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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工”重现古桥车辙

张家湾古城的历史更早，可以追溯
到北齐。据记载，北齐天保八年（557
年）所筑的土长城途经此处，在此地设
立了戍所，据此算来，至今已近 1500
年。到辽代，此地渐有漕运码头雏形，
元代这里正式定为大运河的北端码
头。张家湾古城于明嘉靖四十三年
（1564年）修建，当时为了保卫明朝廷的
命脉，同时防备敌人入侵。

张家湾古城依河而建，城南是著名
的萧太后河，城东为通惠河，当时称玉
带河，两条河流在张家湾古城的东南角
交汇。张家湾建城并不方正，四面各建

城门楼一座，互不直对。在张家湾古城
中最有名的古巷叫“花枝巷”，此巷在张
家湾古城南门内西侧的第二个古街，与
南城墙平行。在花枝巷的腰部，向北有
一条小胡同“小花枝巷”，直通西门内大
道，当年花枝巷住的是豪门大户，家家
门前有石狮子，因为富家小姐头戴簪花
所以取名花枝巷。

清宫档案中记载：入南门，走百步，
往左拐有曹家一当铺，饷银七千两，典
地六百亩，还有漕运通判衙署、张家湾
巡介司、山西会馆、浙江会馆等等。巨
著《红楼梦》中描写的诸多景物在张家

湾都能找到原型，张家湾的民俗风情也
在《红楼梦》中有所反映。

张家湾也是进入京师的第一站。
明朝时，日本国大使策彦和尚觐见嘉靖
帝便于此下舟登岸；英国大臣拜见乾隆
帝前于此练习单腿跪礼。

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所长李自强介
绍，下一步张家湾城墙遗址及通运桥
周边将开展景观环境提升工程，例如
沿河修建滨水步道、长椅，对路面进
行平整硬化，补植鲜花绿植增设景
观，将这里打造成为大运河北端的文
旅新景点。

历史风貌历史风貌
张家湾城墙与通运桥伫立在萧太后河上已有400余年，如果算上两座遗址的前身更有千年之

久。它们一起见证着通州因运河变得愈发繁荣，张家湾成为漕运第一码头，也一起经历战争岁
月。虽然现存遗址的规模早已不及当年，但是这里依旧是通州文化的符号之一。

记者从通州区文物管理所获悉，张家湾城墙遗址及通运桥文物保护与修缮工程已实现主体
完工，进入收尾阶段，待城墙遗址和通运桥文物保护与修缮全部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沿河道修建
步行木栈道，让城市休闲与文化风韵相得益彰。日前，记者前往现场对修缮工程进展一探究竟。

慢工细活重现慢工细活重现
大运河第一码头

沿着张采路向南，在张家湾桥前向东行
驶 400米就是张家湾城墙遗址及通运桥文物
保护与修缮工程现场。

穿过城墙遗址的城门，就是通运桥。张
家湾镇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百年前，无
数的马车和商贾从通运桥走进张家湾古城，
桥下的萧太后河上无数从南方而来的物资汇
集于此。通运桥和古城墙就是历史的见证
者，桥面上深深的车辙就是最好的证据。

两处古迹被工程围挡层层包围，即便如
此，附近的村民也像“监工”一样，每天透过围
挡缝隙观察里面的施工进展。张家湾镇张家
湾村与两处古迹仅隔一条马路，不少村里老
人都在桥边长大。“原来要是想去通州主城
区，通运桥就是必经之路。后来交通发达了，
再加上这座桥是文物，走的人就少了。但村
民们始终拿它当宝贝，看到上面的石狮子、镇
水兽一点点儿风化，我们也心疼，希望它们能
得到妥善修复。”一位村民说。

北京首华建设经营有限公司张家湾遗址
与通运桥修缮项目负责人吕欣告诉记者，这
是通运桥及古城墙的第二次大修，上一次修
缮在 2004 年。此次修缮主要围绕通运桥桥
面、桥下券拱、古桥栏杆、张家湾城墙遗址等
点位开展加固、桥面修复及打磨车辙、城墙遗
址防水等工作。通运桥和城墙距今已 400多
年，本次修复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将重现

通运桥的历史风貌。其中，桥面车辙是难度
最大也是耗时最长的工序。两道近20厘米宽
的车辙印是通运桥的标志，此次打磨出的车
辙弧度、深度都要和老车辙相匹配，一个月只
能打磨一块石头，稍有不慎都会影响修复完
的效果。

通运桥上共有石料300余块，每一块都大
小不一。石料边缘光滑圆润，满是岁月痕
迹。桥面中间，两条与桥等长的车辙十分明
显，这是历史的印记。通运桥上一次修缮时
更换了桥面上部分破损不堪的老石料，不过
没有按照老石料的形制，将新石料的边缘打
磨以及重现车辙印，本次修缮补上了 18年前
的遗憾。不过，吕欣坦言，让桥面的新砖与老
砖完美融合，实在不易。

首先要将补石边缘进行打磨，一边磨一
边参照老石料的形制。然后量出老石料上的
车辙宽度，用砂轮一点点地打磨，直至印迹的
弧度和深度与老车辙匹配，完成一块需要一
个月。记者得知，桥面上共有新石料70余块，
其中三分之一的新石料都需如此打磨。“这是
最耗时的一道工序，但也是最重要的。修缮
后，桥面上的印迹连贯，恢复通运桥的历史样
貌。”吕欣说。

如今桥梁主体修缮已经完毕，目前正在
为桥栏杆下的石板雕刻斧剁纹，完工后通运
桥整体将更具历史美感。

“细活儿”手斩斧剁纹

修缮通运桥上的车辙印是“慢工”，重现
斧剁纹就是不折不扣的“细活儿”。

住在附近的居民每天都盼着两座古迹可
以尽快修缮完成，看看它们的新面貌。但是
在吕欣看来，“新”主要体现在运用现代工艺，
而最终的呈现效果依旧是文物原貌。“修旧如
旧”是现在大部分文物修复中遵循的惯例，通
运桥与城墙的修复也不例外。记者到来时，
通运桥上三名工作人员正坐在桥栏杆下方，
左手凿钉右手执锤，雕刻斧剁纹。凿钉一上
一下配合着落下的铁锤，让斧剁纹呈现锯齿
形状。

斧剁纹，顾名思义，是古人用斧子手工一
点点剁出来的石材加工方式。斧剁纹种类很

多，通运桥上恢复的纹路是一条条的平行线，
起到防滑、装饰的作用。吕欣介绍，目前雕刻
斧剁纹的石板是在 2004年填补的，表面一直
保持平整。但根据老照片，这些石板其实以
前也是有纹路的。本次修复时，他们发现桥
栏杆下方的石板上有几百年前的斧剁纹，清
晰可见。“文物修复要尊重历史，修复工作就
是重现历史。通运桥的整个修缮过程中，每
一步都有史可循。发现几百年前的斧剁纹
后，我们不仅数出了每一块石板上斧剁纹的
数量，还测量了每一条斧剁纹之间的距离。
有了这些数据，工人们先在 2004年的石板上
划线，然后一点点地雕刻，一个人一天只能雕
刻一块石头。”吕欣说。

吕欣表示，古建修缮的重要特点就是必
须保持原貌。“修旧如旧，延年益寿”，保护历
史印痕，读取“历史年轮”。修缮时如果找不
到依据就原样保护，通运桥上的狮子和桥下
的镇水兽就是如此。

除了车辙印，通运桥两边共有36只石狮
子，形态各异。然而经过岁月侵蚀，这些石狮
子均出现不同程度破损，轻一些的面部已经
模糊，比较严重的仅剩一半身体，吕欣说，因
为不确定每一只狮子的形态，所以本次修缮
这些狮子将原样保存，但同时也会对部分石
狮子底座出现的裂痕予以加固。

通运桥四角各有一只镇水兽，这是“龙
子”之一的饕餮。经过岁月的洗礼，四只神兽
风化破损严重。修缮时，工作人员乘坐竹筏
将镇水兽上的水草和水渍清理干净。吕欣
说：“镇水兽的样子目前依旧不确定，我们会
在河里打捞一下，看看有没有残缺的部分，如

果找不到就保持原样。”
除了通运桥，张家湾南城墙西段也是本

次修缮的重点。据介绍，张家湾城墙遗址的
城楼和东西两段城墙的北面在 2004 年时已
修缮填补，城楼南侧依旧是明代老砖，还能看
到印有“正德二年”字样的老砖。本次修缮主
要对城墙遗址进行清洁处理。除了加固处理
松动老砖，城墙南侧基本保留原有历史风貌，
留下城墙遗址的残缺之美。北侧则使用量身
定制的手工砖近两万块，对存在开裂、水碱印
严重等问题的城墙进行更换修补。

修缮的同时也对古迹开展相应保护。吕
欣说，通运桥上的缝隙容易积水，到了冬天积
水变成冰就会对石头产生影响，本次修缮时
工人修补了石料之间的缝隙，使其更加容易
排水。此外，南城墙也有相应的排水措施，会
在墙头修建一个向北侧倾斜的坡度，让雨水
更快排走。

原样保护狮子、镇水兽

通运桥有“北京之最”

十几年前，通州画家景浩绘制了清
末民初张家湾古城周边的盛况。展开
7.6 米长的画卷，张家湾古城内外以及
周边的皇木厂等区域尽收眼底。张家
湾因漕运而兴，根据历史记载，张家湾
地区的漕运历史可以追溯到辽代。

辽初启用萧太后河运粮，张家湾位
于运粮河重要节点，又有水湾可供船只
停泊，加上此地漷河（今凉水河）以南辽
阔的延芳淀被用于皇家捺钵，附近又有
水陆军事演练，很自然地就被用为码
头，但是规模不大。直到元初张瑄督海

运至此，张家湾一下跃升为北运河上漕
运枢纽和重要码头，直至清代。

如今的通运桥就是在辽代基础上
修建的。据记载，通运桥在一千年前只
是萧太后河上的一座木桥，伴随着车马
往来逐渐不堪其重。明万历三十年
（1602年），内官监太监张华向皇帝奏请
改建石桥，并且修一座三官庙加以镇
护，获得批准。于是命修桥专家陈进儒
监造，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正月动
工，到万历三十三年（1605 年）十月竣
工。石桥建完非常漂亮，明神宗赐名

“通运桥”。历史上，在通运桥中间券拱
南侧的位置有一块刻着“大明万历三十
三年建清源陈进儒监造”的石碑，如今
这块石碑在水下。

此外，通运桥最具特色的是每边二
十一块栏板，每块栏板内外都雕有海棠
池，池内浮雕宝瓶荷叶，叶脉纹线刻均
不相同，古朴凝练，异曲同工。吕欣说，
北京地区古桥有千百座，唯有此桥护栏
板是两面俱浮雕花纹，让桥上行人、桥
下过往船只上的人都可欣赏到栏板两
面浮雕花纹，堪称北京之最。

古城历史可追溯至北齐

本版摄影 党维婷

工作人员左手工作人员左手
凿钉右手执锤凿钉右手执锤，，雕雕

刻斧剁纹刻斧剁纹。。

通州画家景浩绘制通州画家景浩绘制
了清末民初张家湾古城了清末民初张家湾古城
周边的盛况周边的盛况。。

通运桥两边通运桥两边
共 有共 有 3636 只 石 狮只 石 狮
子子，，形态各异形态各异。。

文物所工作人员和
施工方现场讨论通运桥
修复方案。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 张群琛）“立冬”
时节到，“小雪”翩然来。在北京重要“一
翼”河北雄安新区，泵车轰鸣，随着最后一
方混凝土缓缓入仓，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
国际机场快线金融岛站最后一块顶板浇筑
完成，全线首座车站主体结构顺利封顶。

雄安新区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快线，
即雄安地铁R1线，已于去年开工建设，南
起雄安新区启动区，经廊坊市接入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将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线贯
通运营。线路全长 86.26公里，新建车站 8
座，雄安新区 6 座，为雄安航站楼站、金融
岛站、第五组团站、雄州站、雄安站、昝岗
站；廊坊段 2 座，为霸州开发区站、永清临
空站。其中，地下车站 3座，即雄安航站楼
站、金融岛站、第五组团站，全部在雄安新
区范围内。

据介绍，R1线金融岛站位于雄安新区
启动区金融岛片区，是该线路从雄安新区城
市航站楼接出后的第一站。金融岛站为地
下三层侧式车站，总长 265.6米，标准段宽
52.5米，底板埋深 26.8米，采用明挖顺作法
施工。车站附属下沉广场将自然光、自然风
引入地下，并设置休憩平台、景观绿化，改善
地下空间环境，提升车站服务品质。

金融岛站施工过程中划分 15 个施工
段、三大作业面，并快速形成24小时平行流
水作业，保证工程按期完成节点目标。同
时，项目全面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理，确
保“雄安质量”得到落实。车站毗邻“华北
明珠”白洋淀，处于软土地层，流域沟壑相
连。为保证工程施工正常进行，阻断地下
水，项目采用截、降、排三大战术来控制水
源，不仅彻底根除深基坑作业承压水患难
题，确保基坑开挖和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
不见明水，也为施工人员提供一个“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的施工环境。与之配套解决
的还有车站主体基坑超大边坡的稳固问
题，采用下部TRD+型钢+内支撑支护的方
式，基坑上部放缓坡，放坡段采用钢筋网
片+喷射混凝土，对边坡加强及防护。车站
主体结构层间采用承插型盘扣式支撑系统
的桁架单元搭设，搭配使用组合钢模板，质
量更优，做到现浇混凝土“内实外美、不渗
不漏”质量管控目标。

随着金融岛站主体结构封顶这一里程
碑式节点完成，雄安R1线项目工程取得阶
段性胜利。下一步，金融岛站将从主体结
构建设全面转向车站附属结构施工。未
来，金融岛站还与雄安新区规划轨道交通
普线M1、M2、M5线形成“工”字型换乘，并
将通过地下步行系统与周边地块地下空间
互联互通、紧密融合，打造启动区地下空间
综合利用的典范。

R1 线是列入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
域高速铁路网的“一纵”，是新区规划轨道
快线网中的主干线，也是国内首条最高运
行时速200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兼具
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市轨道技术的
复合功能。（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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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文化

刚刚过去的周末，张家湾设计小镇迎来
2022 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会上揭晓
了“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计奖城市设计专
项奖”名单，“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启动区详规及城市设计”获奖，《北京建筑
大学服务北京建设人民城市三年行动计划》
也对外发布。

作为中国建筑学会城市设计分会秘书

处依托单位，北京建筑大学未来城市设计高
精尖创新中心负责“中国建筑学会建筑设
计奖城市设计专项奖”的组织和评审。
据介绍，共有 15 名来自高等院校和知名
设计机构的领军专家参加评审。最终 18
个项目获奖，包括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6
个、三等奖 8 个，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启动区详规及城市设计、首钢高端产
业综合服务区北区城市设计、2019 北京世
界园艺博览会园艺小镇、北京雍和宫大
街整治提升工程、簋街空间提升规划与
设计、北京市无障碍城市设计等多个在

京城市设计项目分别获奖。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

建筑师、建筑规划中心主任金国红介绍，“北
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启动区”项目建筑
群恢弘大气，城市空间蓝绿交织，各种环境
要素和城市空间要素与建筑形象空间协调
统一。规划中采用的分形城市与城市系统
相结合的理念、模数控制系统、先行统一设
计标准的理念得到了验证，对落实北京城
市副中心行政办公职能，带动中心城区功
能疏解具有示范指导意义。通过对北京老
城格局的分析，研究中国传统城市分形布

局的特征和模型，形成了具有普遍指导意
义的布局原则。“在分形布局基础上，进一
步提升了院落布局在整体中的比重，加强
了传统中国建筑院落围合与层层递进的格
局。并通过三维空间形态分析，为建筑群
规划了高低起伏的轮廓线，各建筑群之间、
各组建筑内的单体之间相互映衬，形成错落
有致的整体形态。”金国红说。

同时，系统研究和制定了设计模数标
准，充分体现绿色建筑理念，还对行政办
公区的道路公共空间进行了统筹规划、集
成设计，(下转2版)

在于家务回族乡，群众遇到堵心事、烦
心事，都会到家门口的“小院儿”议事厅坐一
坐，遇到解决不了的，还能到乡里的“于府
院”寻求帮助。

今年，于家务回族乡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打造院落式、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心“于府
院”。于家务又称于府，“于府院”成为“于”家
务回族乡政“府”与两“院”多元共治的工作写
照。如今，“于府院”与设在各村的村级“小院
儿”形成两级联动，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乡”，将群众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小事不出村
吴寺村两户村民原本是亲戚，相邻居

住，但因土地纠纷，20多年来矛盾不断，积怨
颇深。多年来通过调解、诉讼、信访等多种渠
道，仍未能彻底解决问题。吴寺“小院儿”向
前一步，邀请双方来到“小院儿”议事厅，村干
部围绕《民法典》中新的法律规定，对两家人
进行释明，更从亲情角度，耐心劝导双方。

“每个村都单独设置一个农家小院或一
间单独的房子，邻里纠纷可以在小院里进行
初期调解。”于家务回族乡副乡长李昺说，村
级“小院”的设立，强化了村书记属地工作第
一责任人职责，建立党员群众议事机制，纳
入村支部、职能部门、商户、群众等各方力
量，探索建立村里吹哨、部门报到、两“院”巡
回机制，提高各方参与度，疏堵结合，瞄准矛
盾诉求化解痛点精准发力，通过流程再造及
迭代优化，建立各村“小院儿”的“议事厅”工
作机制，促进基层工作从管理到治理。

两级院落联动
“于府院”搭建乡、村两级院落式协同联

动工作平台，乡级“于府院”院落式合署办
公，各村挂牌“小院儿”议事，目前已实现全
乡25个村、社区“小院儿”全覆盖。

村民张某被邻居家的狗咬伤，邻居对此
不闻不问，张某多次向其追偿，双方关系

逐渐恶化。“于府院”人民调解员了解情况
后，耐心细致地向双方解释《侵权责任法》
中关于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
一番有理有力的引导，情理并重的讲解，
让邻居王某逐渐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表示
愿意赔偿张某医药费并赔礼道歉，纠纷得
以圆满化解。

“我们在乡里设置了‘于府院’一站式多

元解纷中心，依托政法体系综治中心实体化
建设成效，协调法院、检察院等常驻属地
资源，形成村乡互助的良性机制，构建多

元、专业、高效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
心。”李昺说，村民有任何法律疑惑，都可
以到这里进行咨询，(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 高枝）昨
天上午，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第三百零二次会议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
防联控协调机制第二百五十一次会议召开，
研究调度疫情处置工作。市委书记、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组长尹力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殷勇，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李伟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本市病例数和社会面筛
查病例数持续增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
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把认识和行
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统一到市委
市政府工作要求上来，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
针，咬紧牙关、鼓足干劲，以更加坚定的信心、
更加坚决的行动、更加科学精准的防控措
施，排查风险隐患、管控风险人员、切断传
播途径、扑灭感染源头，尽快遏制疫情快速
上升势头，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影响。

会议强调，要加强市级统筹，充分发挥各
区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区一街道地落
实防疫措施，抓好当前疫情处置。市涉疫风
险应急处置机制要在追阳、判密、管控、转运、
隔离等各环节和跨区资源调配中发挥关键作
用，打好全市疫情防控整体战。朝阳区是当

前疫情处置的重中之重，市级要加大支持力
度，压实属地责任，从严从紧落实核酸检测、
流调排查、落位管控、环境消杀等防控措施，
加强对重点机构和各类经营场所防疫管理，
严格社区（村）、单位扫码、测温、查验，进一
步降低人员流动性，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地区
疫情歼灭战。其他各区要在科学研判疫情
发展形势的基础上，精准施策、有效应对，加
强区域协同，坚决果断处置，打好疫情阻
击战。

会议强调，疫情防控是社会系统工程，直
接考验城市治理、应急处置、综合保障等能
力。要做实做细社会面常态化疫情防控。把
医疗、流调、检测等资源和各级工作力量集中

到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上来，提高各项措施
的针对性、有效性。持续加强学校、医院、养
老院等重点单位防疫管理和服务保障，更好
保护易感人群。落实好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
的二十条措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确保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建设进
度，保障水电气热运等城市“生命线”安全有
序运行，做好市场保供稳价。关注社会关
切，解决涉疫诉求，满足就医用药等需求，
全力做好市民群众生活服务保障。加强防
疫政策宣传解读，引导市民群众履行好个
人防疫责任，形成抗疫合力。天气渐凉，要
关心关爱一线防疫工作人员，做好个人防
护和防寒保暖。

有事院儿里说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北京国际城市设计大会首次在副中心举办

城市副中心项目获建筑学会专项奖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第三百零二次会议
暨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第二百五十一次会议召开

尹力主持 殷勇李伟出席

副中心工程获全国建筑
设计领域专项奖

创 新 在 一 线创 新 在 一 线

群众到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心群众到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中心““于府院于府院””寻求帮助寻求帮助。（。（资料图资料图））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