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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全市唯一实现全境地下管线普查

城市副中心“地下生命线”有了“智慧管家”
本报记者 冯维静

“蓝色代表自来水管，黄色代表热力管网，绿色代表通讯
广播，红色代表电网。任意点击一条管网，其埋深、起点高程
等数据都会一一显示出来。”城市副中心“地下生命线”有了

“智慧管家”，包括给水、污水、燃气、电力、电信、热力等8大类
14小类，总长10972公里的地下管网已全部在实景三维地图
上绘就，覆盖了市政道路范围内的所有地下管线。城市副中
心也成为全市唯一实现全境地下管线普查的区。

地下管线、安全隐患“一目了然”

在区地下管廊管线事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平台进行实
时监控。轻点按钮，一处地下管廊的三维模型跃然眼前。“通
过三维可视化管理界面模拟管廊运行状态，能够对管廊设施
进行精细化管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系统按照实际尺寸比
例进行现实模拟，一旦发现有安全隐患，能有效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确保管廊设备、管线安全。

位于运潮大街架空线入地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手持平板
电脑排查地下管线，屏幕上显示出一张三维地图，将真实环
境和虚拟三维数据实时叠加到同一画面，沥青路面下十多种
管线一清二楚。“以往架空线入地工程在通过路口时，因为不
确定多种管线的精确走向，要在路口的每个角都拦上围挡，
为了避免二次事故，至少要挖4个1米见方的探坑，常常影响
周边居民出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技术员向记者介绍，这
两年，借助副中心的全境地下管线普查系统，架空线入地用
上了AR增强现实技术，把地上环境和地下管线叠加到同一
画面，相当于给了施工人员一双“透视眼”，每一条管线的走
向都很明确，施工时，还能监测新入地管线的施工进度，探坑
小了，进度快了，路面也畅通了。“之前需要10名工人探测10
天的工作量，如今两个人合作半天即可完成。”

AR增强现实技术还可以为道路施工、管线抢修等方面
提供更加真实准确的信息。

“怡乐中路与通朝大街相交路口局部塌陷，抢修前需‘透
视’地下管线的详情，为现场施工提供准确的地下空间信息。”
近日，区地下管廊管线事务中心的值班人员接到求助，技术人
员立即来到现场，在AR“透视眼”的指导下，抢修人员对地下
的管线脉络很快就清晰了：红线是信号灯的电力管线，蓝线是
排水管线，绿线是通信管道，横跨道路主管线距离中心约2.3
米……随后，调派挖掘设备开挖路面，最终确认漏空区域无其
他隐患后，对塌陷区进行了夯实回填，两个小时的时间，路面
就恢复了平整。整个过程中发现隐患，分析地下管线情况，定
制抢修计划，施工、修复，各环相扣，处置迅速。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通过地下管线信息化系统，还可提
供道路挖掘分析、管线老化预警分析、管线碰撞分析、历史数

据对比分析等功能，可为副中心建设过程中的多个重大工程
提供应用支持，包括为海绵城市的规划设计、雪亮工程施工、
各主干道路景观改造、副中心老城双修等重大项目提供管线
数据分析服务，有力保障了城市生命线的安全运行。

五年绘制万余公里地下“脉络图”

数据显示，2021 年城市副中心地下管线数字化管理系
统三维平台累计为全区施工、规划、应急抢修单位提供 122
次三维数据支持，其中自《通州区地下管线施工防护管理
实施细则》出台推广以来，为 112 家单位提供数据支持，未
发生道路区域内管线挖掘事故，有效保护管线安全。

此外，地下管线业务平台已参与 12次供暖管线抢修工
作，均通过三维数据平台向抢修单位提供了事故管线周边的
各类管线分布，对抢修施工过程中的挖掘工作进行协助，充
分利用地下管线数据信息，（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北京东部首个 5A 级景区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即将在城市副中心展露雏
形。近日，首旅集团所属中国康辉旅游集团整合景区及
周边资源推出三条精品旅游线路，承接环球度假区外溢
效应，推动城市副中心文旅资源活化利用。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整合提升大运
河森林公园、运河公园、西海子公园、燃灯塔及周边古
建筑群，四景区实现水路相连，不仅使之成为大运河缤
纷旅游带上的重要节点，也进一步辐射大运河沿线文
化和旅游资源。

据悉，“2022年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即将于8月
8日举行，围绕有风景、有特色、有文化的国家5A级旅游
景区，此次精心布置了三条路线，以北京（通州）大运河
文化旅游景区为核心，串联起北京环球度假区和三个特
色小镇等优质旅游资源，点亮颗颗“明珠”。

第一条线路为“大运河森林公园、燃灯塔及周边古
建筑群、通州区文化馆”。（下转2版）

三条旅游路线串联大运河
文化旅游景区颗颗明珠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三批“国家林草乡土专家”
名单公布，13位北京专家中，城市副中心规模化苗圃北京盛
世润禾负责人单军榜上有名。该苗圃是全国特色榆科树种
培育基地，10年时间已收集9种59个家系的榆科树种，育有
黄金榆、榔榆等耐干旱、耐贫瘠，叶片吸滞粉尘能力强的榆
树新品种，是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为城市副中心建设等
重大工程提供苗木，并不断研究、筛选优秀品种，丰富植物
资源，扮靓城市副中心。

孟夏草长，万物竞茂，走进位于西集镇通清路东侧的盛
世润禾苗圃，仿佛进入了专门为林木修剪“发型”的植物工
厂，各种榆树变着花样“拗造型”，有的灿若云片，有的形如
葫芦、花瓶、茶壶……它们根据“头型”组成不同“方阵”分布
在主干道两旁，行人置身其间犹如“阅兵”。这些榆树种源
清晰，家族谱系不同却有着共同的使命——世世代代为平
原造林、公园布景、道路绿化和丰富生态作着贡献。

“这就是裂叶榆了，有很好的滞尘能力！”单军边说边轻
轻抚摸叶片，示意记者伸手感受。这棵榆树的叶片有巴掌
大小，仔细看叶面有褶皱，摸上去还有硬毛。正是这样的特
性，让裂叶榆在吸滞粉尘方面表现突出。“裂叶榆本来生长
在北京海拔 700米以上的山区，但在通州，我们已经成功种
植了300余株，长势良好。”单军说。

裂叶榆“方阵”仅是苗圃一隅。从 2012年开始，单军在
西集镇建设了近600亩榆科树种基地，专门研究北京当家五
大乡土树种之一的榆科树种，先后在通州、海淀、延庆、怀
柔、平谷等地收集保存了种源清晰的 9种 59个家系的北京
乡土榆科树种资源，包括大果榆、脱皮榆、裂叶榆、春榆、白
榆、黑榆、榔榆、青檀、小叶朴，比市园林绿化局公布的《北京
市主要乡土树种名录（2021版）》中7种榆科树种还多2种。

北京话说“榆木疙瘩”，用来形容人思想顽固、不开窍，

可这“榆木疙瘩”里也有宝贝，比如脱皮榆和青檀就是稀有
种质资源。

单军介绍，苗圃共收集了近 6万粒种子，经筛选、播种，
已获得1.6万余株小苗，形成了20亩乡土榆科树种种质资源
圃。其中既有昌平南口镇 3000多年青檀的种子，也有延庆
千家店“北京最美十大树王”之一的白榆种子，脱皮榆和青
檀还被列为稀有种质资源。目前，团队还在进行“古树幼
化”方面的研究，通过繁育古树种子、枝叶，培养幼化种苗，
探索古树长寿的秘密。“建设城市副中心这座千年之城，不
仅要有经受千年考验的建筑，还要有延续千年的古树。”

近年来，园林绿化材料不断推陈出新，苗圃扎堆发展新
品种，很多常见乡土树种面临无人开发、园林绿化植物材料
应用受限的窘境。（下转2版）

破解种质密码

优质乡土榆科树种资源扮靓城市副中心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日前上午 10 时，中国铁路北京局
集团有限公司唐山供电段维修车间业
务指导刘松涛和同事走下轨道车，继
续京唐城际铁路唐山机场段的静态验
收工作。京唐城际铁路已进入全面静
态验收阶段，作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的重要项目，各条战线的铁路人头顶
烈日巡线检查，力保全线静态验收通
过，如期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刘松涛
已经在一线奋战了将近四个月，为工
程质量保驾护航。

高铁运行全靠电力驱动，电力设
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刘松涛和同事
负责从唐山机场到宝坻南站直线距离
64 公里轨道内的全部供电设备检查。
从 4 月 30 日开始，他们已经沿着这段
64 公里的轨道飞檐走壁地“捋”了 3
遍。每一个线岔、每一处连接点都反
复确认，排查问题。

铁路线上，阳光炙烤，为了防晒，
大家穿着长袖工服上阵，没走多远已
是一身汗。刘松涛将测量仪架在铁轨
上，启动仪器，接触网导线的高度、拉
出值等数据立刻出现，他俯身在轨道
上认真核对每项数据。一旁同事则拿
起 5米多高的测量仪开始检查接触网
的交叉点。通过仪器可以直观检查出
位于交叉点的两条承力索的高差，“根
据规定，两条承力索的距离不能小于
200毫米，否则会对行车造成影响。”刘
松涛解释。

检查完地面设备，就要“上网”
了。吊在距离铁轨 5米高的接触网上
检查，对这些高铁“蜘蛛侠”们来说早
就是家常便饭。“今天比昨天热，零件
更烫手了。”在空中作业的刘松涛擦了
一把流进眼中的汗水，开始细致检
查。他先掏出扳手检查接触网的紧固
力矩，然后对接触网线路的安装标准、
技术指标、数据参数进行全面检查、对
标与核准。（下转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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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红学文化论坛暨
冯其庸学术研讨会是继北京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强
调“实施张家湾古镇保护工程”后，张家湾开展的
首次文化活动。四十余位红学大师、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探讨千年古镇保护开发新路径，激活红学文
化基因，在更高起点、更高质量上推动城市副中心
蓬勃发展，讲好张家湾文化故事。87版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演员也来到活动现场，忆红楼、话红楼。
在通州大运河龙船上，与会红学专家和青年文

化学者围绕“红学与大运河文化”“张家湾红学之乡
建设”“冯其庸与新时期红学”等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深挖红学与漕运古镇历史文化价值，畅谈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新思考，是本次论坛的一大亮点。

针对张家湾特色小镇建设，中国红学会会长张
庆善提出，要加强对《红楼梦》与大运河文化及张家
湾地区关系的研究，并呼吁修建曹雪芹墓，将冯其
庸先生故居建成“冯其庸故居纪念馆”。同时，办好
张家湾红学大讲堂，扩充张家湾博物馆藏品品类，
创设曹雪芹、《红楼梦》与张家湾文化旅游线等。

张庆善提到，搞好《红楼梦》文化旅游，要设计
好曹雪芹、《红楼梦》与张家湾文化旅游线，重点突
出看、听、吃、玩、买。即看与曹雪芹有关的历史遗
迹、博物馆；听与曹雪芹、《红楼梦》有关的故事、传

说；突出通州、张家湾饮食文化、特色小吃；有小朋
友游玩的地儿，吸引家长和家庭；有张家湾特色和
红楼文化特色的纪念品，特别是《红楼梦》文化创
意产品。通过多种方式，真正把《红楼梦》文化在
张家湾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张家湾经济文化社会
全面发展的一张响亮的名片。

提及如何做好张家湾红学文化之乡建设，中
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思聪建
议，要树立独具特色的张家湾镇历史文化活动品
牌。为避免文化游同质化，城市副中心可以将红
楼文化嵌入张家湾镇发展脉络，使其实现最大限
度的差异化开发，以丰富的文化信息与细节搭建
红楼文化场域，让张家湾古镇常游常新。“若想建
设好张家湾红学文化之乡，还需要科技赋能。例
如让VR技术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科技与现实的
多点对接，让更多游客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张家
湾文化的魅力。”马思聪说。

实现张家湾历史文化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还
需做好文化的文章。北京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李
秀磊表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将充分发挥融媒优势，
探索新的文化表达与传播方式，通过多领域、多角
度、多层次全息报道，推动张家湾镇漕运、红学文
化资源高质量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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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历史上，张家湾有
“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张家湾与红学文化之间
的关系紧密而特别。不论是《红楼梦》十里街、花枝
巷的原型，还是关于曹家典地、当铺的描述，在有关
张家湾的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1992年，曹雪
芹墓葬刻石出土，更是引发了红学界关于一代文豪长
眠于此的激烈讨论。张家湾与《红楼梦》、与红学联系
日益紧密，红学文化成为张家湾重要的文化资源。

张家湾镇党委书记邹海涛在谈及曹雪芹与张
家湾历史文化及张家湾古镇未来发展时说：“张家
湾古镇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大运河漕运文化的重
要节点。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古镇张家湾再次得
到了历史机遇的垂青，张家湾地区迈入转型发展的

‘快车道’。”
邹海涛介绍，作为副中心文化旅游板块中重要

的传统文化聚集区，张家湾古镇项目已规划了“一
带，两轴，三区”空间结构。一带，即依托玉带河、萧
太后河、凉水河等历史文化漕运河道，形成大运河
滨水文化带；两轴，即依托长店街与张梁路，形成漕
运文化展示轴和近现代文化展示轴；三区，即依托
自然河道水网，结合历史空间格局，形成古城遗址

片区、张湾镇村片区、产居融合片区三个片区。在
整体定位上，打造古今记忆交汇地区、漕运文化展
示窗口、文化功能融合节点、文化旅游休闲胜地。

“张家湾古镇是京畿漕运的历史首站、红学名
著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我们将
挖掘张家湾古镇历史文化价值，展示张家湾古镇地
区多元的文化氛围与建筑特色。同时依托张家湾
古镇玉带河、萧太后河、凉水河三水交汇的特色，围
绕大运河故道打造滨水文化带。”邹海涛表示，将结
合滨水空间设计，恢复民俗与非遗活动，传承保护
老字号店铺，营造沉浸式公社生活体验，将张家湾
古镇打造成副中心文化旅游新地标。

未来，张家湾镇将与中央美院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合作开展“大运河与张家湾——历史影像调查
与研究”，共建实践教学（写生）基地。“我们将借助
专家团队及平台的力量，为张家湾古镇建设在全球
范围内征集到更加全面生动的影像、照片、图片、绘
画、文字等历史资料，提升史料征集的国内外影响
力，以真实史料作为支撑，更好地为古镇建设与后
续发展做好铺垫。”邹海涛介绍，《漕运古镇张家湾
（修订版）》一书，预计也将于今年上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柴福娟柴福娟

刘刘 薇薇

曹雪芹、红楼梦与张家湾有着怎样的历史情缘？日前，多名专家学者齐聚张家湾镇，探讨千年
古镇保护开发新路径，畅谈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新思考，深挖红学与漕运古镇历史文化价值，激活红
学文化基因，在更高起点、更高质量上推动城市副中心蓬勃发展，讲好张家湾文化故事，扎实推进张
家湾古镇保护工程，挖掘红学文化与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

专家学者齐聚 探讨古镇激活红学文化基因

为期十个月的“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京遗迹标
识导视系统征集活动”结束，10 件突显曹雪芹身
份、红楼梦气质、北京特色的设计方案正式揭晓。

该导视系统设计负责人、北京印刷学院艺术
设计学院院长张晓东介绍，该活动旨在关注这些
城市里散点式文物遗迹，让文化遗产活起来。征
集活动推出后受到全国各大高校的广泛关注和积
极响应，共收到165件投稿方案，历经层层筛选、专
业评审，10件设计方案脱颖而出。这些方案各具
特色，视觉解读曹雪芹的文曹雪芹的文学意蕴、生活审美。

张晓东介绍介绍，，此次遗迹标识设计首先需要准此次遗迹标识设计首先需要准
确确、、生动地体现曹雪芹先生动地体现曹雪芹先生的身份特征，与打造世造世
界级文化名人品牌界级文化名人品牌、、传递北传递北京城市文化、展现中国中国
文化深度的理念相契文化深度的理念相契合。征集的设计作品大多采多采
用图形用图形、、文字以及图文字以及图文文组合的设计方式，比如有的有的
作品围绕曹雪芹的姓作品围绕曹雪芹的姓氏进行创作，有的作品围绕绕

““梦梦””字创字创作作，，有的则采用有的则采用了北京典型的地标建筑作

为设计元素。例如“石头记”作品是一枚火红的灵
石造型图形，灵感取自通灵宝玉“大如雀卵”“莹润如
酥”的描写，浓丽的殷红色石头串联顽石、宝玉、神瑛
侍者、怡红公子的主角身世，呼应了曹雪芹的写作之
地“悼红轩”，也呼应了《红楼梦》的原名《石头记》。

“我们将进一步对这10件优秀作品的元素、理
念进行凝练整合提升、深化设计，并于近期发布最
终设计方案。”市政协常委、民盟中央文化委员文化委员会副
主任宋慰祖表示，目前，大部分曹雪芹生前遗曹雪芹生前遗迹尚尚
处于零散、被埋没的状态，亟待识别识别、、保护及展保护及展示。
此次征集活动是识别、保护曹雪芹生前在京遗迹的雪芹生前在京遗迹的
重要一笔，让文脉绵延永续，使文化有迹可循文化有迹可循，，推动推动
构建统一的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京遗迹标识识别体京遗迹标识识别体
系，将主题散点串联式文物遗迹连接成线遗迹连接成线。。未来市未来市
民只要看到统一标识，就可以清楚认定以清楚认定，，这里曾是这里曾是
曹雪芹在北京的生活遗迹，构建一座纵横城市间的构建一座纵横城市间的

“曹雪芹博物馆”。

曹雪芹与红楼梦在京遗迹标识十佳方案公布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学刊》编审、中国红楼梦
学会秘书长张云：

把小说搬进文化公园建设
实景展现红楼运河景观

张云表示，《红楼梦》是以京杭大运河为底色的小
说，虽然既往的红学研究开启了关乎江宁织造、扬州盐
政、康熙南巡、通州张家湾古镇等的历史记忆，但尚少
有意识地将大运河文化的视野纳入进来。

“将小说书写的运河文化纳入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之中，通过对文学与历史的考证，为大运河的‘活态
遗产’做好注脚。”张云说，《红楼梦》有对运河文化景
观、南北风俗的描述，适合做实景展现。此前一些红楼
文化主题公园便是成功的先例。比如北京大观园、上
海大观园、正定荣国府等红楼主题公园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 90年代走向繁荣。2013年 5月开放的江宁织
造博物馆，按新思路展示了《红楼梦》涉及的历史和文
化，并常设世界非遗云锦展。

张云说，对通州张家湾来说，红楼文化与运河古镇
文化相得益彰。曹雪芹的雕像已在萧太后河畔落成，
成为通州区的人文新景观。今后可以在大运河文化带建
设中讲好曹雪芹和《红楼梦》与运河的故事，为《红楼梦》能
够进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学理支撑。可以
尝试将红楼文化与运河文化有机结合，进入博物馆、纪念
馆、陈列馆、展览馆，展示活态运河，使《红楼梦》成为独具
特色的衔接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一条文化通道。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审陶玮：

复 建《 红 楼 梦 》景 点
扩充本地红学资源多体发展

陶玮表示，张家湾具有丰富的地域红学资源，应依
托地域历史文化资源优势进行文化旅游建设，充分运
用和扩充本地红学资源的多体发展，增强文化旅游项
目的品种广度。

陶玮建议，一是可以适当扩充实体建设，丰富红学
旅游景点。目前，张家湾已经有了博物馆、曹雪芹铜像、归
梦亭、红学文化走廊，应继续对一些与《红楼梦》相关的
张家湾景点进行复建，例如葫芦庙、水月庵、花枝巷，形
成独有的地域红学文化旅游资源。二是从促进红学学
术发展角度，适当建设一些红学家工作室或红学专题
研究工作室，以此推动研究的发展，形成浓厚的红学氛
围。三是继续稳步发展红楼梦的地域艺术创作群，积
极吸纳一定数量的红楼梦艺术人才和企业，对红楼梦
绘画、雕塑以及多种类的工艺产品乃至影像产品、数字
产品的设计生产进行扶持，增加互动型的红楼梦文化
艺术旅游项目，以形成新的丰富的后天红楼梦文化艺
术的资源优势，扩大地域红学资源的广度。

热
专家

议

萧太后河畔的曹雪芹雕像萧太后河畔的曹雪芹雕像。。

四十余位红学大师四十余位红学大师、、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专家学者齐聚一堂，，探讨千年古镇保护开发新路径探讨千年古镇保护开发新路径。。

城市副中心全市率先实现全境地下管线普查，工作人员可通过平台实时监控。记者 唐建/摄

退伍老兵火眼金睛发现问题近百处。受访者供图

苗圃内各种榆树变着花样“拗造型”。

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将承接环球度假区外溢效应，
推动副中心文旅资源活化利用。 记者 党维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