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7 月，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首博东馆）开始面向全球征集
文物展品。目前，已征集到线索 1600余
条，文物展品 100 余件，包括镇水兽、明
代火炮、耐火砖等承载重要历史价值的
文物。其中，被誉为大运河申遗“运河三
老”之一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朱炳仁向
首博捐赠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纪
念标”，由他亲自设计制作，是中国大运
河保护与申遗历程的重要物证。

纪念标讲述运河申遗点滴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遗铜
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与大运
河颇具渊源。2006年，他参与了全国政
协组织的“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考察
活动”。当时，数十位全国政协委员和文
物、历史、考古、水利、建设等各领域知名
专家学者，对京杭大运河沿线 6 省市进
行了为期 10 天的全程考察，并通过了

《京杭大运河保护与申遗杭州宣言》。
此次他捐赠的这枚铜制“京杭大运

河保护与申遗纪念标”，采用国家级非遗
铜雕技艺，印长 25 厘米、宽 25 厘米、高

100厘米、桨长 160厘米、宽 21厘米。这
枚纪念标以龙印与船桨为元素，船桨斜
穿龙印，表达劳动者是穿越运河历史的
主角，正面铭刻“中国京杭大运河保护与
申遗活动纪念”大字和“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二 OO 六年五月十
二日”落款，是中国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历
程的重要物证，进一步丰富了首都博物
馆的大运河相关物证资料。

诸多文物揭示运河历史

自征集活动启动以来，首都博物馆
已经收到征集线索 1600余条，征集文物
展品 100余件。其中包括上世纪通州区
张家湾村河道清淤时发现的石雕镇水
兽、体现关隘城防和军事防御的“明代火
炮”等承载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

石雕镇水兽长100厘米、宽31厘米、
高 22厘米，名为趴蝮，又名蚣蝮，其特点
是躯似狮，头似龙，有一对犄角，全身覆
鳞，呈伏趴状。古史传说趴蝮是龙第六
子，“性好水，故立于桥柱”“好饮者曰叭
嗄，石桥两旁俯水兽是也”。因趴蝮好饮
水，故将其立于桥边，祈愿趴蝮将洪水吸

入腹中并消除水灾。京杭大运河沿岸曾
安置有大量镇水神物。

明代铁制四箍厚尾式铁炮体量不
大，长72厘米、外口径14厘米。据记载，
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北
京地区关隘城防成为明朝军事防御的重
中之重。火器是明军在战争中依仗的绝
对优势，在京畿地区的防卫中，火炮被广
泛运用。鉴于北京在明代作为国都兼边
塞的特殊地位，北京地区发现的明代火
炮能够反映明代火炮最先进的制造技术
以及明代京军、北京城防防御、北京长城
军事防御中火炮装备实力，体现了明代
军事中最高级别的火炮装备力量。

小小耐火砖 串联京津冀

两块日本侵华时期唐山古冶东亚窑
业厂生产的“东亚”标记耐火砖，则是京
津冀区域内征集到的相关文物。

耐火砖是具有耐高温、隔热功能的
特殊工业建筑材料，它的出现与大规模
工业生产紧密相关。这两件耐火砖，长
23 厘米、宽 11.5 厘米、厚 6 厘米，虽然貌
不惊人，但却是中国民族工业被日本帝

国主义抢占的历史物证，也是近代京津
冀城市功能的见证。

唐山生产耐火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明朝。据记载，嘉靖年间，秦氏、常氏家
族合办“陶成局”作坊，这是唐山地区有
史料记载的第一家陶瓷作坊。到了1899
年，陶成局已有大型窑炉 7座，生产耐火
砖、红砖给开平矿务局建矿，成为中国第
一家建筑陶瓷厂。1899年，陶成局秦氏
在天津开设“德盛缸店”，1924年更名为

“德盛窑业厂”，天津成为德盛窑业的销售
中心。1930年，秦氏开办德盛窑业厂唐
山工厂，架设电路，成规模采用电力机械
生产，民族工业呈现欣欣向荣之势。

但是随着日军铁蹄踏入山海关，民
族工业也被日本侵略者所控制。德盛设
在唐山古冶的工厂被迫与日本公司合
资，更名为“东亚窑业厂”。这两块耐火
砖正是那一时期生产。抗战胜利后，德
盛窑耐火砖为平津唐电网火力发电提供
了基础材料，为新中国华北电网的组建
奠定了坚实基础。小小耐火砖，见证了
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行，也见证了民
族工业的奋发图强，还串联起了京津冀
的历史发展。

镇水兽、耐火砖、纪念标……

首博与大运河博物馆面向全球征集运河文物
本报记者 张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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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1版）东关大桥至潞阳桥一段
为中区，包括运河文化广场、运河奥
体公园，是古今运河文化碰撞和交融
的地带。潞阳桥至甘棠闸一段是南
区，是森林生态体验区，展示大运河
生态保护成果，优美的自然环境、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是最大看点。

在进行景观提升的同时，智慧景
区创建工作也在加速推进。景区正
在设计通过 AR、VR、MR 等数字技
术手段，打造漕粮进京、运河风韵、通
州八景等一系列场景，让游客沉浸式
体验大运河的古与今。

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魏昀赟介
绍，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不仅要再现
历史文脉，更要传承生态文化，创建
智慧景区，再现往昔帆樯林立、舳舻
蔽日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打造大运河
水上观光旅游精品线路。同时，景区
还将继续整合京津冀三地文创产品，
打造吉祥物 IP系统、文创标识系统，
开发大运河水上、岸上、船上文化旅
游娱乐产品，为游客带来耳目一新、
丰富多样的游园体验。

精彩活动：穿越古今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昨天，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
区的燃灯塔和周边古建筑群开市，大
师匠心手作、精美文创艺术品、特色
美食……为期 2 天的 2022“遇见·运
河”国潮文化市集，上演了多场汉服
秀，举办多场投壶、蹴鞠等传统文娱
活动，邀您来一场在“古塔凌云”盛景
之下穿越古今的沉浸式文化之旅。

开市首日，不少市民来到景区北
区入口有序排队，持预约码有序入园。
跟随国潮文化市集的引导牌可以很快
抵达现场，40家商户摊位一字排开，亮
出各自“绝活儿”，有唐人坊“北京绢
人”、熊氏珐琅、通州骨雕、北京翻花、老
北京糖画等非遗老手艺，也有庸禾坊老
北京咯吱盒、怡丰园小吃等通州特色美
食，还有集时尚感与趣味性于一身的京
作榫卯、京剧脸谱、大运河礼物等文创
衍生产品。在互动庭院，还有绘纸鸢、
猜谜语、蹴鞠、投壶等传统游戏，景区内
还搭建了江南水乡、书香贡院、桃花源
等场景供人们穿上古装拍照打卡，吸引
了不少游客驻足体验。

游客杨女士夫妇带着小孙子一
起来“尝鲜”。“孩子刚两岁，之前给他讲
过通州的塔，在外面虽能看到，但没近
距离看过，所以一直盼着开园，今天特
别高兴，逛了逛国潮文化市集，看到景
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虚此行。”

当天的文化市集还举办了汉服秀，
不少游客专门穿着汉服而来，让人仿佛
穿越回昔日“漕运之都”的市井繁华之
中。置身其中，国潮文化市集与周边古
建筑自然融合，为景区增添了更接地
气、更聚人气的沉浸式文化互动体验。

“我家就在通州，沉寂多年的燃
灯塔仿佛又有了新的活力，很高兴能
以这样一种方式了解通州特色和运
河文化，我得发个朋友圈告诉大家，
通州这个景区既好玩又有文化内
涵。”游客李先生说。

此次活动是区文化和旅游局推出
的文旅融合新品牌2022“遇见·运河”
城市探访系列活动之一，也是北京（通
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系列文化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潮文化市集围
绕“游古韵通州 赏国潮运河”主题，设
置了非遗文化市集、汉服打卡、游艺互
动体验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新消费
场景助力活态传承运河文化。

同时，景区筹备已久的状元文化
展也于昨天亮相。该展览分为序言
厅、忆寒窗、祈宏运、登及第、聘鸿途
和合盛景六大部分。中国四大贡院
是什么？为何说进京赶考“半是车声
半水声”？通过此次展览，不少游客
对这些传统文化也能娓娓道来。

不仅如此，沉浸式的状元文化展
还可以让游客通过体验中国明清时
期状元沿大运河北上的及第之路，和
古今状元为国为民为理想奋斗的一
生，激发人们对奋斗人生的幸福感。

此外，运河养生文化展、山水养生长
卷展演正在紫清宫开展。这里还开设了
运河医药养生、太极养生等养生课堂。
景区内还开设了文创坊、研学社、贡茶
室、船型舞台以及沉浸式孔子小剧场等。

本周起，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
旅游景区持续在景区北、中、南区开
展重阳登高、全民健身等系列文化活
动，通过不同主题助推历史文化、人
文文化与自然文化相融共生，为广大
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精彩文化盛宴。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开园

北京十年来新增500余条公交线 公交准点率达74.4%

公交路网越织越密 公交跑得更快更准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国庆假期高速路免费通行
总体交通压力低于往年

10月1日至9日机动车不限行
本报记者 孙宏阳

天安门、前
门、东单、王府井等
常态旅游热点地
区游客量大，周边
交通压力大、停车
资源紧张，建议前
往上述区域尽量选
择绿色交通方式。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日前，2022年北京市乡村振兴
人才优秀创业项目评选资助活动暨第六届北京市农村创
业创新大赛圆满结束，十个项目获评优秀创业项目称号，
副中心蘑幻太空仓项目榜上有名。

本次大赛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人才工
作局、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主办。大赛自启动以来，
共有 13个涉农区 143个创业创新项目踊跃申报参赛。项
目内容涵盖现代种养业、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精品民宿、
农村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多业态融合发展，促进农业
增效、村民增收、农村增活力。经过层层选拔，副中心两个
参赛项目挺进决赛。

经过 3个多小时的现场路演，非遗面塑与三产融合项
目获评路演优秀项目，蘑幻太空仓创意农产品产业发展项
目获评优秀项目。该项目立足于把食用菌种植过程微型
化、家庭化、趣味化这一目标，研发出蘑幻太空仓、蘑力瓶
等创意农业体验衍生品，既解决了增湿保湿、通风透气的
问题，又方便动手管理和观赏，已获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大赛现场还设置了展示区，来自副中心的非遗面塑和
蘑幻太空仓展品吸引了大家的关注，参赛选手刘小朋说：

“我在副中心生活已经 20多年，一直从事与食用菌相关的
工作，这个活动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展示，通过参
赛，我也认识了很多在新农村创业的朋友，获得了更多创
业灵感。”

本次大赛历经多年积累，已形成自身亮眼的赛事品
牌，在京郊农村地区形成了支持、鼓励创业创新的浓厚氛
围，为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与活力。

副中心项目获评农村创业创新大赛优秀奖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北京城市
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创新融资
模式，为副中心建设提供金融资本保
障，昨日，北投集团与民生银行签署全
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
势，在结算与现金管理、融资授信业
务、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业务领域展
开全面合作。

作为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平台企

业，北投集团目前在城市副中心承担和
正在开展前期工作的建设项目约 240
个，总投资约 4000亿元。民生银行是中
国第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发起设立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专业特色的现代金融服务，在“2022全
球银行1000强”中居第22位。

据了解，在金融领域，北投集团
以千亿级城市副中心投资基金为引
领，已形成“母子基金群”，积极引导

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副中心建设。同
时，与央企、银行等机构资金开展合
作，组建特色产业基金，不断实现募
资结构的多元化；收购宋庄中国艺术
品 交 易 中 心 项 目 、台 湖 京 城 重 工 地
块，探索盘活存量资产、促进城市更
新的新模式；发挥担保、保理等金融
工具优势，为副中心投资建设提供融
资需求。

“融资创新已在副中心范围内的

区域综合开发，城市更新，台湖、张家
湾功能性特色小镇建设，集体土地统
筹利用上初见成效，并对相关领域产生
较强的示范效应。下一步，我们仍将在
创新市场化投融资模式、提升综合金融
服务功能上下功夫，心系副中心、拼搏副
中心，为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坚强充实
的资金保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北投集团副总会计师张满
军表示。

北投集团与民生银行签署全面战略合作协议

十年来，北京公交专用道总里程由
655 车道公里增加至 1005 车道公里，成
网的专用道让公交跑得更快了；从中长
线到中短线，公交准点率提高了；从1107
条增长至 1633 条，公交线网增加了，密
度提高了；从普通公交到定制公交，从挤
公交到上车有座，快速直达，公交舒适度
更高了。

市交通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2012
年到 2022年，全市公交车辆数由 2.52万
辆增长至2.76万辆，增幅9.5%；公交线路
从1107条增长至1633条，增幅47.5%；运
营线路长度从33279公里增长至42726公
里，增幅28.4%。公交线路覆盖北京市市
域并通达周边毗邻河北区域，基本形成了
四通八达的地面公交线网体系，初步构建
了“干、普、微”+定制的线网层级。

更快：三环公交运行时速提升13.5%

公交专用道是公交路权优先的保
障，也是提升公交运行速度的重要手
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本市加快公交专
用道施划，公交专用道总里程由 655 车
道公里增加至 1005车道公里，“五横、七
纵、一环、五放射”专用道网络初步形成。

2014年，京开高速路公交专用道成
为我国第一条在高速公路上施划的公交
专用道。2016年，三环路、京藏高速、京
港澳高速等公交专用道同步启用，公交
专用道基本成网。

目前，三环路主路行驶的公交平均

运行时速约 25公里，比专用道施划前提
速约 13.5%。京藏高速主路行驶的公交
平均运行时速约24公里，提速约44%；京
港澳高速主路行驶的公交平均运行时速
约44公里，提速约92%。

更准：公交到达准点率达74.4%

近年来，随着轨道交通线网越织越
密，市民长距离出行逐渐向地铁转移。
横跨多区的公交长线路因通行效率低、
候车时间长等弊端，已不再适应城市发
展和市民出行需求。“减重复、增覆盖、便
接驳、提运速、推进微循环、丰富多样
化”，按照这一原则，北京公交集团持续
优化线网。

以 644 路为例，原来由张仪村南站
开往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线长 42 公
里。因线路较长，途经多个堵点，乘客等
车时间较长。经多方调研，并取得乘客
理解后，2021 年底，644 路长度压缩，由
地铁生命科学园站西调整至北五环附近
的中央党校北门，乘客候车时间由原来
的 20至 30分钟缩短至 4至 6分钟，大大
提高了公交准点率。

截至 2021年底，全市累计优化公交
线路 1802条，减少重复线路长度 4716.8
公里，削减重复设站 10121个，解决有路
无车里程 1093.36 公里，方便 2782 个小
区居民出行。

同时，自 2019 年开始，北京公交通
过信息化手段，将分散的 702 处调度单

元转化为 54处区域智能调度中心，每个
调度台平均管辖线路由2.4条增加到4.4
条，发车准点率达到98%以上，到达准点
率达74.4%。

更密：公交线路从1107条增至1633条

开到居民家门口的公交线路越来越
多。十年来，北京公交线路从 1107条增
长至 1633条，增幅 47.5%；运营线路长度
从 33279 公里增长至 42726 公里，增幅
28.4%。

近 200条干线构成了“棋盘+环+放
射”的地面公交骨架网络结构，日均服务
近 200 万人次远距离出行需求。700 余
条普线以丰富的走向弥补轨道交通服
务，连接各客流集散中心，服务城区中短
距离和郊区区域内出行需求。300余条
微循环线实现线网末梢延伸，接驳轨道
交通和公交干线，日均服务约 50万人次
短距离出行需要。

37条线路组成的夜班线网，覆盖了
三环路内主要骨干道路、回天、通州地区
的出行热点。数十条跨市域公交线路，
服务廊坊、保定、张家口、承德等多个河
北省市县地区，强化了京冀两地互动，助
力京津冀交通协同发展。

“公交和地铁的接驳服务，是今年北
京重点推进的任务之一。”市交通委地
面公交运营管理处处长王昊介绍，今
年，交通部门以 30 米接驳距离为标准，
对全市 361 个轨道站点的 1434 个出入

口逐个摸排调查，按照“一站一策”的
原则逐个研究优化方案。经过努力，
30 米接驳距离的轨道站点比例由去年
的 42%上升至目前的43.8%，市民乘坐公
交到达地铁更加方便。

更舒适：定制公交通勤时间省三成

不想挤公交，也可以选择“一人一
座”的定制公交线路。2013 年，北京在
全国首次推出定制公交服务，吸引了
大量自驾车主放弃开车，乘坐定制公
交通勤。

2013年以来，围绕市民通勤、旅游、
就医、通学等差异化出行需求，先后推出
了商务班车、景区专线、巡游定制、优享
巴士等多个多样化定制公交品种。

王昊介绍，经过十年发展，全市定
制公交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的跨越式发展，目前全市共 376 条定
制公交线路，日客运量超过 2 万人次，
通勤时间节省了 30%以上。在天通苑
区域，开通了直达望京区域的多个班
次，途经多家互联网公司，在早晚高峰
为商务通勤人士提供了快速直达的优
质出行服务。

新能源公交车，也为市民提供了
舒适的乘坐环境。2012 年至 2021 年，
本市购置更新公交车 22899 辆。截至
目前，北京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
占比达到 91.7%，为首都空气质量改善
作出了贡献。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放假安排，2022年国庆节假期为 10月 1
日（星期六）至 10月 7日（星期五），共 7天。昨天下午，北京市交
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布国庆假期出行提示。国庆期间京郊公
园景区、热门商圈出行量大，周边路网上午10至12时、下午16至
18时可能出现短时车流集中、停车场出入口短时排队的情况。

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国庆假
期 10月 1日零时至 10月 7日 24时对 7座以下（含 7座）载客车辆
施行免费通行。普通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
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

假期出行以市内、近郊短途郊游为主
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以市内、

近郊短途郊游、探亲为主，长途跨省
出行量较低，总体交通压力低于往
年，热门公园景区、休闲购物商圈及
郊区酒店、民宿等客流量较大，局部
区域高峰时段交通压力集中。

假期期间，城市路网交通运行压
力不大，总体处于基本畅通状态。

颐和园、动物园、西单等热门景
区、商圈周边局部道路短时交通压力
集中。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低位运

行，旅游景点相关公共交通线路、车
站客流量略有增加。城际进出京客
运量处于显著低位，枢纽、场站总体
客流压力不大。

高速公路总体交通压力不大，受
免通政策影响，交通量较中秋假期和
近期周末小幅增长。假期前两日上
午时段和最后两日下午至晚间，京
藏、京承、京港澳、京开、京新、京平
等主要高速公路局部路段交通压力
较大。

假期前两日上午高速出京压力较大
假期前两日上午出城方向压力

大。10 月 1 日、2 日上午 8 至 11 时主
要高速出京方向交通压力较大，主要
集中在：京藏、京承、京港澳、京开、京
平、首都机场高速、京通快速等主要
高速公路部分路段，出城方向车流高
峰时段出现在10至11时。

假期中期热门旅游景点周边公
路交通压力集中。2日至 6日古北水
镇、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居庸关长
城、野生动物园、十渡、野三坡、潭柘
寺、红螺寺、百里画廊、环球度假区等
为京郊旅游热门景点，周边道路车流
量大，容易出现行车缓慢的情况。

京藏清河、居庸关收费站，京承主
站、怀柔、宽沟收费站，京港澳杜家坎、
长阳收费站、京开西红门收费站等下
午16至18时交通流量较大，可能出现
短时排队情况。此外，G108京昆线、
G111京加线等普通公路景区附近局
部路段高峰时段交通压力较大。

假期后两日进京压力大。6日、7日
下午至晚间16至20时将迎来返程高峰。
京藏、京承、京港澳、京新、京开、京平、首
都机场高速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
路段压力集中。京藏高速康庄、京港澳
高速琉璃河、京沪高速应寺等检查站路
段交通压力集中，可能出现排队情况。

10月1日至7日为国庆假期，机动车不限行。

10月8日、9日，周六日，因国庆假期调休调整为
工作日，机动车不限行。预计交通压力较为突出，早
晚高峰期间，主要环路、联络线、高速进出城交通潮
汐特征显著，交通压力持续集中，8时至8时30分、18
时至18时30分压力最为突出。

建议市民尽量错峰、绿色出行。

10月1日至9日机动车不限行

需要提醒车主的是：
10月 3日限行尾号开始
轮换，2022年10月3日至
2023年1月1日，星期一
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
牌尾号分别为：1和 6、2
和7、3和8、4和9、5和0。

国庆假期出行热点区域

国庆期间，京
郊公园景区、热门商
圈出行量大，周边路
网上午10至12时、
下午 16 至 18 时可
能出现短时车流集
中、停车场出入口短
时排队的情况。

景山、香
山、八大处、
颐和园、圆明
园 、北 海 公
园、动物园、
植物园、环球
度假区等为
热门旅游点。

金源燕莎、西单
大悦城、朝阳大悦城、
石景山万达广场、花乡
奥特莱斯、西红门荟
聚、三里屯、合生汇、华
熙、南锣鼓巷、蓝色港
湾等主要商圈休闲购
物出行热度高。

仲晓丹/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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