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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入驻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入驻 老旧厂房改造成演艺空间老旧厂房改造成演艺空间 文化名人集聚创作文化名人集聚创作

一座被艺术改变的乡村小镇
本报记者 孙云柯

本报记者 张群琛
今年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计划再引

入北京企业 30 个、京津冀首个文商旅
4.0项目全力施工、进一步优化升级“高
铁+公交”模式……天津市宝坻区不断
在协同领域发力，从产业、文旅、交通等
多方面持续加强和北京、河北的联系，
将宝坻变为协同发展的“宝地”。

产业：京津中关村科技城
加快二期建设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是承接北京非
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载体，也是京津两
市合作的重要平台，总面积14.5平方公
里。宝坻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京津
中关村科技城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2022年，科技城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一倍，规上企业总产值同比增长两
倍。该科技城已完成一期基础设施开
发和协同中心建设，目前累计入驻市场
主体1039家，引进实体项目95家。

按照计划，在基础设施配套上，今
年宝坻区将加快实施科技城二期 5.25
平方公里开发建设；推动南开中学科技
城学校等一批公共配套项目建设，进一
步提升科技城的载体功能。在产业组
织上，宝坻区将和中关村发展集团共同
加大高层对接频次和联合招商力度。
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和现代
服务业“4+1”主导产业发力，确保年内
储备各类项目 200个以上，新引进北京
方向实体企业 30 个，市场主体累计达
到1400家。

此外，宝坻区与北京中关村方面采
取“联投联建联引”模式共同打造的科
技城第一个“园中园”——天津中关村
高端医疗产业园，目前已经顺利竣工验
收。负责人介绍，该园区是科技城引入
的首个中关村系专业园区，同时也是中关村发展集团在京外
第一个重资产投资的专业园区。该项目一期投资 5亿元，目
前已完成起步区开发建设，今年计划实现首批 5家细分领域
龙头企业入驻。

近期，宝坻区将在原有合作协议基础上，重点围绕加强科
技服务合作、共同打造产业生态等 12项内容，继续与北京中
关村方面继续深化合作。同时，以现有天津中关村高端医疗
产业园为试点，推动创业孵化更多的中关村创新元素“带土移
植”到宝坻，让企业安心扎根生长。

宝坻区将继续打磨营商环境，在“拿地即开工”的宝坻速
度基础上，积极探索“竣工即投产”模式，全面打通企业投产投
运前“最后一公里”，努力用政务服务速度换取企业发展的“加
速度”。

交通：智慧交通快速接驳科技城与宝坻站

协同发展，交通先行。去年12月30日，京唐、京滨城际铁
路开通运营，宝坻正式步入高铁时代。乘着高铁的东风，宝坻
不断在交通领域下功夫。

宝坻区交通局局长刘玉祥介绍，京唐、京滨城际铁路运
营后，宝坻两站日均旅客超 2000 人次，并稳步上升。高铁
的开通不仅给本地群众的出行提供了便利，也方便了外地
人来宝坻就业、创业，服务人才引进和地方经济发展。目
前，每天经停宝坻站列车共 14 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
需求，高峰日期和时段已对部分列车增加车厢，运力翻倍，
保障旅客出行。（下转2版）

北京东南角，通州与大兴亦庄交界的
台湖本是一个宁静的农业小镇。如今，随
着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入驻，一
批老旧厂房相继改造成演艺新空间，郎朗、
陈敏正等文化名人入驻创作，“演艺”逐渐
变成小镇新的名片。

古时，萧太后河南侧地势低洼，聚水成
湖，台湖因此得名。千年后，曾经的湖水消
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活水聚水成湖。伴随
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台湖这座曾经的
农业小镇如今正奏响悠扬的文化新乐章。

台台湖湖··老记忆老记忆

曾经大片的庄稼地
还有逛不够的图书城

沿着京津高速往东南方向行驶，到东
石村桥盘桥驶入张台路，就进入了通州区
台湖镇。从车流如织的东五环来到台湖，
仿佛一下子按下了静音键，周围车辆不多、
行人很少，一棵棵行道树笔直地立在路侧，
路边“台湖演艺小镇”的标识牌提示着人们
这里是台湖。

一条张台路，串联了台湖镇主要的演艺
空间，包括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
湖演艺车间以及正在改造的台湖图书城等。
但在从前，这里是大片的麦地、稻田，甚至连
张台路本身也是庄稼地。对于在台湖工作生
活30多年的台湖镇农办副主任徐德生来说，
台湖过去最显著的标签就是农业。

农业特色发展的同时，随着 2007 年台
湖图书城建成，台湖还是远近闻名的出版
物集散中心，汇集了数百家出版社、书商企
业。出生、成长后又工作在台湖镇的居民
周牧笛回忆，台湖图书城是小时候每周必
去的地方。“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去图书城
二层，那里有很多儿童画册。后来上了初
中，就经常在一层看人物传记、小说等。”在
他印象里，图书城特别大，“每天上午9点多
开门，下午 4点多就打铃清场，总有种逛不
够的感觉。记得 9点开门前总有很多家长
带着孩子在门口的水池玩，等着第一时间
进去看书。”

水源充足土质肥沃
享有京郊小江南美誉

别小瞧了这里的农业，过去，台湖农业
的确做出了名堂。比如“番茄联合国”“稻
田蟹”“清水稻”等，都曾是响当当的品牌。

“和北京传统干旱农业不同，台湖地区自古
至今水源都很丰富，北有萧太后河、东南有
凉水河，水源充足、土质肥沃、土壤深厚，为

农业生产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徐德
生说。

据调查，早在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初
期，台湖地区就有人从海淀地区引种水
稻。由于水稻在产量上比种植玉米、小麦
等旱粮有明显优势，而且在洪涝灾害面前
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所以水稻种植在当地
很快推广开来。到上世纪 70年代中后期，
台湖水稻种植面积已占农田面积的 80%以
上，成为主产作物。“台湖逐渐形成了水旱
轮作、稻麦两茬的耕作模式，因此享有‘京
郊小江南’和‘鱼米之乡’的美誉。”徐德生
介绍，如今在台湖稻小蟹艺术农场仍保留
有 300余亩稻田，金秋时节一片金黄，稻香
蟹肥，呈现喜人的丰收景象。

台湖台湖··大变化大变化

大剧院带来“金”字招牌
农业小镇添了艺术气息

农业种植和图书出版的发展，为台湖
埋下了生态和文化的种子。2018 年底，市
委市政府高位谋划实施《北京城市副中心
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
2035 年）》，为台湖赋予了演艺特色小镇的
功能定位，与张家湾设计小镇、宋庄艺术创
意小镇一起形成“众星拱月、串珠成链、各
美其美”的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自此，台
湖发展迎来了新篇章。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入驻发
展，拉开了台湖转型发展的序幕。自 2012
年至2018年经过6年建设，一座座米黄色的
建筑在台湖镇中心区拔地而起，国家大剧
院台湖剧场、台湖露天剧场、演员住宿楼、
艺术交流楼、舞美设计用房等崭新的艺术
空间拔节生长，为传统的农业小镇增添了
优雅的艺术气息。

每逢周末，都是台湖剧场最热闹的时
候。下午2点左右，从全市各地赶来的乐迷
满怀对音乐的憧憬，携朋带友、欢笑入场，
期盼与音乐家们共度美好的艺术周末。今
年 2月 25日，经典惠民品牌“台湖星期音乐
会”重启，为观众带来了一场横跨爵士与古
典的《浮生流年》音乐会。（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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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义强介绍，大光楼、石坝码头附近是开漕节的主会场，人们在这
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包括祭坝神、祭河神等。真正的热闹则从现
今葫芦湖开始。运河龙灯会、小车会、花会等组成的队伍从葫芦湖出
发一路向西，走到现今天桥湾小区附近，然后再折返回葫芦湖。

在运河边，一场场热闹的杂耍吸引着无数人观看。舞狮表演中，雄
狮追逐绣球在坝上上下翻滚，母狮带领小狮过坝、戏水。狮群一边起舞
一边东移至运河边石坝楼，还未下坝，由专业脚行扛夫组成的“双石会”
就急速登场。单臂举石锁、仰卧蹬磨盘、叠罗汉、耍石礅，演至高潮时，
由一彪形大汉双肩两腋各扛夹一袋粮食，再加上背上驮的粮食，大汉负
重七袋，重超千斤。民间传说，有如此神力之人乃坝神附体。

此时身着明朝服饰的巡坝戏登场。饰演官员的演员纱帽圆领，饰
演随从的则是青衣小帽，皆戴纸糊面具。巡坝队伍前有锣和长号开
道，随之有伞、扇、回避、肃静、官衔牌，官员乘肩舆居中，后有数排官兵
气势威严。经掣斛厅（今通济桥西南小公园）、石坝楼，南行至土坝，在
防御外河水的土坝上巡查一番，再向南行到坝口黄亭子巡查，然后返
回，由南小门进入东门瓮城卸妆，执事仪仗交回西街杠房。官员在石
坝上边巡视边说，跟随人员恭谨唯唯而听。据说这是仿效当年吴仲治
理通惠河故事。

一系列仪式会持续到当天中午，随后在现今通州区东关大桥附近
有亦舞亦唱的“莲花落”“太平调”“打花”“地秧歌”“小车会”“高跷会”
等表演；较空旷地方有“五虎棍”“少林拳”“耍叉”等表演；“茶水老会”
或在路边，或穿梭于各花会中施舍茶水。此外一些老家河南、安徽的
船工也挤进人群，表演“河南坠子”和“凤阳花鼓”。

赵义强介绍，开漕节当天上午从石坝到外河沿，南到坝口，挤满男
女老幼，挤满了看各种表演的人群，甚至比春节的庙会还要热闹。祭
坝后，官员们集于石坝衙门进行公宴，经纪等去城内各饭馆酒楼吃喝，
喜好野味的人则去运河边饭棚子吃刚出水的烧鲇鱼，也有人去里河沿
饭摊就着刚出炉的烧饼喝鲜鲫汤，图方便便宜的人则在北门口吃小
吃，每年繁忙的漕运也就由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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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河冰初解水如天，万里南来第一船。”运河边，沉寂了一个冬天的船工在春天将漕船推进
河中，开始新一年的漕运生活。而在岸上，枕河而居的人们用热闹非凡的仪式，表达了对新年
风调雨顺的祈求与对大自然的敬畏。这就是漕运鼎盛时期运河边的独有仪式——开漕节。

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文化也是重要一核。今年4月，大运河开漕节将隆重开幕，
再现历史盛景。在历史上，开漕节从何而来？都有什么内容？民间和官方的有什么不一
样？本期文化，我们先来一探究竟。

明代兴起、清末消亡的漕运是中国历
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在这个时间段
内，依靠运河而生的船工以及管理运河的
官员相信，每年春天举行一场隆重的仪式，
可以保证一年的风调雨顺。运河开漕节由
此而生。

据《通州志》记载，明朝时由于漕船太
多，航程远近不同，为规范漕运秩序，规定
了各帮漕船到达通州的日期。每年农历三
月初一左右，来自山东、河南的头帮漕船陆
续抵达通州。这些漕船在通州仅可逗留十
日，到期必须及时返航，漕运秩序井井有
条。因此，每年三月初一左右，头帮漕船
抵达通州时，通州主管漕运官员都要在石
坝和土坝这两个漕运码头举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祭坝”仪式，以示庆贺，民间俗称

“开漕节”。
除了纪念第一艘漕船的到来，开漕节

上管理运河的官员还要祭拜疏浚运河的功
臣吴仲。据历史记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
京后，为避免破坏皇陵风水，废弃了引水的
白浮堰，通惠河被切断水源，泥沙淤积，逐
渐淤塞。嘉靖初年，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
仲力主彻底重修通惠河，并得到明嘉靖帝
批准主持重修工程。

嘉靖七年（公元 1528年），吴仲治河成

功，不仅将通惠河河口从张家湾北移到通
州旧城北门外，还将通州至张家湾的河道
进行了疏治，使漕船及其他各种船只可直
接开到通州城，减少了陆路运输的艰难和
费用，水运也畅行无阻，繁荣了京畿的经济
和文化。因此，通州的商民在嘉靖四十五
年集资修建了一座吴公祠，用以祭拜和颂
扬他的伟大功德。此后开漕节的习俗一直
保留，直至清朝末年北运河停漕。

如今顺着大运河森林公园西门一直
走，可以看到一个巨型浮雕，上面就雕刻着
开漕节的内容。浮雕中间是两位船工伫立
船头，他们面前就是波涛汹涌的大运河。
而在浮雕的左下角，两名搬运工用担子将
一袋袋漕粮搬下船舱。而在大运河森林公
园东岸也可以看到吴仲的雕塑。

可喜的是，伴随着 2023年北京城市副
中心消费季的正式启动，大运河开漕节也
将于 4 月举办。据悉，期间将以运河文化
为元素、以开漕节为主题举办系列活动，进
一步打造“大运河开漕节”品牌 IP，同时以
酷炫激光秀、沉浸式剧本杀等新潮玩法更
广泛吸引年轻人群，盘活运河经济。届时，
开漕节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壁画与口耳相传
的历史，人们可以站在运河边亲身感受百
年前运河畔的隆重仪式。

据历史记载，开漕节分为官祭与民祭，其中
官祭就是运河官员祭祀，其场面十分庄重。祭祀
当天清晨，仓场总督率坐粮厅官员及其所属军、
白粮经纪和掌管石坝的州判、掌管土坝的州同，
各按身份着官服或礼服齐集石坝东并按等级列
队。每人高举三炷香，向石坝几案上的吴仲等四
人牌位鞠躬礼拜。

这四位都是疏浚通惠河的功臣，吴仲当年力
主疏浚通惠河，为朝廷分忧，为人民解难。百姓
感激他的作为，生前就已为他立了生祠，死后又
祭奠他。另外三位疏浚通惠河的功臣分别是何
栋、尹嗣忠、陈璠。

牌位的摆放讲究顺序，吴仲居中，何栋在左，
尹嗣忠在右，陈璠在后。长生牌前供奉着鸡、鸭、
鱼等供品，两旁摆放涂着金粉的木质巨烛。这时
石坝东西两侧鞭炮、鼓、钹齐鸣。坝北端雄狮紧
按绣球蹲坐，坝南端雌狮护着幼狮俯卧。

司礼先朗读颂扬吴仲之功的通惠祠碑记，读
毕挺举手臂高呼：“参礼”。祭祀者在弦、管、笙、
云锣雅乐声中，伴着轻击慢敲反复三次的鼓点，
将香高举过顶三躬身。

在“礼成”声中，众人随仓场侍郎退立坝南
侧。司礼呼“诸贤退位”后，四童子左捧长生牌分
别坐上肩舆，在雅乐声中自石坝北侧台阶缓缓而
下。此时，唢呐在前方高奏，仓场侍郎率众随后
恭送至卧虎桥南。继由州判与数名经纪恭送入
天后宫南侧门，经南夹道至通惠祠归位。

最后，仓场侍郎与坐粮厅官员则到卧虎桥东
南的掣斛厅视察后，南行登上大光楼，凭栏俯望
粮船，检验开春后第一批漕粮。经纪持斛、斗、升
等量器，陆续到掣斛厅校测准确，然后去石坝南
侧祖斛庙，将量器放在斛神供桌前的铁斛旁供
奉，并焚香祷祝，表示所持量器既合国法又得到
神的认可，公道之心人神可鉴。

今年66岁的赵义强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运河船工号子的传承人，自幼出生在运河边的
他对于各种运河、漕帮文化信手拈来。虽然没
有亲身经历开漕节，但是从祖辈口中得知的细
节，再加上近几年查找的史料，他逐渐还原了民
间开漕节的盛景。“太热闹了，不亚于过年。”

赵义强说，历史上每年开漕节的时间集中
在农历3月初左右，而准备工作从惊蛰之后就
开始了。最先忙起来的是船工，运河上冻前船
工们用绞关将一艘艘漕船拖到岸上，然后底朝
天放置。现在船工们拿着工具、油漆在岸上对
漕船进行保养维修，等到河面的冰面完全融
化，漕船就下水了。

而在岸上，船工的家人也忙了起来。“对于
民间的开漕节来说，岸上的庆祝活动最热闹。”
赵义强介绍，历史上民间开漕节的庆祝范围在
今大光楼至天桥湾小区之间，而且开漕节期间
人们会在这里临时搭上一座戏台用来庆祝。

这座戏台的材料、手艺全部来源于民间。
当时，河边的居民会请来“架子工”，由工匠用
绳结技术将每一个竹竿牢牢捆绑在一起。在
那个没有焊接、铁卡子等技术的年代，架子工
单凭一根根绳子就让戏台十分牢固。此外，戏
台的材料也都是每家每户捐赠的。有些人家甚
至卸下了自家的门板用来搭台子。赵义强说：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足见开漕节对于运
河边的居民来说有多重要。除此以外，开漕节
当天还有运河龙灯会、小车会、花会等活动。”

如此大型的活动自然要有领头人，这个人
民间称呼为“会头”。赵义强解释：“‘会头’的
工作包括安排开漕节当天所有活动的顺序、带
领大家熟悉路线以及安排祭祀等活动。”

惊蛰之后筹备开漕节

开漕节始于明代

官方开漕节更加正式

漕运河独有仪式开

运河两岸热闹非凡

运河开漕节雕塑运河开漕节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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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运河开河祭祀图北运河开河祭祀图》》展现了古时官祭与民祭展现了古时官祭与民祭，，庆祝开漕节的盛庆祝开漕节的盛
况况。。

历史上历史上，，开开
漕节时漕节时，，大光楼大光楼
附近会举行隆重附近会举行隆重
的祭祀活动的祭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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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诉即办，关键在办。永乐店镇西槐庄
村，探索出了一套由粗放管理变精细治理、单
向管理变议事协商、被动等单变提前解决的
工作模式。 2023 年以来，西槐庄村纳入
12345综合成绩100分，综合排名全区第一。

粗放管理变精细治理

走进西槐庄村，道路干净整洁，路边栽着
绿化树木，篮球场、儿童乐园、小公园等配套
设施一应俱全。“以前我们村在全镇都是排倒
数的，村里又穷又脏又破，街道窄，排水沟里
都是垃圾，村民都不好意思喊亲戚来家里做
客。”村民王艳秋对家门口的变化印象深刻，
回想起几年前村里的样子，她不禁撇了撇
嘴。“看看现在，村里修了路、改了暗排，硬件
到位了，别提多美了。”

刘继元是村里的卫生负责人，也是村民

代表，每天在全村“巡逻”几次，已经成为了老
刘的习惯。“老张，你们家门前有点石头子，还
要吗？不要的话我拿车帮你清理走，省得你
自己动手了。”一番善意的提醒，村民不好意
思了，“我来我来，马上清理干净。”

“农村的事没有那么多大道理，都是家长
里短，和村民好好说，大家都能理解配合。”老
刘说。为了维持村里环境，十几名卫生队员
分为三组，一组负责巡逻、一组负责清扫、一
组负责垃圾分类。“只要卫生队员经过的地
方，就不能出现垃圾，我们要以身作则，用我
们的行动默默去影响村民。”

村里各条街巷都将卫生负责员的姓名进
行了公示，只要村民有需要，不管多晚，卫生
队都会出现。“有一次一户村民要清理家门口
的玉米皮，白天没时间，夜里给我打了电话，
我接完电话骑着车就去了，村民有这个意识，
我们得赶紧响应。”老刘说。

现在，村民家里来亲戚串门，看着干净
清爽的街道，手里捏着的烟头都不好意思
往地上扔，“你们村太干净了，我这烟头真
是扔不下去，不好意思破坏你们这么好的
环境。”

用自己的行为影响身边的人，让身边人
再带动周围的人，西槐庄村从环境卫生工作
入手，将原本的粗放管理变为精细治理，既解
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赢得了干净整洁的
村容村貌，可谓一举两得。（下转2版）

西槐庄“三变”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实习记者 白璐晗

———超大城市治理—超大城市治理

新时代首都发展巡礼新时代首都发展巡礼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永乐店镇西槐庄
村西口有一座破损的旧桥，村民走在桥上都
小心翼翼。村民吴国全建议重修小桥，村里
召开议事协商会，大家一致同意重修。昨
日，小桥已重修完工，从开工到完工仅用了
五天时间，村民都夸村里办事效率高。

村西口共有30多亩土地，20余户村民在
这里种粮种菜，小桥成了大家每日的必经之
路。“虽然就20多户村民常走，但小桥重修是
村民们集体商议的结果，只要村民有需求，大
家集体讨论后可行可干，我们就会义无反顾
地解决问题。”村党支部书记姜学武说。

开工这天，村民都来当“监工”，看着施

工队一点点建起了小桥的模样。五天后，新
桥建成，桥身全身约8米左右，承重可达20
吨，能容纳一辆小汽车穿行。桥通体被水泥

“包浆”，两侧加装保护墙体，桥下新装排水
管道，方便雨水流经。新桥目前已进入养护
阶段，下周水泥全部干透就可以投入使用。

“这是抹的第二遍水泥了，我们想把桥修得
结实又利落。”姜学武说。

看着新修好的桥，村民们就盼着水泥
干透后，在新桥上走一走。村民高宗祥高
兴地说：“这么快就修好了，再下地干活可
好走多了，开三轮车也可以通过，真没想
到村里办事效率这么高。”

马上就访 小桥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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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夜景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夜景。。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正在改造中的台湖图书城正在改造中的台湖图书城。。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台湖稻小蟹艺术农场台湖稻小蟹艺术农场。。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