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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通州最东端的尹家河村位于通州最东端的尹家河村，，起源于元末明初起源于元末明初，，历经六个历经六个
世纪世纪，，有着有着““京东第一村京东第一村””的称号的称号，，是北京东大门是北京东大门。。村史记载村史记载，，尹尹
姓自福建漳州龙溪姓自福建漳州龙溪7272沟村迁至此地沟村迁至此地，，在漒漒河在漒漒河（（今潮白河今潮白河））西岸西岸
定居定居。。尹家河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尹家河村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在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在北京和河北的交界
处处，，又紧邻潮白河又紧邻潮白河，，是一处交通要道是一处交通要道。。这里也是解放北平时军这里也是解放北平时军
队的重要通道队的重要通道，，解放前夕解放前夕，，通县县委通县县委、、县政府都在这里县政府都在这里；；西集镇西集镇
第一个党支部也诞生在此第一个党支部也诞生在此；；村里的高跷会村里的高跷会、、大头会等花会远近大头会等花会远近
闻名……从村口的石桥闻名……从村口的石桥，，到河边的浮桥到河边的浮桥，，都有着历史印记都有着历史印记，，但其但其
中最著名的还是尹家河村的渡口中最著名的还是尹家河村的渡口。。

在尹家河村史馆里就有关于渡口的记录在尹家河村史馆里就有关于渡口的记录。。历史上潮白河历史上潮白河
水灾频发水灾频发，，几乎两三年就要发一次大水几乎两三年就要发一次大水，，至今至今，，有些老人提起当有些老人提起当
年的大水仍谈水色变年的大水仍谈水色变。。8585岁的尹宝年是尹家河村的老书记岁的尹宝年是尹家河村的老书记，，他他
说记得小时候说记得小时候，，汛期一到潮白河常常发大水汛期一到潮白河常常发大水，，沿河村庄农作物沿河村庄农作物
都在大水浸泡之中都在大水浸泡之中，，为躲避大水为躲避大水，，村民都跑到镇上躲水村民都跑到镇上躲水。。

为了方便河岸两边村民交通往来为了方便河岸两边村民交通往来，，清代清代，，尹家河的渡口曾尹家河的渡口曾
建有一座小石桥建有一座小石桥，，一直用到近代一直用到近代，，因为水灾被冲垮因为水灾被冲垮，，石头淤积河石头淤积河
底底。。到了战争年代到了战争年代，，有村民在此摆渡行人及车辆有村民在此摆渡行人及车辆。。19451945年秋年秋，，
抗日战争胜利后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支八路军开往东北一支八路军开往东北，，就是从这里的渡口过就是从这里的渡口过
河河。。当时八路军日夜兼程当时八路军日夜兼程，，村里准备了几条大船村里准备了几条大船，，每船摆渡五每船摆渡五
六十人六十人，，昼夜不停助军过河昼夜不停助军过河。。““解放北平时解放北平时，，军队也是从我们这军队也是从我们这
儿过河的儿过河的。。””尹宝年说尹宝年说。。

如今尹家河村史馆免费开放如今尹家河村史馆免费开放，，为的就是把村子甚至整个西为的就是把村子甚至整个西
集镇的历史展示给大家看集镇的历史展示给大家看，，让后代牢记光荣传统让后代牢记光荣传统。。同时同时，，村史村史
馆也在持续征集反映区域历史馆也在持续征集反映区域历史、、民俗文化以及农耕文明的各种民俗文化以及农耕文明的各种
实物展品实物展品。。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和对河流改造进程的加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推进和对河流改造进程的加
快快，，百年渡口的周边环境较前些年也有了改变百年渡口的周边环境较前些年也有了改变，，渡口的作渡口的作
用也由单一的过河成为不少人慕名而来的打卡地用也由单一的过河成为不少人慕名而来的打卡地。。

李连说李连说，，渡口前些年热闹不少渡口前些年热闹不少，，河北香河河北香河、、大厂的不大厂的不
少人在北京城里上班少人在北京城里上班，，通州也有不少年轻人到香河学打通州也有不少年轻人到香河学打
家具家具，，都要过河都要过河。。一到周末一到周末，，还有游客自驾来河边游玩还有游客自驾来河边游玩，，
他的船还摆渡过外国的骑行者他的船还摆渡过外国的骑行者。。

守着渡口守着河守着渡口守着河，，环境的变化摆渡人最清楚环境的变化摆渡人最清楚。。李连李连
回忆回忆，，小时候河里有的是鱼小时候河里有的是鱼，，大的一条能有大的一条能有 3030来斤来斤，，小的小的
也得四五斤沉也得四五斤沉，，什么品种都有什么品种都有，，鲇鱼鲇鱼、、螃蟹螃蟹、、白虾白虾，，因为生因为生
态环境好态环境好，，那时两岸林深草密那时两岸林深草密，，大雁大雁、、野鸭野鸭、、狐狸狐狸、、野鸡野鸡、、野野
兔到处都是兔到处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随着沿河区域农村随着沿河区域农村
养殖业的兴起和盗挖河沙养殖业的兴起和盗挖河沙、、侵占河道等现象的发生侵占河道等现象的发生，，河道河道
变窄变窄，，鱼虾和水鸟也少见了鱼虾和水鸟也少见了。。近年来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建设不城市副中心建设不
断深化断深化，，水环境治理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持续推进水生态修复持续推进，，潮白河流域潮白河流域
内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内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去年潮白河通州段的水质已经去年潮白河通州段的水质已经
达达ⅢⅢ类类，，儿时记忆的水清鱼肥又回来了儿时记忆的水清鱼肥又回来了，，渡口周边环境也渡口周边环境也
明显改变明显改变，，百年渡口成为水美岸绿的网红打卡地百年渡口成为水美岸绿的网红打卡地。。

如今如今，，一条条快速连接通道连接京冀一条条快速连接通道连接京冀，，““人便其行人便其行、、货货
畅其流畅其流””。。老渡口也将迎来新生老渡口也将迎来新生，，但摆渡人和古渡文化永但摆渡人和古渡文化永
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面对这里日益热闹的场面面对这里日益热闹的场面，，李李
连乐见这些可喜的变化连乐见这些可喜的变化，，也悄悄希望着与自己相伴一生也悄悄希望着与自己相伴一生
的渡口哪天便会一桥飞架的渡口哪天便会一桥飞架，，渡口也许就变成了游船码渡口也许就变成了游船码
头头。。鱼儿重现鱼儿重现，，鸟儿回归鸟儿回归，，百年渡口百年渡口，，焕发新生机焕发新生机。。

留存在村史馆的记忆如今仍在河岸上延续留存在村史馆的记忆如今仍在河岸上延续。。尹家河对岸的王店子村渡口边尹家河对岸的王店子村渡口边，，一面大白一面大白
墙上刻着墙上刻着““百年渡口百年渡口””四个大字四个大字，，但要问及渡口的历史但要问及渡口的历史，，今年今年7575岁的摆渡人李连笑着说岁的摆渡人李连笑着说：：““那可那可
有年头了有年头了！！我爷爷我爷爷、、父亲都是靠摆渡维持生计父亲都是靠摆渡维持生计。。远的我爷爷以上那些祖辈不说远的我爷爷以上那些祖辈不说，，近处的我父近处的我父
亲之前摆渡了亲之前摆渡了2020年年，，再到我手也已经有再到我手也已经有3030多年了多年了。。””

李连是王店子村人李连是王店子村人，，说不清最早是谁开始在这里撑船摆渡说不清最早是谁开始在这里撑船摆渡，，他他 1414岁起跟随父亲在此渡岁起跟随父亲在此渡
人人，，除去中间当兵和做矿工的几年除去中间当兵和做矿工的几年，，大半辈子都在河面上度过大半辈子都在河面上度过。。听村里老人说听村里老人说，，两百多年前两百多年前，，
村里曾有位大财主投资修建了一座八孔石桥村里曾有位大财主投资修建了一座八孔石桥，，又不知在何年月被大水冲垮又不知在何年月被大水冲垮。。李连说石桥被李连说石桥被
抬高的河床埋在了淤泥下抬高的河床埋在了淤泥下，，他回身指向旁边的一片空地他回身指向旁边的一片空地，，““就在那就在那，，有年发水冲出来块石头有年发水冲出来块石头，，
我还在上边停船我还在上边停船。。””

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成立后，，尹家河村和王店子村各派两人在这里为来往村民摆渡方便尹家河村和王店子村各派两人在这里为来往村民摆渡方便，，和其他农活和其他农活
一样计工分一样计工分。。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后，，一切照旧一切照旧，，工分改为计价工分改为计价，，从一开始的五分钱一次从一开始的五分钱一次，，逐渐涨到一元逐渐涨到一元
钱钱。。起初起初，，摆渡的船工是尹家河村和王店子村各派一村民摆渡的船工是尹家河村和王店子村各派一村民，，后来王店子村村民全盘接手经后来王店子村村民全盘接手经
营营，，如今只有他和他如今只有他和他6363岁的外甥李国新还在坚守岁的外甥李国新还在坚守。。

这里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摆渡方式这里还保留着最原始的摆渡方式：：在河两岸各打一个桩在河两岸各打一个桩，，然后把铁链拴在桩上然后把铁链拴在桩上，，船过河船过河
时时，，摆渡人不用篙和桨摆渡人不用篙和桨，，而是坐在船上用手拉着铁链而是坐在船上用手拉着铁链，，一点点往对岸移动一点点往对岸移动。。7070米的距离米的距离，，俩人俩人
已经记不清摆渡过多少来回已经记不清摆渡过多少来回；；拉纤拉纤3030年年，，双手早已磨出厚厚的老茧双手早已磨出厚厚的老茧。。两村村民早就成了老朋两村村民早就成了老朋
友友，，时不时地会为两位摆渡人递上一盒烟或半袋花生米时不时地会为两位摆渡人递上一盒烟或半袋花生米。。摆渡有摆渡的规矩摆渡有摆渡的规矩：：渡河费不砍渡河费不砍
价价，，不优惠不优惠，，到了对岸到了对岸，，有钱就给有钱就给，，如果不给如果不给，，也不会要也不会要。。对于摆渡人来说对于摆渡人来说，，来往都是客来往都是客，，李连李连
说说：：““渡渡，，也是仁义道德的一种体现也是仁义道德的一种体现。。””

摆渡家族世世代代在这河面上迎来送往摆渡家族世世代代在这河面上迎来送往，，渡口两岸不少人家的子弟渡口两岸不少人家的子弟，，小时候坐李连的船小时候坐李连的船
过河过河；；到了中年到了中年，，渡船掌舵的还是渡船掌舵的还是““李叔李叔””。。如今如今，，发现渡船上聊天搭话的发现渡船上聊天搭话的，，大多是他自己看着大多是他自己看着
长大的娃长大的娃。。““干这个辛苦利润少干这个辛苦利润少，，没人爱接没人爱接，，但我们家始终坚持但我们家始终坚持。。””李连也盼着李连也盼着““百年渡口百年渡口””能后能后
继有人继有人。。

海河流域五大河之一的潮白河贯穿北京海河流域五大河之一的潮白河贯穿北京、、天津天津、、
河北三个省市河北三个省市，，流经到通州尹家河村附近时成为北京流经到通州尹家河村附近时成为北京
与河北的界河与河北的界河。。左岸是河北香河的王店子村左岸是河北香河的王店子村，，右岸是右岸是
北京通州的尹家河村北京通州的尹家河村，，把两岸人联系起来的是河畔上把两岸人联系起来的是河畔上
的一个渡口的一个渡口。。依水而建的尹家河渡口是潮白河在北依水而建的尹家河渡口是潮白河在北
京界内最后一个渡口京界内最后一个渡口，，已有约已有约 500500年历史年历史。。老渡口见老渡口见
证和记录了通州的一段历史证和记录了通州的一段历史、、一段特色民俗文化一段特色民俗文化，，简简
单而古朴单而古朴。。

百年渡口

百年渡口藏在“京东第一村”

心中的水清鱼肥记忆又回来了

见证“摆渡人家”数代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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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维静冯维静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一季度城市副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6.1%，占 GDP 比重达 13.4%，占比创
历史新高；人民币存贷款余额首次突破万
亿元大关……金融业已成为推进城市副中
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今年以来，城市副中心一批重大项目
取得实质性进展，一批创新案例集中落
地。区金融办昨天介绍，副中心金融业高
质量发展的政务环境、商务环境不断优化，
金融业发展再创佳绩。

金融产业规模能级稳步跃升

天安门向东 30公里，流淌千年的大运
河，见证了北京辉煌的建都史。如今，作为
北京新“两翼”中重要一翼的城市副中心，
已被赋予了“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绿色
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两大定位。

区金融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季
度，城市副中心金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1%，占GDP比重达13.4%，占比创历史新
高；金融业税收占全区税收比重达8.5%，同
比增长 7.9%；城市副中心人民币存贷款余
额首次突破万亿元，同比增长 16.5%，增速
名列全市前茅。

不仅如此，在今年一季度，城市副中心
规模以上金融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
157.4%，金融业规模体量、经营效益均已显
著提升。

财富管理中心“展新颜”

今年以来，城市副中心以优化营商环
境为重点，不断激发市场主体释放新活力，
相继发布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方案、科
创金融服务方案，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功
能及财富管理行业承载力，吸引一批高质
量、专业性财富管理及服务机构相继入驻。

就在今年，北京市首家基础设施建设
私募基金管理人中宏网基础设施建设私募
基金管理（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在城市副中
心顺利注册，北京市农业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通州分公司获批展业，北京中关村科金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有限元科技有限公司

等17个项目落地。
与此同时，今年城市副中心还实现了

北京良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交所挂牌、
北京绿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上
市，全区上市、挂牌企业达33家。

城市副中心以促进合作共赢为目的，
还在积极搭建国际交流合作平台。今年一
季度，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等业界品
牌活动陆续在城市副中心召开，进一步推
动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为金融业稳健
发展贡献城市副中心的“智慧”。

金融创新成果“聚新势”

绿色是城市副中心最亮丽的底色，科

技创新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如
今城市副中心金融业乘着绿色发展、数字
中国战略的东风，正在持续塑造绿色金融、
金融科技两大“加速器”。

今年以来，城市副中心成功举办“打
造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启动仪式”，全区已
拥有北京银行、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北
京农商银行四家绿色金融专营支行，中
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分行则成为全国首
家 通 过“ 绿 色 网 点 ”服 务 认 证 的 金 融
机构。

北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完成首批新能
源公募 REITs 投资，中债金科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荣获首都金融创新成果二等奖，易
宝支付有限公司荣登2022年度产业互联网

百强榜单，一批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业务持
续落地城市副中心。与此同时，城市副中
心法定数字货币试验区也在有序建设，形
成了多维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数字成
果加速转化。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区金融办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城市副中心将继续
厚植金融沃土，依托“两区”建设提升金融
业对外开放水平，统筹推进服务实体经济、
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大任务，全
力构建生态丰富、引力强大、活力充沛的

“金融生态圈”，以高质量建设“全球财富管
理中心”“全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
心”为目标，助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

金融增加值GDP占比创新高

城市副中心存贷款余额首破万亿元大关
本报记者 赵鹏

笔直挺拔的栾树挺立两旁形成林荫大
道，翠绿敦实的国槐遮出一片清凉……骑
行在城市副中心的各条道路上，几乎满眼
都是绿，一阵风吹过荡漾开层层“绿波”。
昨天，又一条林荫道完成换新，2.2公里长的
滨榆东路路段 779株行道树更新完毕。在
打造精品街区的同时，保障树木与城市安
全运行。

易倒伏刺槐改换深根国槐

随着最后一株国槐的腰间被拴上黄带

子，支撑架稳稳支好，滨榆东路行道树换
新工程至此完工，吊车、工人有序退场。
笔直的道路上，779 株国槐如“哨兵”般列
队迎接前往温榆河公园赏春的游人和归
家的路人。

“好好的刺槐为啥全换了？”行道树换
新让经常路过的居民有些意外。不过很
快，他们就从前来调研的通州区园林绿化
局工作人员口中找到了答案。

滨榆东路西侧紧邻温榆河，东侧为高
端商业园区和居民区。潞苑北大街至富河
大街路段的行道树原为刺槐，因为其自身

浅根性生长习性的限制，每逢大风、大雨等
极端天气，经常出现倒伏和折断现象。“据
统计，以前这条路段行道树刺槐共有 779
株，2021年以来累计倒伏和折断 538株，特
别是在2021年8月9日，单日倒伏和折断刺
槐量就多达207株，成为此路段最大的安全
隐患。”区园林绿化局城乡绿化科科长王文
亮解释道。

“刺槐为浅根性树种，侧根发达，对土
壤的固着能力较差，根系多分布在 20至 30
厘米深的表土层。雨后遇大风易倒伏、倾
斜，甚至折断，工作人员频繁补植也治标不
治本。”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丁洪兴补充道。

结合管理单位和专家论证意见，今年
开春，滨榆东路的行道树启动换新工程，
779株刺槐全部被移植至周边区域管护，原
树坑内补植深根系市树国槐，既保证行道
树整齐一致，更确保该路段行人、车辆和设
施安全。

树种更新移植不是孤例。比如朝阳北
路如今同样以“绿树翠影”示人。这条连接
城市副中心与朝阳区的跨界道路整体为

“四板五带”模式，即“主路＋辅路＋中央分
车带＋主辅分车带”，周边多为居民区、城
市绿地和产业用地。此前路中央分车带多
见小叶黄杨篱、金叶女贞篱，主辅分车带种
植海棠树、紫叶李、碧桃以及紫薇等中层、
中下层灌木，没有高大乔木庇荫，整条道路
显得十分“秃”兀。

为打造人性化通行空间，去年10月，园
林部门在中央分车带、主辅分车带分别栽
植了胸径为 13至 15厘米的栾树，栽植完成

后，该道路绿化覆盖率达到90%以上。

副中心道路林荫覆盖率已达90％

林荫道是慢行交通方式舒适出行的公
共空间，也能有效缓解城市热岛效应，优化
城市道路面貌。2022年，本市出台《道路林
荫化建设导则（试行）》，指导全市各区新建
或改扩建城市道路的林荫道建设，对树种、
间距、补植、维护、铺装、文化设施等进行规
范化约束。其中就对林荫道的绿化更新提
出了具体要求。

当发生“存在安全隐患、道路绿带发生
改变、树木受灾损毁严重、或因树种选择、
立地条件、病虫害、栽植密度、树木老化等
原因引起长势衰退且无法恢复”等情况时，
林荫道应及时进行整体更新、渐进更新或
局部更新。主要内容有树木的补植、更换、
疏移；渐进式更新速生树为慢长树；花灌木
和地被植物更换或补植；树池箅子等绿化
辅助设施更新等。

统计数据显示，城市副中心道路林荫
覆盖率已达 90％。2021年起，以绿色为底
色的城市副中心每年都会开展林荫道绿化
美化改造提升工程。当年首先对京津公路
段 4 公里和张采路段 3.8 公里行道树进行
改造。此前，京津公路段行道树白蜡常常
受到白蜡窄吉丁虫害的攻击，而张采路段
的银杏和法桐因为土质不好长势也不尽
如人意。而这两条道路又分别是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和环球主题公园外部景观重
要组成部分。(下转2版)

城市副中心九成道路林荫覆盖

风吹荡漾层层绿树翠影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日前发布
《2022 北京通勤特征年度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数据显示，去年北京中
心城平均通勤时耗 50分钟，平均通勤
距离 13.2公里，45分钟通勤出行比例
为54%。环京地区进京通勤者约33万
人，其中北三县地区占比近半，平均通
勤距离为36.3公里。

北三县进京通勤规模庞大

据统计，环京地区进京通勤者约
33 万人，占北京通勤总量的 3%，主要
分布于北三县、廊坊市区、固安、涿州
等地，其中，北三县进京通勤者占进京
通勤总量的43.3%，接近一半。环京地
区进京的平均通勤距离约 43公里，通
勤时耗普遍较长，一般在 1.5—2 小
时。进京通勤规模最庞大的北三县平
均通勤距离约36.3公里，通勤时耗约1
小时47分钟。

北三县进京通勤的人员中，大部
分以乘坐公交车为主。所以为了方便
北三县居民快速通勤，今年北京公交
集团将进一步提高“北三县”地区与
城市副中心连接，提高运力投入、加
快车辆周转、缩短发车间隔，延长外
埠线路营业时间，提升“北三县”的
时空覆盖。

环京地区进京通勤方向比较集
中，呈现点对点通勤特征。《报告》显
示，北三县通勤者目的地主要为CBD
和望京，廊坊城区通勤者目的地主要
为亦庄，固安通勤者目的地主要是丰
台科技园。大兴机场对北京的通勤者
呈现反向吸引，北京与环京区通勤交
换进出比为4.2:1。

环京地区进京通勤者主要出行廊
道包括通燕—京通走廊、京沪走廊、京
津走廊、京哈走廊、京平走廊、京开走
廊、京港澳走廊、武兴路—6号线走廊、
京台走廊9条，其中通燕—京通走廊承
担的进京通勤压力最为显著。

通勤空间分布的变化与
人口迁移相关

《报告》显示，全年中心城平均通
勤时耗 50分钟，平均通勤距离 13.2公
里，45分钟通勤出行比例为54%。综合
前几年的《报告》可以看出，城市平均通
勤时耗相对稳定。45 分钟通勤出行比例自 2018 年来稳定在
51%—52%，2020年、2022年受疫情影响增长至54%。

2022年北京市人口居住地、工作地整体分布特征与往年相
比变化不大。居住地分布仍旧呈现“环形”加“十字形”放射分布
特征，回龙观、天通苑、高碑店等居住组团依旧显著。工作地分
布中，CBD、中关村、金融街、上地、望京、亦庄、丰台科技园等

“七个就业组团”仍旧突出。
《报告》显示，北京市的通勤空间和分布也有变化，其背后反

映了北京市人口、岗位空间分布的迁移与演变。2018年以来，
北京市人口整体呈现由五环内向外迁移特征。核心区、东南四
至五环片区、中关村、首都机场、北四村等区域受非首都功能疏
解政策及疫情等影响，人口均有所下降；而北五环外、城市副中
心、亦庄、门头沟永定镇等地人口有所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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