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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通州区张家湾博物馆，一艘古船映入眼帘。张
家湾古镇因漕运而兴，对行船水运非常熟悉。博物馆工
作人员介绍，这艘古船出土自张家湾镇苍上村，是一艘
清代古船，杉木所制。杉木质轻而富有弹性，强度好也
较耐腐蚀，明清时期多用来造船。

根据这艘船的大小和形状，推测这条船是驳船，主
要用于小宗货物从河岸到河港大船之间的驳运。这种
类型的船在明清时期的通州较为普遍，在通州运河两岸
以水为生的渔民，以及靠货运为生的百姓多使用这种
船。该船周围饰以白色水波纹，记录着通州与大运河水
的深厚渊源。

位于台湖镇的北京文旺阁木作博物馆中也有一艘
驳船，船上面没有立桅杆，而是搭了一个简易的草棚
子。博物馆工作人员推测，这艘船也是当年运河两岸无
数忙碌穿梭的驳船中的一艘。

相比驳船，往来运河的漕船就很讲究了。据记载，

明朝末期，漕船的数量为一万二千余艘，年运输粮食四
百万石左右，每艘船载量二三百石不等。而且负责运输
粮食的漕运船，全是“高级定制款”，舱内专门做了防潮
处理，价格不菲。运河沿线曾打捞出一艘明洪武五年
（公元1372年）制成的浅船，船身用楠木打造，长五丈一
尺，宽一丈，高约五尺，全船分为十三个舱。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介绍，明清
时期，大运河上的船只以漕船为主，明代漕船数量为一
万到一万二千只，清代较少，为六千到一万只。除漕船
外，明清时期航行在大运河上的民船、商船、货船更不
可胜计。这些非官方船只一般由民间自行打造，运载
量不如漕船，但装载的货物却纷繁复杂，既包括粮食、
水果、棉花，也包括瓷器、丝绸、布匹、杂货等。南来北
往的船只不但满足了京城市场对各类商品的需求，而且
刺激了通州、天津等运河城市的兴起与繁荣，使各地的
经济与文化交流进一步增强。

副中心

同样是在通州区博物馆，北侧展厅展出的清朝漕运底
账则记载了当时全国官员接收漕粮的数量。据介绍，漕运
底账记录的是发放给全国各地官员的漕粮，并详细记录向
各地区发放的粮食种类和数量。

民以食为天，漕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明清时期，
漕运可谓“肥差”，从征粮到交粮每一步都可能滋生腐败，
所以统治者们为漕粮运输业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在
石权旁边，有一张清朝雍正时期的布告，上面记载了朝廷
严禁漕运仓场苛收斛费的制度。

据介绍，清代在南方共 8个省通过北运河运送漕粮。
当时北京共有两个大型的粮仓，位于通州的是军仓，主要
是保障长城一线戍边将士的粮食供应。在清代押运漕粮
的多为旗丁，当时朝廷给旗丁饷钱本来就很少，在运输过
程中还需要打点沿途经过的各种关卡和官员，有时候还会
遇上土匪，身上所带的货物可能随时被劫，以至于旗丁自
南方出发都不敢多装货物。而漕船到通州后，又有大量官
员和各类名目繁多的费用，如停放费、验收费、码头费、装
卸费等，让旗丁苦不堪言，不得不盗取和变卖军粮打点各

种盘剥。
历史上，雍正是一位严厉有为的封建帝王，他深知军粮

对北京、边关和国家的重要性，保证旗丁的利益、漕运的通
畅以及漕粮的安全性就是基础。因此，雍正下旨严禁漕运
仓场乱收费，同时为治理漕运过程中各衙署推诿扯皮，雍
正谕文：“今各帮旗丁，遵守法度，押运官，约束亦严，所带
货物，一有定额，数不敢多携，除所给行月粮外，安有余资
为斛费？仓场总督，可严饬坐粮厅中，饬经纪嗣后粮抵通，
除加耗为外，不得藉斛费各色，索取银两！亦不得淋尖、踢
斛，以致正粮亏缺，苦累旗丁！倘有违者，必严加治罪！若
该管各官失于觉察，经访闻得，必从重议处！”雍正谕旨不
仅把苛征的斛费说得很清楚，还告诫各官应负起责任，并
明确重处之措施。区博物馆展出的布告上就书写着这些
内容。

陈喜波介绍，此布告原长 73厘米，宽 54厘米，为清雍
正时期江苏巡抚发布的重申雍正谕旨的告示。“这篇告示
起到了保障军粮供应和押运旗丁利益的作用，为整治漕粮
遭克扣、变卖的弊病提供了依据。”

走进通州区博物馆，北侧展厅内的文物基本都
与漕运相关，其中一只重达70多斤的石权代表了古
人对漕粮的重视。石权是石头制的秤砣。称重的
时候，一边放石权，另一边放需要称量的货物。

这枚“官砝”石权是通州区博物馆 2004年收集
到的一件文物，属于漕运中的小型石权，用来称量
漕粮、漕盐。此件石权为石灰岩白石制，权身为长
方体，小折肩，四立面均阴刻铭文，正立面中间自右
向左横刻楷书“长裕”字，取“长久富裕”之意；背面
横刻楷书“官砝”，表明此石权乃当时政府所规定并
主持凿制；左立面纵刻“通县”，字体为行书，显示其
为当时通县政府制作之标准砝码。

在通州区域内发现了不少此类石权。其中，
出土于张家湾皇木厂村的石权最具代表性。在明

代，皇木厂附近的位置一直是朝廷设置的盐引批
验所，俗称“盐厂”。张家湾的盐厂分上盐厂和下
盐厂，三枚石权都是在下盐厂发现的。最大的一
枚，由花岗岩雕制，呈长方体形状，边长 47.5厘米，
重三四百斤。

石权与秤砣不同，秤砣一般为金属制作，最大
的也就一百多斤，而石权最大的足有三四百斤之
重，两个壮汉想要搬动也很困难。它们的使用方法
也不同，秤砣一般是在秤杆上移动，找到平衡点，即
标示出所称物品的重量，而石权是利用等臂杠杆原
理直接称重的。杠杆支点的两端臂长相等，一端是
需要称重的物品，另一端是石权，杠杆平衡后，所称
物品即等于石权的重量。就适用范围来说，石权更
适合批发业务中的大宗商品称量。

驳船虽小用处大

漕粮称重用石权

漕粮往来制度严

探宝探宝探宝探宝漕运篇（一）

清代漕运布告清代漕运布告

都说运河漂来紫禁城，明清时期皇室和民间需要的建筑材料、衣食住行等物资沿着大运河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这条黄金水道孕育出
深厚的漕运文化，如今，通州区博物馆以及区内其他博物馆中普遍珍藏有品类繁多的运河漕运文物。

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从漕粮相关文物、打捞上来的皇家建筑材料、古时候的运河地图、河两岸残留的古桥和镇水兽等内容，逐一介绍漕
运文化。

“民以食为天”“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漕粮运输是大运河历史上承担起的主要“物流”功能之
一。漕粮入京，有的进入皇宫内院，有的供给戍边将士。通州区有哪些文物可以见证这段历史？古人对于运粮又有哪些讲究？本期记者先
带您探访漕运中的运粮史。

清代八角形石权清代八角形石权

文旺阁木作博物馆中展出的驳船文旺阁木作博物馆中展出的驳船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党维婷

副刊·文化

科技小院“种出”新天地
本报记者 田兆玉

一间农舍，三名中国农业大学的大学
生，组成了西槐庄科技小院。“小院儿专家”
驻村以来，开发试种了袖珍西瓜、水果萝卜、
草莓番茄、牛奶珍珠玉米等新一代口感型农
产品，专业水准的科学种植，让这些农产品
初入市场就赢得好评。科技赋农的西槐庄
村，只用了一年时间，村集体收入就实现了
330%的增长，甩掉了经济薄弱的“帽子”，走
上了品质农业转型之路。

萝卜村种出“科技味儿”

2021年，西槐庄科技小院挂牌成立，中
国农业大学吴林静、宁国法成为入驻科技

小院的第一 批 大 学 生 。 初 到 村 里 ，他 们
就听说了西槐萝卜的故事，但是这个远
近闻名的老品种萝卜，却并没有带村民
走上致富路。

“听说咱村种萝卜的历史将近一百年
了，萝卜专业村的名声咱们要保留，但是萝
卜的品质也需要提升，这样才能实现增收。”
经过一周的查看和检测，吴林静发现，村里
土质疏松、透气性强、排水性好，是典型的沙
质土壤，特别适合萝卜种植。但是村里以前
的萝卜种子都是村民自留的，虽然便宜，但
品质肯定不如母代。“应该选择一些优质品
种替代老品种了。”

“如果硬让村民换新品种，一来大家可

能不会相信，二来也没有说服力，不如我们先
试种，做个实验，让大家看成果。”吴林静、宁
国法和村委会一合计，决定先拿出几个大棚，
分别种了老品种和新品种，做个对比试验。

自此以后，吴林静和宁国法天天扎在大
棚里，运用专业知识，设计了一套科学有效
的种植方法。“品种我们选择了绿如意、七
星、紫丹、紫美人等。根据大棚跨度、长度和
高度，我们设计了不同间距的栽培畦，别看
只是分毫之差，却会对萝卜品质、产量产生
不小的影响。”为了实现高产高效，吴林静和
宁国法还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备、病虫害防
控等绿色生产技术。

全新的种植模式，彻底颠覆了老农人的

传统观念。
几个月后，萝卜出棚了。切开一个，村

党支部书记姜学武咬了一大口，“脆、甜，没
什么辣味，水份还挺多，确实比咱们原来的
老品种好。”几位村民试尝之后也纷纷点赞，

“这俩孩子不简单。”
用科学和数据说话，村里老品种全部

替换成了新品种，两位大学生同时也表示，
萝卜品种每年还会不断引进新品种，让村里
的 萝 卜 始 终 走 在 市 场 前 列 。 姜 学 武 笑
着说：“种萝卜这么多年，今年的萝卜口感
最好，我们村最大的特色农产品还是萝卜，
只不过现在这萝卜含‘科技味儿’了，卖得上
价儿了。”（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北京市生态环境
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水环境治理、水
生态修复等工作的推进，全市水生态环境质
量实现稳中向好，五大水系中潮白河水系水
生态环境质量最好。截至 2022 年 7 月，潮白
河通州段的水质已经达到Ш类。

潮白河是北京市第二大河，贯穿北京市、
天津市和河北省三省市。曾经的潮白河部分
河段处于劣 V 类水质，生态环境堪忧。近年
来，通州区加强跨区域河流水环境治理联席
会议机制，持续加强与廊坊关于潮白河吴村
断面监测数据的信息共享，在潮白河下段沿
途选定 5个监控断面，每月监测并将数据及时
共享，对发现水质异常等情况进行分析并及
时排查采取措施。

从去年 4 月 30 日起，北京市水务局启动
潮白河试验性生态补水，通过密云水库、怀柔
水库、京密引水渠等，多源头、多工程、干支流
联调，源源不断向潮白河输水。生态补水让
潮白河流域内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在潮
白河白庙橡胶坝、西集段等水域，随着潮白
河水环境持续改善，深潭、岛屿、灌草、疏林
兼具的多样河流生境，吸引了白鹭、骨顶鸡、
黑天鹅、白天鹅等多种游禽、涉禽栖息，生物
多样性不断提高。

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与每日巡查的“河
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017年，通州区在
全区范围内全面推进河长制。目前，通州区北
运河、萧太后河、小中河、运潮减河等13条主要
河流、300余条沟渠都建立了河长负责制。

清扫面积已覆盖副中心 155 平方公里，
环卫作业车数量、职工人数等方面大幅提升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逐步构建“环卫一
体化”管理格局，迎来了“首善要求、首都标
准”的高质量发展。

环卫作业标准实现与市区“整齐划一”

“之前，通州城区的绿化带清扫保洁由园
林部门负责，雨水井口清掏由水务部门负责。”
回忆起成立之前，通州京环公司相关负责人将
通州环卫的旧模式形象地称为“九龙治水”。
2016年，北京环卫集团与通州区政府合资的
通州京环公司成立，实现了“墙到墙”的综合
清扫保洁全覆盖服务，包括路面清扫保洁、绿
化带保洁、交通护栏清洗和雨水井清掏等全
部项目。“通过建立‘扫、收、转、运、处’无缝衔
接的‘大环卫一体化’管理格局，城市副中心
环卫作业标准实现了与市区的‘整齐划一’。”

通州京环公司成立之初，只负责北苑、
新华、中仓、玉桥四个街道的保洁任务。如
今，清扫范围已经完全覆盖副中心 155平方
公里的范围。通州京环公司运营管理部负
责人王晓峰介绍，目前京环公司有 6个作业
中心，其中 4个是清扫保洁中心。“不止作业
标准和城区重点区域一样，中心每一位保洁
员的装备也和城区相同。”

在服务标准与城区保持同步的同时，通

州京环公司不断优化作业工艺，针对城市副
中心部分街道道路开展“精品街”试点。公
司加强了相应路段作业人员培训，引进了步
道冲刷车等新型作业车辆，从人员、设备、管
理多方面入手，打造管理精准、作业精细、设
备精良的品牌街区。

针对农村地区垃圾收运管理较为粗放
的情况，通州京环公司制定了《通州京环公
司 155平方公里范围内乡镇垃圾管理方案》，
推行桶车直运，清运模式由原来的垃圾大箱
定点清运改为压缩车巡回收运，改变了大箱
周边脏乱差的环境面貌，又使清运效率得到
提升，同时减少作业车辆投入。此外，微型
清扫车还开进了城市副中心的背街小巷，通
过采取不同的组合作业方式，实现三级道路
和胡同环卫作业工艺的精细化和机械化，有
效提升了环卫作业质量。

环卫作业车电动化率全市名列前茅

服务标准提高了，作业车辆也由原来的
柴油车进入到新能源时代。通州京环公司
成立的 6 年间，环卫作业车辆由 220 辆增长
到 476辆，其中大部分为新能源环卫作业车。

通州京环公司技术质量部负责人刘通
介绍，目前通州京环公司环卫作业车辆的电
动化率已从原来的 29.5%提升到 63.7%，比例
在全市各区中名列前茅。“2017年时，因为新

能源环卫作业车刚开始大规模投用，各区还
在观望，但是通州京环公司坚决按照集团的
高标准要求，购置的环卫作业车辆中大幅增
加新能源车的比例。目前新能源环卫作业
车正应用于城市副中心城区主要道路清扫
保洁、垃圾收运等领域。”

同时，通州京环公司还对辖区内的垃圾
转运站进行了改造。以通州京环公司城市
清扫一中心为例，该中心负责宋庄、潞城区

域的保洁，区域内以农村为主，垃圾转运方
式较为粗放。为了确保该区域垃圾清运符
合市区两级环保要求，该中心已经完成了三
座新接收乡镇转运站的升级改造工作，提升
作业效率及规范。

通州京环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将在城市副中心南部新建一座大型的垃
圾转运站，进一步满足副中心的垃圾清运
需求。

环卫提质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京唐城际铁路已
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向全线开通运营全力
冲刺，沿线各个站点工程进入收尾阶段，即将
投用。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了解到，目前，宝坻站已完成装修施工，将伴
随高铁通车同步投入运营。同时，为配合宝
坻站的运行，原津蓟铁路宝坻站正式更名为
宝坻北站。

据了解，老宝坻站主要通行津蓟市郊列
车 S901次、S902次、S903次等车次，老站自今
年 8 月 30 日起，正式更名为宝坻北站。位于
天津市宝坻区的京唐城际铁路新建车站将启
用宝坻站站名。

京唐铁路宝坻站位于潮白河南侧、津围
公路与津蓟铁路之间，是京唐、京滨及规划津
承城际铁路的经停枢纽站。车站采用 3条城
际铁路共站设计，规划总规模为 4台 10线，高
峰客容量为 1500人。

站在京唐宝坻站的站前广场上，可以看
到整个项目的主体及装修工程已全部完工，
车站全貌完整呈现，正在进行保洁和收边收
口等收尾工作。车站采用了“坻上飞举”的设
计理念，现代气息与古典韵味兼备。

车站候车大厅宽敞明亮。据了解，候车
大厅位于高铁高架桥下，充分利用桥下空间
增加了楼层使用面积，同时也缩短了旅客上
下车的时间。除了强化实用性，候车大厅内
也处处体现地方文化元素。比如棚顶采用了
潮白河水纹，柱顶为“宝坻”篆体字样，就连每
个检票口都设计有“京东第一集”的地方特色
主题文化。

为了确保高铁站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顺利完成，宝坻区各有关部门明确时间表、任
务图，根据工程特点倒排工期，确保高铁开通
前占地 215亩的高铁站南北广场如期交付。目前，钰华街、光
明道等 17条道路已经具备通行条件，高铁枢纽站站前区交通
网络日趋完善。同时，宝坻区高标准建设宝坻站南北广场，绿
化面积超过 68亩，种植银杏、法桐等十余种乔灌木，乘客可以
充分体验生态宝坻的勃勃生机与发展活力。

作为京津冀轨道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宝坻站投入
使用和京唐城际铁路全线通车以后，将进一步推动宝坻区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更好地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拉动宝坻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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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水系水生态全市最优水系水生态全市最优

潮白河通州段水质达到潮白河通州段水质达到ШШ类类

生态补水让潮白河流域内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补水让潮白河流域内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新能源环卫作业车正进行路面清扫保洁新能源环卫作业车正进行路面清扫保洁。。通州京环公司供图通州京环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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