南、北两处闸台（坝台）
依然伫立原处，北闸台平面略呈梯形，外壁为条石，
内填夯土，保存得较为完整。原立于南坝台之上的
乾隆御诗碑，现存残碑一块，诗中“尺落低均、疏濬
引河宣、策例同捷地闸、大都去害、王家务”等碑刻
文字清晰可见。

这既是一条旅游线也是一条文化线，更是一条京津冀协同发展线。大运河京冀段旅游通航，迸发出无
限生机和活力。

悠悠运河千古事，浩浩宏图万代歌。
曾经的舳舻千里、漕运通济，都在我们的古今对话中，如掠影浮光般一一呈现。
在这条融合京冀生态与人文、连接历史和未来的古老河道中尽情畅游，一同触摸文化脉搏、感知文化神

韵、汲取文化营养，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

北运河起点北运河起点，，““二水会流二水会流””依稀可见依稀可见。。记者记者 白继开白继开//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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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香河段河心岛和中大运河香河段河心岛和中
心码头心码头。。记者记者 雷声雷声//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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