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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 冲刺开门红

4 2023年2月21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本版责编 杨莉杨莉 设计设计 王晴王晴 校对校对 彭师德彭师德 刘一刘一

穿
越
穿
越
之

旅旅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曲
经
曲
经
纬纬

露营露营、、骑行骑行、、野餐野餐、、飞盘……近两年飞盘……近两年，，各类户外活动成为人们热衷的新风尚各类户外活动成为人们热衷的新风尚，，这些这些
快乐人们几乎推门可享快乐人们几乎推门可享。。城市副中心从未停止追逐绿色的脚步城市副中心从未停止追逐绿色的脚步，，高楼大厦之间高楼大厦之间，，拥有拥有
了更多的自然光影了更多的自然光影，，这便是森林城市追求的山水人城和谐相融这便是森林城市追求的山水人城和谐相融。。

公园公园，，作为森林城市中的作为森林城市中的““绿色细胞绿色细胞””容留人们游览休息容留人们游览休息。。随着文明持续跃升随着文明持续跃升，，城市城市
副中心的公园日渐丰富立体副中心的公园日渐丰富立体，，既有小桥流水既有小桥流水、、杏花春雨杏花春雨，，也有工业遗存也有工业遗存、、智慧大脑智慧大脑。。只要只要
在公园中稍稍静心在公园中稍稍静心，，便可发现公园折射了城市的定位和发展便可发现公园折射了城市的定位和发展。。在自然风光中游憩在自然风光中游憩、、在历在历
史中穿梭史中穿梭、、在生活气息中漫步在生活气息中漫步，，公园里的公园里的““穿越之旅穿越之旅””寄托了都市生活的梦想与期待寄托了都市生活的梦想与期待。。

行政办公区西北角，一座湮没于地下的汉代古城于 2016年
考古时被发现，把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 2200年前的西汉
初期。而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就直接建在了这座通州唯一秦汉遗
址上，成为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考古遗址公园。

文脉深厚、古韵悠远的城市副中心，像这样的古迹明珠散落
在各大公园内，让处在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也能触摸到历史深处的
记忆。

虽然还未最终交付，但路县故城遗址公园里的一木一景都已
初具雏形，有模有样。不同于其他满目翠绿的公园，土黄色调“晕
染”出厚重的历史感。正午，苍松的剪影映在“风化”仿夯土效果
的古城墙上，更添沧桑；带着车辙印和牛蹄印的仿古驰道，把时间
拉回久远。

路县故城遗址是城市副中心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城址。城
墙、城壕、城内遗址区、城外居住区、手工业区和墓葬区，构成了完
整的城市体系。城墙位置的地下就是当年真实的古城墙。建设
者们在遗址上覆土 3到 3.5米，环植草木，恢复古城墙四周轮廓。
登上城墙向下眺望，四四方方的古城尽收眼底。

“遗址证明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是
一个地区性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底
蕴。”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执行
主任王铭告诉记者，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最大限度保证遗址文化的
原真性与完整性，让大家领略到2000年前的通州古城风貌。

与历史的对话，从来不局限于风貌的恢复。与遗址交相辉映
的遗址博物馆成为路县故城遗址乃至副中心的考古科研、保护、
教育及展示中心，充分展示考古成果。利用高参与度的主题场
地、汉风古韵的小品、构筑物等，展现汉代百姓的衣食住行和生活
场景。“这里保护浓缩了通州历史‘雏形’，也是后续文脉延续的

‘活化石’，必将是副中心最具分量的文化会客厅。”王铭说。
奔流不息是河水，气势恢弘在今朝。在副中心“一带、一轴、

两环、一心”规划蓝图中的“一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重走一
条运河故道，能触摸到大运河舳舻千里、人声鼎沸的繁荣。

“绿心”建设区域，有一部分是曾经的张家湾镇上马头村——
历史上的运河上码头。昔时，来自天南海北的漕运船在这等待验
看放行。为建“绿心”，上马头老村已拆除，但它所蕴含的运河记
忆，却以另一种形式保留下来，这就是运河故道。地下数百年的
水脉重见天日，是历史留下来的珍贵文脉。

沿着运河溯流而下，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要打造与环球主题
公园相得益彰的“文旅优等生”，中西合璧、优势互补。燃灯塔、葫
芦湖、石坝码头刻画着京粮转运码头的历史。沿线还有紫清宫、大
成成殿旧址、通州北城垣遗址、金代闸河遗址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沿河沿河边踱步，仿佛沿着历史的足迹，再现通州漕运繁忙的景象。

“老门房、麒麟雕塑都还在，和原来一模一样。真
没想到，这老工厂居然也成了公园一景。”背着相机到
处跑的老通州人郭建华将手中的镜头对准城市绿心
森林公园一隅，感慨中快门不休。

工业遗产，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积淀，
是特定时代生产力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就有不少这样的时代印记。

公园三十六景之一东方厂址，就坐落在原厂区
的门区处，一块已经有些斑驳的汉白玉石碑上，刻着

“向东方化工厂建设者致敬”的字样。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前身很大一部分是原东方化

工厂所在地，工厂一度是我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质
量最优的丙烯酸及酯类产品的生产、科研、开发基
地。随着重工业在北京“谢幕”，东方化工厂也于
2012年关闭。另有造纸七厂、东亚铝业等，留下了一
个个伴随信息化进程而疏解的工业遗产。

老厂房派上了新用场。东方化工厂摇身一变成
了“绿色海洋”，造纸七厂化身文创中心，东亚铝业改
造成全民健身中心。在自然的森林景观和滨水空间
中，工业遗迹“活在了当下”。怀旧砖红色调成为绿色
掩映中的一抹亮色，城市发展历程“一眼万年”。

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北京开展了轰轰
烈烈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成为全国首个减量
发展的超大城市。

站在未来，翻开二十一世纪最初一二十年那页，
从京东工业重镇到未来的设计高地，千年漕运古镇张
家湾迎来一次历史性的转身。

2000年前后，张家湾一度成为京东工业重地，上
千家工业企业落户。其中，里二泗村工业大院规模最

大，聚集了300多家企业。2017年，全市启动疏解整
治促提升专项行动，里二泗村的工业企业全部迁出，
厂房夷为平地。如今，在这片腾退出来的土地上，张
家湾公园一期已开园迎客。

北眺双台、中留泗水、南觅溪林、茂林莺歌……
漕运古镇重现千年前的景致，让人忍不住多吸几口
气，多拍几张照。

这绿色来之不易。张家湾公园一期总占地约
306万平方米，仅厂区拆除规模就超160万平方米，占
了一半还多。“当时298个厂子，4个月内全部搬迁拆
除，现在回想起来，仍觉速度惊人。”时任通州区张家
湾镇里二泗村党支书的林来水亲眼见证了“变身”的
全过程。

靠着数百个企业，里二泗村曾有过一段“辉煌”的
过去——来村打工的有一万七千多人，厂子一年能缴
上亿元的税。人旺财来，很快就引来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锅炉啊、油漆啊，这些厂子污染挺大的。村里老
有股不大好闻的味儿。人员复杂，卫生也不好管，有
一段时间垃圾都堆成山了。”林来水回忆。

后来，里二泗工业大院区域被规划成副中心蓝
图上的张家湾公园，工厂一律拆除。如今，公园里

“泗水古巷”景点“复原”了古时“水巷茶棚”的历史景
象，两侧河堤仿照古码头样式，用不规则的青灰石块
砌筑。站在漕船船头造型木质观景平台上，耳畔水
声潺潺，看水巷繁华烟火，望远处百草丰茂，真有几
分穿越的味道。

公园还为城市勾勒出了宜居宜业的轮廓。北京平
原地区首个“国家森林城市”成为副中心的新名片，绿
道系统、休闲游憩和体育健身等功能不断完善，人们开
始拥抱简约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无处不在的绿色福
祉，正融入城市“基因”。

去年，副中心首个碳循环公园亮相，应用生物技术
就地处理园林废弃物——将生物质燃烧或转化过程中
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捕集、利用和封存，形成植源生态
肥，反哺林地。

以自然之法修复自然。副中心率先提出“碳循环
公园”概念，把公园当作“碳库”，实现碳元素在公园内
部循环利用和存储，避免碳外溢和碳浪费。“‘碳循环’
概念在园林绿化中践行，为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提供了副中心样板。”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琼说。

京津冀“近零碳公园”样板也在副中心，它有 3
个纽约中央公园大，更被称为中国的中央公园，这就
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不同于碳循环公园，“近零碳公园”主打碳排放和碳
吸收值几乎相同这一概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所有建
筑都采用地源热泵、光伏和储能等绿色能源技术，实现
能源互补，可再生能源利用率达41.2%。每年减少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面积20平方公里森林的碳汇量。
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为代表的公园，正在扩大绿

色尺度，完善功能配套，发挥满足人们休闲健身、亲近
自然，健全城市生态系统的作用。

科技，透视一个智慧城市的崛起。围绕高质量建
设的时代命题，副中心公园打出多张“智慧”名片。

水域装上电子围栏、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座椅
能为手机充电……东郊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漫
春园、玉春园等公园先后探索用上了人工智能、大数
据、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

就拿东郊森林公园来说，“水边都设有虚拟围栏，
一旦游客走入危险区域，后台会自动报警。”东郊森林
公园管理处负责人张玉春说。公园更新完善了1766
个摄像头，在监控室就能看到华北树木园、湿地公园、
葛渠公园的三维航拍实景图。

去年竣工的玉春园，融入了智慧园林系统，增加智
慧路灯、互动投影、充电座椅、心率柱等智慧设施，市民
在终端上获得绿色能量积分后，还可以在公园智慧系
统中享受增值服务。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正在创建智慧景区，运用人
工智能、全息投影等技术为游客打造虚拟现实结合的

沉浸式体验。
比如，景区南区综合游客服务中心正在建设，这里

将以“运河再现”为主题，通过AR（增强现实）、VR（虚
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一层环幕投影
为“运河风韵”主题，再现大运河北京段的古今风貌，通
过明清时期与现代场景对比，使游客走进运河画卷，穿
越繁华场景。二层以“重游通州八景”为主题，置身环
绕式投影中，通州八景的长卷由左至右展开，游客可跟
随空中大鸨鸟一一游览。同时，景区的所有空气、土
壤、水质、病虫害以及游客数量等数据，以可视化水浪
的形式展示在一二层楼梯空间。

“未来通过多种数字技术手段，景区还要打造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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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昀赟说。

塑造城市之美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未来，还有
更多奇妙等待解锁，比如科创和元宇宙是不是会为公园
带去更多想象空间？公园会不会与商业区融合，打造别
样的生态消费场景，助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相
信，城市副中心公园建设正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一
点点变为现实。

时代的印记时代的印记

未来的脚步未来的脚步

历史的对话历史的对话

““绿心绿心””中的运河故道中的运河故道

张家湾公园一期张家湾公园一期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保留时代的印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保留时代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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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高枝）昨天，河北
省党政代表团在京考察。北京市委书记尹
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秀领，与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倪岳峰，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谱，参加
有关活动，并进行深入座谈，进一步深化京
冀交流合作，推动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在京考察期间，河北省党政代表团来到
北京证券交易所，走进市场监察室、运行控
制中心了解业务开展、科技监管和服务创新
型中小企业等情况，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展示中心察看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
源、医疗器械等前沿技术成果和应用，在小
米集团了解企业最新科技产品和智能制造、
新能源汽车业务开展情况。随后，还来到城
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规划建设等情况。

倪岳峰感谢北京市多年来给予河北省
的支持帮助。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坚决履行政治责
任，大力支持河北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打赢
脱贫攻坚战、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河北人民
始终铭记在心。河北坚决服从服务大局，积
极承接北京产业、企业、人口转移，全力打造
首都“两区”，圆满完成北京冬奥会筹办举办
任务，努力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
展自己。京津冀协同发展充分彰显了“两个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激励全省上下矢志不
渝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
进。河北将紧紧扭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这个“牛鼻子”，加快建设一体化交通网络，
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深化产业对接
和创新协作，推动京冀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新
突破。要聚焦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
城市群，积极服务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高
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大力推动张北地
区发展，合力打造北京新的“两翼”和河北

“两翼”。要携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展现美

好图景，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发展现代商
贸物流产业、壮大数字经济、推动养老事业
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贡献力量。

尹力感谢河北省长期以来对北京市的
大力支持。他说，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京津冀协同发展已
进入全面深化实施的新阶段。北京与河北
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人缘相亲，新征程上要
共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把握
协同发展历史主动，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
迫感，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深化区域
合作，使协同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
京冀两地人民群众，携手推动中国式现代
化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形成更多生动实践。
支持雄安新区建设，统筹全市优质资源，加
强常态化对接，支持部分在京高校、医疗机

构、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向雄安新区转
移，以首善标准落实好战略合作协议，继续
深化教育、医疗、职业培训等领域合作，支
持北京市属国企参与雄安新区规划建设、
城市管理、生态治理，引导更多北京科技创
新资源在雄安新区布局发展。高水平规划
建设好北京通州区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临空经济区，打造省际交界地区一体化发
展典范。加快建设定位清晰、协调联动的
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带动交通、生态、产业、
公 共 服 务 等 重 点 领 域 协 同 发 展 取 得 新
突破。

河北省和北京市领导张超超、张国
华、葛海蛟、武卫东、董仚生、吴晓华、胡启
生、董兆伟、冉万祥、康彦民、夏林茂、赵
磊、于英杰、刘宇辉、崔述强，河北省政府
秘书长朱浩文，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穆鹏
参加。

河北省党政代表团在京考察

携手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形成更多生动实践
尹力殷勇李秀领与倪岳峰王正谱座谈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京津冀协同发展结
出累累硕果。昨天，市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2014年以来，京津冀三地紧密围绕《京津冀协
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各阶段重点任务推动工
作，区域经济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2022年，
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合计10万亿元，按现价计
算，是2013年的1.8倍；其中，北京、河北跨越4万
亿元量级，均为4.2万亿元，分别是2013年的2倍
和1.7倍；天津1.6万亿元，是2013年的1.6倍。

2014年 7月，第一版北京新增产业禁限目
录正式发布，2015 年、2018 年先后进行了两
次修订，2022 年 3月，北京迎来第四版新增产
业禁限目录。禁限目录在严守功能底线的
同时，也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打开了更大
空间。近 2.4 万件新设立或变更登记业务不
予办理，科技、商务、文化、信息等高精尖产
业的新设市场主体持续增加，占比由 2013 年
的 40%升至 2021 年的 62%，一减一增显露出

“瘦身健体”后北京产业结构的变化。
放眼京津冀，“三二一”产业格局持续稳

固。数据显示，京津冀三次产业构成由2013年
的 6.2:35.7:58.1变化为 2022年的 4.8:29.6:65.6，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7.5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三
产占比保持在8成以上，天津占比超6成，河北
提升最快，京津冀三地三产比重分别为83.8%、
61.3%和49.4%，较2013年均明显提高。

产业发展带动就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
据统计，京津冀地区城镇 9 年新增就业累计
1442 万人，三地分别新增 288.1 万、405.5 万和
748.4万人。2021年，北京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中，第三产业比重为 84.4%，较 2013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其中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占比
达 25.5%，较 2013年提高 6.2个百分点；天津和
河北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60.5%和46.6%，
较2013年提高10.9个和15.1个百分点。

“京津冀区域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以更高
标准提升发展质量，持续加大创新投入，高端
产业引领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展现活力，创
新主体发展壮大，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
伐。”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 年，京津冀共投
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 3949.1 亿元，
是 2013 年的 2.1 倍，占全国比重为 14.1%。区
域 R&D 投入强度达到 4.1%，较 2013 年提高
0.7个百分点，持续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个百分点以上。

三地新兴经济快速发展，新业态持续升温。其中，北京数字
经济增加值从 2015年的 8719.4亿元增加到 2022年的 17330.2亿
元，占GDP的比重超4成，提高6.4个百分点；天津高技术制造业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14.2%，较 2014年提高 1.9个百
分点；河北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0.6%，比2013年提高8.8个百分点。

从创新主体看，在2022年第四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
京津冀地区共 535家，占全国的 12.3%；累计 1124家，较前三批合
计数量翻倍增长。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中全球独角
兽企业榜》，京津冀有 95家企业上榜，占中国上榜企业的比重超
过3成，其中北京90家，居各省区市第一。

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三地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去年年底，京
唐、京滨城际铁路开通，“轨道上的京津冀”不仅激发了协同发展
新的活力，更加速了人才流动；京津冀48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
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54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
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一系列共建共享成果，真正提
升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数据显示，三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2022年，京津
冀三地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77415 元、48976 元和
30867元，与 2013年相比，年均分别名义增长 7.4%、7.1%和 8.2%，
三地城乡居民收入比值较2013年分别缩小0.2、0.1和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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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奥莱携环球打造商业文旅“巨无霸”
本报记者 赵鹏 实习记者 江嘉敏

“以前到传统大厅的人工窗口办理业
务，高峰时取号排队就要折腾半天，现在不
到十分钟就办完了。非常方便，工作人员
耐心指导，体验感很好。”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郑先生正在自
助机前办理工商变更业务。在工作人员一
对一的全程帮办下，他与后台人员视频连
线，并通过 OCR 技术智能识别了纸质材
料。短短几分钟，就顺利办完了业务。

通过智能终端自助办理业务，是北京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一大亮点。记者
在大厅看到，虽然前来办理业务的办事人不
少，但智能终端前秩序井然。大厅滚动更新
的电子屏显示，截至14时，当天已办理了230
单业务。“春节过后，大厅人流量很快恢复到
了节前的水平，每天都有几百单的业务量，其

中高频事项集中在小客车摇号、货车运输许
可证办理、户政、工商业务等方面，但43台终
端设备能够满足需求，没有出现过排队等待
时间过长的情况。”工作人员赵博介绍。

据了解，目前除涉密等特殊事项外，城
市副中心已实现 100%区级政务服务事项

“全程网办”。移动端统一集成到北京通
APP及小程序办理，包括事项申办、预约等
所有功能，办事人足不出户就可以指尖办、
掌上办。不过，出于个人习惯，还是有不少
办事人青睐来大厅办理。“目前大厅接件中
85%的事项也都是在自助机上完成，我们会
根据办事人的年龄、对电子设备的熟悉程
度等给予协助，在办事人取号过程中，系统
会对办事群众的年龄进行监测，当发现您
年龄大于 50周岁，工作人员就会主动提供

全程陪伴式服务。”赵博说。
随着城市副中心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

升，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选择来到副中心
投资兴业，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内，前来办
理工商业务的外籍面孔也越来越多。记者
注意到，大厅内各类服务标识全部为中英
文双语标识。同时，还成立了一支 15人的
国际语言环境服务团队，提供英、德、日、
韩、蒙等5种语言的政务服务。帮办小组的
陈婷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掌握英、德、
日三国语言，前几日，她就以流利的英语接
待了一名圭亚那籍女士。“她开办了一家教
育咨询公司，总公司在朝阳区，来城市副中
心办理分公司业务，我们对她进行了全程
帮办的服务，聊得非常愉快，临走的时候她
说‘我特别喜欢你们，特别想拥抱你们’。

我们还帮助她添加了我们的‘政管家’官方
微信，可随时咨询有关问题，由政务专员第
一时间回复解答。”陈婷微笑着说。

作为全市唯一一个可以同时办理市区
两级政务服务事项的政务中心、全国首个
以智能终端自助服务模式为主的政务中
心，今年，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
优化智能终端“自助办”体验，推动更多事
项实现智能秒批、秒办和“一件事”集成办
理。推动“云窗口”向“云大厅”转变，打造
与实体大厅体验“同质同效同标同感”的副
中心网上虚拟大厅，并通过PC端、移动端、
智能办事终端、实体窗口和热线电话等多
种渠道，让企业群众通过任意站点、任意渠
道、任意方式即可享受到任意层级、任意地
域、任意事项的智慧服务。

智能秒批秒办“一件事”集成办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自助办”
本报记者 陈施君 实习记者 黄漠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效果图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效果图。。

近十台塔吊此起彼伏，三十余台挖掘机铲
斗挥舞，数百位建设者肩扛手提忙个不停……
就在正月里，与环球影城一路之隔的张家湾车
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分外热闹。不久后，游
客在环球影城内就能看到隔壁总建筑面积超
16 万平方米的奥莱 MALL 矗立起本市最大的
裸眼 3D屏，另一座总建筑面积超 10万平方米
的地铁上盖小镇也即将拔地而起。

记者日前从北京城建集团方面获悉，作为
副中心首宗地铁上盖一体化开发项目，张家湾
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目总开发规模约 50万
平方米，项目总投资约 89亿元，预计本月底展
开地下结构施工，年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明
年启动装饰装修。项目建成后不仅可实现三
轨换乘，还将成为汇集奥莱MALL、高端酒店、
livehouse 演出、汤泉生活馆和文旅民宿小镇业
态的国际级商业、文化、旅游、娱乐综合体，仅综
合体每天就有望迎来4万人次消费者。

按下“加速键”将展开地下结构施工

元宵节后，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供地项
目施工按下“加速键”，数百位建设者顺利有序
复工到岗并迅速投入施工复产之中，项目工地
铆足干劲抓进度、保安全、拼开局，全力以赴奋
战首季“开门红”。在施工现场，三十余台挖掘
机的铲斗“上下挥舞”正在忙碌作业，近十台塔
吊的吊钩忙于抬升各种大型建材。（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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