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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庙西路修复时，每天在工地忙前
忙后的施工人员发现，不远处的燃灯塔
似乎出现了倾斜。经过通州区文物所
与专业机构的测量，最终发现燃灯塔向
东南方向倾斜了7度。

燃灯塔的修复工作开始于 2016
年，当时距燃灯塔前次大修已过去了整
整 30 年。再次站在燃灯塔下，人们发
现塔身和周围鸽子特别多，部分瓦片松
动，有些已经崩裂，瓦面上也布满了鸽
子粪，有些瓦片的缝隙里长出了杂草。
且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悬挂塔铃的椽子
和塔檐也已糟朽，部分椽子已经挂不住
塔铃，塔顶的吻兽也出现损坏。

修复燃灯塔先从搭建脚手架开
始。没想到这就是第一个大难题。

燃灯塔高近 60 米，脚手架也要等
高。为最大限度保护古建，本次修复规
定燃灯塔与脚手架不能发生任何接触，
架体的稳定性就成了关键问题。最终工
人们决定在脚手架外架设缆风绳，并在
周边的地上打地锚，最大限度稳定脚手
架。搭建完成的脚手架距离燃灯塔有
20厘米左右，工人可以通过踏板往返于
架体和燃灯塔。

郝宏伟介绍，随着时代发展，古建修
复的理念和技术在不断更迭。此次古塔
修复就是通过传统工艺和材料，以修复
和重现为主，不到万不得已不做更换。

修复首先要让燃灯塔重现本来面
貌。1986 年大修时，白色涂料覆盖了
塔身的雕塑、力士像、斗拱等部分。这
次施工人员用工具一点点磨掉原来的
白色涂料，露出里面的青色主体。听
上去简单，但对于用力轻重、打磨方向
都有严格要求。比如燃灯塔一到四层
每个椽子下方的泥塑力士像，其铠甲
鳞片、飘带等细节都刻画得十分生动，
清理时需要非常精细，要用到不同工
具，把雕塑纹理上的白色涂料一点点
地抠下来。

对塔身瓦片，则更多的是修复和加
固。施工人员用青灰、白灰、麻刀等材
料重新加固。对于必须更换的瓦片，则
根据尺寸订购青瓦。

修补塔铃的工程量更超出想象。
塔铃是“燃灯七绝”之一，其数量更

在中国古塔范围内少有。为了彻底修
复，人们取下塔上所有塔铃，每一枚都
详细记录所在的层数、悬挂地点的朝向
以及位置，修复后原位悬挂。

燃灯塔上的塔铃每一枚都不一
样。据记载，清朝乾隆年间现今北京平
谷区域内发生地震，燃灯塔遭受严重损
坏。后期修复中，各路民间捐款发挥了
重要作用，而这些捐款来源就记录在了
每一枚塔铃上。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
京，侵略者的枪炮对准了塔铃。有的塔
铃被击落了，有的塔铃留下了弹眼。

此次修复，对部分残破塔铃根据其
形状、重量，制作模具重铸。同时，为达
到风吹铃动的效果，塔铃里的铃锤一并
重做。

塔铃取下后，塔檐和椽子的修复也
同时进行。

塔檐和椽子的木料大多为松木，有
些塔檐的松木只是出现了裂缝，施工人
员就根据裂缝大小制作木料填补；有的
塔檐糟朽严重，就加装铁箍，让其可以
承受塔铃的重量。

燃灯塔的整个修复工程，就是让燃
灯塔本来面目重现的过程，每一步都体
现了工匠们对历史的尊重。不过在修
复过程中仍有遗憾，燃灯塔一到四层分
布着几尊力士像，其中大部分力士像均
损失头部。工匠们也想过重塑头部，但
是头部的大小、上面的装饰、面部表情
等细节无法确定，最后只能放弃。

如今，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已基
本修复完毕，虽还未开放，但不少来西海
子公园散步的市民都喜欢站在栅栏外拍
摄，憧憬着文庙等古建筑修复完的样子。

通州八景之一的“古塔凌云”重现运河北首。截至目前，燃灯塔下，以文庙
为代表的古建筑群已经修葺完成。经过数年的整修恢复，文庙规整的格局再次
重现。漫步在青砖红墙之间，几百年聚集而成的气韵扑面而来。

时间退回到2014年。彼时，燃灯佛舍利塔
已经出现歪闪，而占据古塔下方建筑群的工厂
和民房虽早已腾退，但留下一片狼藉。这一
年，古建筑群的重建工作正式启动，根据曾经
的建筑遗址和古代《学宫图》逐步恢复文庙等
古建格局。

翻开乾隆年间的《通州志》，第五卷中有关
于文庙的详细记载。其中不仅有文庙的建成
年代与建造过程，还列出了当时文庙的所有建
筑以及数量，此卷的最后一页则是乾隆时期的
文庙构造图。对比如今文庙的建筑，经过工匠
们数年的修缮和重建，以文庙为核心的古建筑
群已经基本重现当年的格局。大部分建筑都
在原址重现。

文庙的正门叫棂星门，走进此门，一座泮
池映入眼帘。依照文献记载，泮池上新建的三
座泮桥用汉白玉制成，相传这是文人进入文庙
的必经之路。泮桥的东西两侧分别是乡贤祠
和名宦祠，乡贤祠内记载着本地人士中品德、
学问皆被推崇的人，他们去世后由大吏题请，
祀于其乡，入乡贤祠。名宦祠则是祭祀地方官
宦的配殿，供奉历朝历代为官清廉、爱民如子、
政绩突出的外籍官员。两侧建有普通官吏拜
谒孔子前歇脚整装的东西朝房。

穿过棂星门正对面的戟门，巍峨的大成殿映
入眼帘。对于历代文庙而言，大成殿都是核心建
筑。据史料记载，大成殿在唐代称文宣王殿，宋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宋徽宗赵佶取《孟子》

“孔子之谓集大成”语义，赞扬孔子思想集古圣贤
之大成，下诏更名为大成殿。“此处是供奉孔子及
其弟子牌位的地方，孔子的牌位在中间，四配和
十二哲则在两侧。”文庙内的工作人员说。

大成殿前是一片开阔的正方形广场——
杏坛，相传孔子杏坛设教，收弟子三千，授六艺
之学，为士林所称颂。进而又将杏坛作为孔子
兴教的象征，列入文庙的建筑体系之中。大成
殿两侧是东西庑房，这里是奉祀孔子杰出弟子
及历代贤明学者的神位。据记载，唐朝时东西
庑房内有神位 20 余个，到民国时增至 150 余
个。东西庑房内原供奉着儒家学者的画像，金
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一律改为木质牌位，
供奉在一座座神龛中。

文庙的西路建筑也已经重建完成。走进
文庙西路，正对面的建筑是明伦堂，此处曾是
通州第一所书院通惠书院的办学地，始建于明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由巡按御史阮鄂
创建。1564年，知州张守忠将书院改建为州学
明伦堂。明伦堂身后还有学正署和训导署。

负责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技术维修的
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技术维修负责人郝
宏伟告诉记者：“如今文庙的占地面积上千平
方米，内部的格局是根据乾隆时期的北京地
图、《通州志》中的文庙图还有部分老照片重修
的。每一处建筑的位置、形状都有史可查。”

郝宏伟指着大成殿旁边的圣训亭介绍，修
缮文庙时，圣训亭已经不见了，地基也没有找
到。根据《通州志》的记载，圣训亭就在大成殿
西侧，但是具体位置和建筑外观却始终无法确
定。“后来我们找到一张在西庑殿旁边照的民
国老照片，发现如史料记载，圣训亭确实在大
成殿正西，外观也看得很清楚。圣训亭四四方
方，只有一个朝南开的门，其余三面没有窗
户。这才最终确定。”说起破解这一历史难题
的机缘，郝宏伟还难掩兴奋之情。

2014年，文庙西路建筑修复正式开始。
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庙的所在地是一片厂

房和民房，各种无序的私搭乱建破坏了文庙的
格局。到了本世纪初，拆违腾退完毕后，工作
人员对大成殿、棂星门等中路建筑进行了初步
修复，可是以明伦堂、学正署为主的西路却没
有动静。郝宏伟回忆，当时文庙西路到处是渣
土和垃圾，最高的垃圾堆有十几米高，连电线
杆都看不见。工作人员从清理垃圾开始，前后
一周清理了上万立方米的垃圾。

现场清理干净后，只剩下大成殿、佑胜教
寺、紫清宫、燃灯塔等建筑。手里握着乾隆年
间的北京地图，也有《通州志》等资料做辅助，
施工人员决定先从地下开始。

文庙始建于元代，后经明清两朝的修复和
扩建，地下深埋的地基就是重建的基础，然而
地面开挖时遇上了难题。当年的地基显露出
来后，一起出现的还有错综复杂的地下工事。
如今西路的头门和二门之间成为防空洞的入
口之一，后期施工方经过协调将该入口封堵，
但是像蜘蛛网一样的防空洞对古建仍存隐患，
如处理不当，后期可能发生雨水倒灌等情况。

面对这些难题，工人们打开防空洞从中架设地
梁再加以修缮，支撑古建。

地下问题不止这一处。在寻找西斋房的
地基时，现场还发现了一个深六米宽六米的大
坑，据此判断此处曾有一座冷却塔。如果不将
大坑填埋，西斋房无法复建。经过协商，施工
方用传统的三七灰土一层一层地夯出地面。

复建古建筑会用到传统材料，三七灰土就
是其中一种。这是由石灰、黏土按一定比例配
制而成具有较高强度的建筑材料，在我国有悠
久历史。公元 6世纪时，南京西善桥的南朝大
墓封门前地面即是灰土夯成。

为使复建后的建筑更有历史味道，文庙及
周边古建筑的地面和建筑本体的墙面都用到
了青砖。古建大多使用青砖建造，其制作工艺
比红砖复杂，抗风抗寒能力也比红砖强，更加
坚固。

青砖用上了，红色的光油也不能少，两者
搭配更具历史韵味。古代建筑的红色墙面大
部分使用光油，文庙西路建筑的墙面至少抹了
三层光油，晾干后防水防潮的性能一点儿不比
油漆差。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党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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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塔上的塔铃各不相同。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赵磊围绕“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走访调研企业时强调

无事不扰有诺必践 当好企业服务管家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昨天上午，市委常

委、区委书记赵磊围绕“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
展”到企业走访调研。他强调，高水平建设副
中心、打造北京新的“一翼”，产业是重要支
撑。要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精神，坚持立
长远、强功能、全面上台阶，继续当好企业服
务管家，做到无事不扰、有诺必践，从产业打
造、产业服务、产业导入上下功夫，推动城市
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

北京创阅科技有限公司旗下“飞卢中文
网”“飞卢小说”APP，拥有注册用户近 1850
万，是国内付费阅读和原创文学头部企业。
2021年营业收入 7600万元，2022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5.9亿元。赵磊察看企业运营情况，了
解企业需求及全区数字经济型企业发展情

况。赵磊对企业今年实现大幅增长点赞，叮
嘱企业安心干事创业，区有关部门和属地要
继续提供优质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

副中心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占地面积
8.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3.4万平方米，预计今
年年底前开园，截至 6 月底注册企业 58 家。
赵磊详细察看园区规划建设，了解园区企业
入驻及全区重点产业园区发展情况，指出，要
加强运营管理，提高准入门槛，聚焦“高精
尖”，打造副中心科技产业示范基地。

北京通美晶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
知名半导体材料科技企业，2020年在全球磷
化铟衬底市场、砷化镓衬底市场的占有率分
别位居第二、第三。北京创思工贸有限公司

专注于高精度光学镜片和光学镜头的研发生
产，为国内外半导体封装、光刻机、精密测量、
基因测序等领域提供高精度光学元器件。赵
磊走进企业车间看生产、问需求、送服务，指
出，要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上门走访服务，进
一步做好复工复产、助企纾困工作，打造更多

“专精特新”。
赵磊在调研座谈时指出，高水平建设城

市副中心、打造北京新的“一翼”，产业是重要
的支撑。今年是城市副中心产业发展“破局
成势”之年，要抓住功能承接、产业集聚的发
展机遇，深挖政策红利，推动副中心产业高质
量发展。

赵磊指出，实现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
既是压力更是动力，我们要跳出副中心来看

副中心。要加强学习，不论是产业部门，还是
属地和相关部门，要坚持国际化视野，立足定
位，着眼长远，培养更多招商引资、产业发展
的“行家里手”。要在完善产业上下功夫，注
重精准发力，促进产业集聚，完善产业生态，
加快成链成群。继续当好服务管家，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要挖掘产业潜力，优化产业空
间布局，充分发挥头部企业引领带动作用，积
极引进中心城区央企二三级总部、市属国企
等优质资源。紧紧围绕“3+1”主导功能，着力
做强科技创新功能，加快引入一批“高精尖”
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和应用场景落地，推动
运河商务区、网安园、特色小镇、台马板块等
区域发展提质升级。

区委副书记、区长孟景伟一同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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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宏阳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为
深入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解决环京
地区通勤人员进出京交通不便、出行时
间长等问题，预计 7 月 25 日起将陆续试
点开通北三县（燕郊、大厂、香河）至北京
中心城的通勤定制快巴。

通勤定制快巴是介于传统长途客运
和地面公交之间的新兴定制客运服务，
可以根据乘客需求设置站点，动态调整
线路；实行一人一座，远端安检，一站快
速直达，大大提升通行效率和舒适度。

通勤定制快巴实行平台制管理，目
前首批投入试运营的平台是“京津冀定
制快巴”微信公众号和“北京定制公交升
级版”小程序。

服务健康宝标注“通勤”的居民
目前，北三县至北京中心城尚未开

通轨道交通，北三县居民进出京的通勤
出行主要依靠公交和小汽车，而主要通
道——京通快速路、通燕高速、京哈高速
等早晚高峰交通流量大、道路交通拥堵，
再加上进京检查站排队安检，小汽车平
均通勤时间超过100分钟。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试点开
行通勤定制快巴主要是解决北三县居民
早晚进出京通勤交通不便、时间长、成本
高等问题。通勤定制快巴实行“线上预
约、灵活开线、就近上车、快速通行、便捷
换乘”的运营模式，以乘客需求为导向，
灵活设置开行线路及上下车点位，为乘
客提供“定制”服务。

通勤定制快巴主要服务环京地区通
勤人员快速出行。此次试点的北三县通
勤定制快巴主要服务于长期往返北三县
至北京市的通勤居民（满足本人“北京健
康宝”标注有“通勤”字样）。乘客可通过

“京津冀定制快巴”微信公众号和“北京
定制公交升级版”小程序录入个人身份
信息、手机号码和上下车地点进行实名
注册，根据平台提示选择上下车地点进
行预约乘车，也可根据出行需求自行输
入上下车地点，发起定制，满足一定开行
人数即可设站。具体开通注册及预约时
间请关注以上两个平台发布的信息。

通勤定制快巴将主要依托现有公交
站点，同时在居民小区、办公楼宇等设置
虚拟站点，按需停靠，为乘客提供贴心的

“定制服务”。

远端安检，北三县至北京中心城一小时直达
区别于小汽车出行，通勤定制快巴最突出的特点是实施

远端安检，北三县至北京中心城一站快速直达。承运企业
在北三县上车点位对进京乘客进行实名制验证，通过便
携式安检设备对行李包裹进行安全检查后，快速通过进
京检查站，大大节省了排队时间。同时，通勤定制快巴行
驶公交专用道，避免早晚高峰道路拥堵。据初步估算，首批
开通的北三县通勤定制快巴单程运行时长约一小时，比小客车
通勤节省约50分钟。（下转 2版）

郎朗台湖音乐世界正式亮相 未来将打造国际音乐交流中心

台湖剧场迎来首场“郎朗大师课”
本报记者 关一文

日前，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郎朗
大师课，这也是郎朗工作室落户台湖后的第一场大师课。活
动当天，郎朗台湖音乐世界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正式成立，未来还将打造成集音乐参观交流、钢琴教育、音
乐会、钢琴比赛、大师课等为一体的国际音乐交流中心。

郎朗“大师课”台湖剧场“开讲”

开课前，台湖剧场已座无虚席。“这里稍微减弱一点，低
音再长一些。”“第一个音是一个爆破点，一定要弹出来！”“贝
多芬这个人脾气可不好，你得把他的性格弹出来……”活动
现场，郎朗化身为一位严厉且不失幽默的钢琴老师，对 6位
来自全国各地的琴童一对一“把脉问诊”。

郎朗从基本的旋律、节奏、结构，到乐句的处理、情
感的表达以及乐曲的艺术处理等方面，分享了自己的
演奏技巧。同时，亲身示范、手把手辅导，纠正了钢琴
演奏的常见问题，引导琴童们更好地对乐曲进行艺术
表达。针对不同琴童演奏的特点，郎朗一一给出详细
建议。幽默风趣的讲解，生动形象的肢体表达，现场笑
声与掌声连绵起伏。

在郎朗看来，教授课程与钢琴表演不同，“教别人弹
琴，最重要是明确知道他的问题，需要用耐心和激情调动
起学生的艺术细胞，让他愿意去做这件事，同时要让现场
活跃起来，想法碰撞在一起就是艺术的呈现”。

郎朗台湖音乐世界揭牌成立

郎朗台湖音乐世界也于当日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正式成立。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李志祥与郎朗共同为
郎朗台湖音乐世界揭牌。

从 2007年国家大剧院开幕伊始，郎朗便与国家大剧院
结下了深厚情谊。从举办音乐会到成立工作室，从携手小泽
征尔、祖宾·梅塔、杜达梅尔等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到与国家

大剧院管弦乐团数度亲密合作，15年来，郎朗几乎每年都会
在国家大剧院留下精彩足迹。这样的缘分也将随着郎朗台
湖音乐世界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成立延续着。

“这场大师课精彩纷呈，是一场高水准的艺术普及活
动。”李志祥表示，去年 8月，郎朗工作室在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成立时，我们就约定让郎朗的艺术活动在台湖生根，今天
梦想成真。（下转 2版）

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产业规划及“种十条”发布

城市副中心打造种业“高精尖”
本报记者 田兆玉

近日，区委区政府审议通过了《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产
业规划（2022-2030）》（以下简称“规划”）及《关于鼓励现代种业
发展的若干措施》。规划明确了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的规
划范围、战略定位、建设目标、重点任务、工程项目及保障措施，
为副中心着力打造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促进种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制度保障。

确定确定““两区两中心两区两中心””战略定位战略定位

按照规划，于家务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核心区为于家务回族
乡全境，拓展区为潞城镇、漷县镇、马驹桥镇及永乐店镇全境。

其战略定位是“两区两中心”，即国家战略物种种源安
全先行区，聚焦玉米、大豆、小麦、蔬菜、牧草等核心战略物
种、重点卡脖子物种，实现重大品种重点突破；国家现代种
业产业集群发展示范区，聚焦产业发展，引进、培育跨国种
子公司，推进种业交易平台中心建设，拓宽产业链条、形成
产业集群；（下转 2版）

产业赋能先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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