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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关一文

记者从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简称北京建院）获悉，北京建院与英国
零碳工场联合建立“零碳工场中国研究
院”。其将以全球化的视野、国际化品牌以
及世界领先的碳中和理念、技术和实践经
验，致力于成为中国建筑领域碳中和的行
业引领者，助力城市副中心率先打造北京
市碳中和示范区。

打造行业“零碳”发展新标杆

在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
动方案》和《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中，先后明确了建筑领域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深化可再生能
源建筑应用，推广光伏发电与建筑一体化
应用是总体方向和路径，市场空间预测可
能达到万亿。

为响应国家双碳目标，作为北京市市
属一级企业，北京建院联手英国零碳工场
建立了“零碳工场中国研究院”。“结合行业
特点，零碳工场中国研究院将不断开展前
瞻性、实践性的碳中和研究、咨询、设计和
低碳类科技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主要涵盖
标准制定、技术研发、国际合作、项目实践
等方面的内容。”北京建院运营部副部长刘
葳介绍，双方将以建筑、园区、社区和城市
的碳中和技术研究为核心，参与住建部等
国家部委主导开展的碳中和技术标准制
定、评价体系以及相关认证。

据了解，英国零碳工场建筑事务所（简
称 ZED Factory）是英国第一个零碳社区

“贝丁顿生态社区”的设计者，具有 20多年
零碳设计经验，是非化石能源建筑体系的
创立者。从大规模的“零碳城市”的总体规
划到单体建筑设计，其均可以提供从设计、
数据、产品到碳资产运营的建筑碳排放解
决方案。

今后，研究院在技术研发方面，将积极
开展零碳/低碳建筑、园区、社区、城市领域
碳中和咨询设计、管理、低碳产品开发等相
关活动，以技术及研发咨询服务带动产业
链布局，结合国家“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广泛开展国际合作，扩大北京和国内
城市在建筑层面的碳中和成果推广。同
时，结合具体规划与咨询设计项目开展研
究性实践，以碳中和建筑、园区、社区、城市
设计示范项目为抓手，打造行业零碳/低碳
发展新标杆。

研究院还将以零碳工程项目为应用场
景，以工程产品应用科研为牵引，选、育、
留、产，孵化低碳科技产品，以及衍生数字
化产品，将业务属性逐步从服务业性质向
科技类性质转变，发挥研究院在产业链整
合中的龙头带动效应。

（下转2版）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岳阳 胡
芳静）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获悉，8月12日凌晨4时30分，随着55001次
首趟动态检测车从燕郊站鸣笛始发，京唐城
际铁路燕郊至唐山段、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
北辰段正式进入联调联试动态检测阶段。

京唐城际铁路起自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终至河北省唐山市既有唐山站，途经北京城
市副中心、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市宝坻区、河
北省唐山市，线路全长约148.7公里，设计最
高时速 350 公里。全线共设置车站 8座，分
别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燕郊站、大厂站、香
河站、宝坻站、玉田南站、唐山西站、唐山

站。项目建成初期，列车由北京站始发，至
唐山站城际车场。京唐城际铁路是京津冀
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骨干线路，经通燕联
络线与京哈线衔接，经唐滦联络线与津秦高
铁衔接，是以城际客流为主，同时承担部分
中长途跨线客流运输功能的高速铁路。

京滨城际铁路起自京唐城际铁路宝坻
站，新建线路向南经天津宝坻区、武清区、北
辰区、东丽区、滨海新区，引入既有滨海西
站。正线线路全长约96公里，设计行车速度
250公里/小时。全线共设置车站 4座，分别
为宝坻站、北辰站、天津机场站、滨海西站。
京滨城际初期建设及开通范围为宝坻站至

北辰站，线路长度56.2公里。
京唐城际和京滨城际动态验收，分联调

联试及运行试验两个阶段进行。其中联调
联试主要以线路设计速度为目标，通过检测
确认列车、试验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采
取单编和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等方式，在规
定测试速度下对轨道、道岔、路基、桥梁、隧
道以及牵引供电、接触网、远动、通信、信号
等系统功能、动态性能和系统状态进行检
测，为动态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运行试验主要通过运营动车组进行列
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
练、按图行车等试验项目，检验各系统在正

常与非正常条件下运输组织的适应性，验证
行车组织方式能否满足运营要求，检验设备
故障和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急处理能力，为
完善科学合理的运输组织方案提供技术
依据。

京唐城际和京滨城际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交通支撑，是京津冀城际
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唐城际和京滨
城际铁路开始联调联试，预示着两条城际铁
路全线开通运行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线路
开通运行后必将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区域
及全国路网布局，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
重要支撑和保障。

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联调联试冲刺全线开通

近日，记者从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了解
到，北三县融入北京通州区交通一体化再提
速，两地交通互联互通按下“快进键”，亮点
频闪。

三河“巨无霸”公交枢纽月底启用

在三河市燕郊金谷大街公交综合枢纽
建设工地，项目主楼已经建成封顶，目前正
在进行内部装修。这是三河市建成的廊坊
域内面积最大的省际公交与城乡公交一体
化综合枢纽，将于本月底启用。

这个“巨无霸”公交枢纽建成运行后，
可满足三河市 350 辆公交车日常运营及管

理需要，以及 300 余辆社会车辆的停放；预
留的省际客运用地可满足 80 余辆长途客
运车辆停放；可对接 150 余辆北京公交车；
还设有出租车停靠点，满足京冀交界地百
姓便捷出行需求。

项目位于燕郊金谷大街南侧，建设用地
规模133亩，建有综合楼、立体停车楼及室外
配套工程，综合楼高4层，包括一级长途客运
站、城市公交中心；1栋停车楼，高 3层，占地
2万余平方米。

据介绍，目前北京到三河有17条公交线
路，辐射三河市三分之二镇区，并与北京通
州、顺义、平谷实现了公交“零距离换乘”。
三河市所有农村公路均拓宽至 7米以上，10

个镇均实现了10分钟上高速。
燕郊金谷大街公交综合枢纽建成运营

后，三河到北京的公交线路将更加通畅，三
河进京通道越来越便捷舒适。

香河到城市副中心新通道明年5月通车

香河县新建安石路施工现场一片热火
朝天。这条香河至通州新添的大通道预计
明年5月底建成通车。

安石路东起香河县运河大道与老夏安
线交叉口，向西跨越大运河后，至冀京界段
（通州新石小路）。安石路是北京城市副中
心与廊坊市北三县协同发展规划的4条快速

道路之一，建成后，从香河县前往城市副中
心时间将缩短三分之一。

中冶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石路项
目总工程师苏雅赋说：“目前施工路基土
方填筑基本上完成了 85%，引桥完成 80%，
今年年底主桥完工，预计明年 5 月底建成
通车。”

为了大力推动与京津交通一体化建设，
近年来，香河县还在区域内补齐交通“短
板”，畅通“微循环”，“城市血脉”不断丰富，
城市快速路网加速形成。香河县交通运输
局工程科负责人田洪泽介绍，截至 2021 年
底，全县公路通车总里程达到1042公里。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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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漕运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岸边
再也没有“十万八千嚎天鬼”的震天响。常
富尧惋惜地说，船工号子没有像戏剧那样记
入历史，而是随着漕运的没落消失了。好在
相关的整理工作早已开始。1987年，还在通
州区文化馆工作的常富尧得知正在编写的

《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打算收录通州运河船
工号子，他十分激动，可是给他整理的时间
只有3个月。

时间不等人，常富尧先联系通州区各个
街乡文化站的工作人员，可惜的是各文化站
也没有记录。为了留住这份特殊的记忆，
1987年初，常富尧装上录音机和笔记本，骑上
自行车，车后面挂上暖瓶，从东南向西北沿着
大运河通州段，一个挨一个地走访村庄。

“成果不多，全是打击，我都想放弃了。”
常富尧回想当时，有些经历过漕运的老船工
要么去世了，要么就是想不起来，一个半月
下来也就搜集到几句运河号子的片段。

然而走上了这条路，常富尧就不想放
弃。距离《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截稿还有一
个月，常富尧来到了运河北首的盐滩村，在
这里他见到了老船工赵庆福。“赵老的爷爷
就是老船工，不仅如此，他的姨父、姑父也都
从事漕运行当。得知我的来意后，赵老一口

气唱了 10 首运河号子。到第二次拜访时，
赵老又唱了几段，这才有我现在掌握的 22
首运河号子。”常富尧说。

如今，79岁的常富尧和赵庆福的儿子赵
义强一起，成为发扬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
人。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大运河游船京
冀通航仪式……运河号子都是这些大型活
动的第一个节目。作为运河号子第四代传承
人的赵义强，还把运河号子带进了通州的校
园，让孩子们也感受到了古老的运河文化。

孩子们不仅学会了一段段运河号子的
唱法，更将号子背后蕴含的船工精神传承了
下去。赵义强说：“当年运河上的漕船南来
北往，如果有船只遇到险情，相邻漕船的船
工会像下饺子一样争相跳进水里，帮助遇险
船只脱困，这种助人为乐、互帮互助的精神
非常值得学习。此外，闯滩号里蕴含的不怕
困难、勇于拼搏的精神也十分可贵。”

常富尧认为，随着生存环境变化，如今
非遗项目所承载的内涵已经远超过去。保
护非遗不单是它的技艺本身，更包括非遗背
后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承非遗项目
背后的文化价值。“通过运河船工号子传承
的其实是背后的船工精神。把历史留下来，
把精神传下去，是我们这一代应该做的。”

运河船工号子运河船工号子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曾经的运河河面上，漕船千帆首尾相接，河岸上被称作“十万八千嚎天鬼”的船工喊起整齐划一震天响的运
河号子，指引着漕船起锚、立桅、摇橹、闯滩或是货物出舱。运河船工号子没有固定的歌词和曲调，它们从出现
到消亡契合了漕运的兴衰。

2006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此运河号子开启了第二段生命。如今在关
于大运河文化的舞台上，运河号子总是开场节目，就像当年漕船出航前船工喊的“起锚号”。而在学校，孩子们
不仅学会了号子，还将拼搏进取、互相帮助、敬老孝亲等船工精神牢记于心。百年后，运河船工号子以另一种形
式在运河边“唱响”。

从通州区文化馆退休的常富尧已经 79
岁了，从 1987 年开始常富尧就收集和整理
大运河的历史文化，其中最让他满意的就
是收集到 10 个种类、22 首通州运河船工
号子。

常富尧解释，运河船工号子是历史上运
河两岸船工在劳作时唱响的劳动民歌。“古代
行船的机械化没有现在那么强，从漕船起锚
到行至河道中央，每一步都是力气活儿。运
河船工号子就像现在几个人搬运重物一
样，大家嘴里喊着统一的口号。”渐渐地，这
些号子根据船工所在地、所在漕帮的不同，
变成了形式多样的运河船工号子。常富尧
说，不管是哪个种类的船工号子，都能起到
统一劳动节奏、提升工作效率、增强工作兴
趣的作用。

经过多年整理，常富尧发现通州本地的
运河船工号子共有 10种，涵盖了漕运过程中
的出船、航行、闯滩、搬货等全流程。“10个种
类、22首运河船工号子契合了当时漕船上所有
的工作，我们可以从船工号子中一窥漕运的历
史与古时候劳动人民的勤劳。”常富尧说。

“喂捯、喂捯……”常富尧唱起了起锚
号。作为漕船出航的第一个步骤，船工们需
要将重达几十甚至上百斤的铁锚从水中拉出
来。“第一个‘喂捯’要用力喊，因为大家要一
起用力拉船锚；第二个‘喂捯’比较轻，用力之
后船工们要缓一缓。起锚号比较简单，虽然
没有旋律，但是喊起来紧凑有力、张弛有度。”
常富尧说。

铁锚从水中拉起，下一步就是将漕船用
篙撑到水中央，此时船工们唱起了揽头冲船
号，此号与起锚号一样紧凑有力，没有旋律。
船到水中央就要唱起摇橹号了，此号简洁明
快，也能体现出船工们坚毅的性格。漕船到
目的地了还有出舱号，这是船工们在卸船时
喊出来的号子，不同于之前的几种，出仓号比
较自由，甚至可以根据干的工作即兴编词，十
分有趣。

行船时，应对河面上的各种突发情况，船
工们也有不同的号子。逆水行船时船工们升
起桅杆要唱立桅号；船搁浅时船工下水推船喊
的是闯滩号，此号用立桅号曲调，只是速度慢
些，更扎实且有张力；而在纤工背纤拉船时要
喊拉纤号，拉纤号可即兴编词或使用歌谣、民
间小曲。

此外在每年冬天休船时，要把船用绞关
拉上岸，推绞关时船工们就喊绞关号；而在码
头休息时，船工们就会唱起闲号，此号比较自
由，旋律性强，为即兴编词演唱，甚至还有船
工与船工之间、船工与岸上百姓之间的对唱。

常富尧说，喊号子需要领号人，当时每艘
船上都有一个领号人。“领号人都是行船经历
极其丰富的老船工，他们不仅知道行船的每
一个步骤，掌握每一段号子，还能通过经验判
断出前方的河面是否有激流险滩，并且通过
口中喊出的号子指引船工进行相应的准备。
这个作用和现在的雷达一样。”

领号人也要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常富尧
说：“比如船工们在岸上拉纤，有些体积大的
漕船就有几百名纤夫，这是漕运过程中最累
的体力活儿，而且所有纤夫必须一起用力，这
时就看领号人的功夫了。”

常富尧介绍，当所有船工到岸上拉纤时，
领号人会在头发上梳一个冲天辫，脸上涂抹
五颜六色的油彩，身上穿着夸张的衣服，手持
两个挂着铃铛的牛扇骨，站在纤夫旁边口中
喊着拉纤号，脚下跳着舞步。“拉纤号和舞步
是相互配套的，而且舞步也不是瞎跳的，领号
人的每一个步点都契合船工们拉纤的节奏。
这是 10种运河船工号子中比较活泼的，也是
最具特色的。我想之所以这样表现，是因为
领号人想让船工们在辛苦工作时，制造一点
儿乐趣。”

常富尧发现，虽然运河流经的主要城市
都有运河号子，但是作为运河北首的通州，
本地的船工号子还有四个鲜明的特色，即

“水稳号儿不急，词儿带通州味儿，北调儿含
南腔儿，闲号独一份儿。”从简单的运河号子
中，不仅能了解船工的生活，还能体现运河
以及流经城市的部分特点。

通州运河船工号子的曲调平稳、优美，
抒情如歌，并没有紧张激烈的节奏，这贴
合了运河水势平稳和缓的特点。“我对比
过黄河号子，由于黄河流经的部分区域落
差较大，所以造就了黄河号子激烈、高昂、
悲壮的特点，同黄河本身一样极具阳刚之
气。而运河是一条人工开凿的河流，流经
的地方大多是平原，所以不管是歌词还是
曲调，运河船工号子都比较平缓和风趣。”
常富尧说。

运河上各个城市都有船工，他们也将各
地的方言融进了号子里，通州也不例外。常
富尧介绍，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带有很浓的京
味儿和通州味儿，最明显的体现就是不少唱
词里都用到了儿化音，比如三儿、人儿、鞋儿
等，以及一些具有通州地方特点的衬字和衬
词，比如四儿搭四儿的、一了个的等。“这些
具有地方特点的唱词使得通州运河船工号
子散发着北京民歌中的京味儿和乡土气
息。”常富尧说。

另外，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也含有南方民
歌的音调。常富尧解释，这在速度较慢、曲
调平缓的号子中表现的最明显。他认为，出
现这样的现象与漕运本身相关，运河带来了

南北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运河号子也是在这
样的历史契机下形成的。

“20年前，一位运河老船工告诉我，通州
运河船工号子最初是和南方漕运船工学来
的。后来我也分析过运河号子的曲调，发现
通州的运河号子与部分南方民歌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常富尧介绍，比如拉纤号和
出舱号与江苏民歌《无锡景》《紫竹调》《茉
莉花》《如皋探妹》等多出曲调相似。此
外，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周青青在名为《北
京通州运河号子中的山东音乐渊源》一文
中对比了通州运河号子和山东民歌的曲调
旋律，认为通州运河号子与山东民歌也有一
定的相似之处。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
波认为，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走向的水利工
程，不仅贯通了中国南北的交通，也促成了
中国南北音乐文化的传播和积淀。“山东运
河号子随着运河来到北京，既满足了通州码
头航运劳作的需求，又在北京通州留下了山
东音乐的印记。”

要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与其他运河号
子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闲号。“正所谓闲号
独一份儿，这是一种不因劳动而产生的号
子，在其他河号中非常少见。”常富尧介绍，
闲号的“闲”，指的是“闲体”和“闲心”，通常
是在漕船即将到码头或是干完活儿后，喊号
者为引来岸边人们的呼应而唱的号子。内
容也非常轻松愉快，比如年轻的船工向岸上
的姑娘表达爱慕之意等，这是船工们劳作完
成后重要的休闲方式。

一首首号子传承船工精神

伴着漕运产生的运河民歌

通州船工特有的闲号

常富尧常富尧（（左左））在老文化馆里为赵庆福在老文化馆里为赵庆福（（中中））录制音频录制音频。（。（资料图资料图））

大运河游船京冀通航仪式上大运河游船京冀通航仪式上，，常富尧唱起运河号子常富尧唱起运河号子。。

香河至通州新添的大通道香河至通州新添的大通道———安石路正在大运河畔紧张施工—安石路正在大运河畔紧张施工。。通讯员通讯员 王丰王丰//摄摄

三河公交枢纽月底启用三河公交枢纽月底启用。。

京唐城铁大厂站封顶京唐城铁大厂站封顶。。通讯员通讯员 夏东旭夏东旭//摄摄

环渤海地区首例到港船舶用电需求“全覆盖”

国投京唐港基本实现靠港船舶污染物“零排放”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在唐山港京唐港

区，随着码头岸电转接箱安装调试完成，国投
京唐港码头岸电率先具备了低压250安转350
安转换供电能力，成为环渤海地区首例到港船
舶用电需求“全覆盖”的港口企业，在推进船舶
靠港使用岸电常态化方面发挥示范效应。

日前，神华 535号货轮向国投京唐港缓
缓驶来，准备进行煤炭转载业务。以往，船舶
停靠需关闭主机开启副机，采用重油发电维
持船舶动力。如今，经过船侧放缆、港口人员
整理电缆、安装岸电插头、港口侧送电、船侧
负荷切换等一些列动作，船舶即可接入岸电
系统供电，替代重油，既安全便利又清洁环
保，基本实现靠港船舶污染物“零排放”。

国投京唐港党群部副经理刘伟介绍，近
年来，国投京唐港认真落实国家环保治理要
求，持续推进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利用，加快

绿色智慧港口建设，探索出了一套具有国投
京唐港特色、智能高效的码头岸电系统。

“原来具有 250安接插件接口的船舶无
法使用岸电，但增加了码头岸电转接箱后，可
以把已建的 350安接插件转换成 250安接插
件，相当于增加了2种低压岸电接口，由原来
的低压2种接口变成低压4种接口，因此具备
了低压 250安转 350安转换供电能力。为船
舶到港用电提供了便利条件。”刘伟介绍。此
外，这套系统中先进的主动式自动并网功能，
能够实现船舶岸电与船侧电源之间满负载不
停电无缝切换和负载转移，即可自动补偿升
降装置又可有效避免升降装置与装载过程中
的船舶发生刮碰情况。

船舶使用岸电经济效益显著。“用电力
能源替代化石类能源，可降低船方的燃油消
耗量，节约成本。”国投京唐港主管工程师

范广辉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近期船用
燃料油市场价格和岸电价格估算，船舶靠
港期间辅机燃油成本会降低 26.5%。“这么
算来，单艘船舶采用岸电系统电源的成本
为 5400 元，使用 0.5%燃料油发电成本为
7344元，可节省 1944元。”

替代重油也带来良好的环境效益。“船
舶靠港采用船舶岸电系统供电，最大的好处
在于港区环境污染可以得到大幅度改善。”
范广辉说。船舶燃烧燃料油、柴油发电后会
产生污染物排放到空气中，主要包括细颗粒
物、可吸入颗粒物、金属颗粒物等颗粒污染
物，以及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等
气体污染物。采用岸电后，船舶在港区停泊
作业期间空气污染物排放将得到有效治理。

范广辉进一步解释道：“按照船用发电
柴油机发出 1 千瓦时的电力所产生二氧化

碳、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数据作为参考，单
个泊位应用船舶岸电系统后在该港区空气
污染物减排量，相比于船舶使用 0.5%燃料
油，每年可以减少排放 670.7吨二氧化碳、2
吨硫氧化物和13.5吨氮氧化物。”

据悉，目前国投京唐港岸电系统只可为
一条船舶供电。今年计划对现有港口岸电
系统进行扩建，预计到今年年底，所有泊位
具备“全覆盖”供电能力。

国投京唐港是国投集团下属投资控股
企业，位于河北唐山港京唐港区，地处环渤
海经济圈的中心地带，现有 3个靠泊能力为
10 万吨的专业化煤炭泊位，年设计吞吐能
力 4400 万吨，作为大秦铁路扩能分流的配
套建设项目，承担着国家“北煤南运”“西煤
东运”的中转装卸任务，已累计完成吞吐量
6.22亿吨。

北三县融入城市副中心交通一体化再提速
本报记者 韩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