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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醒”沉睡的古城

距北京市中心约 25公里，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运潮减河南岸，走进正在建设的
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现场，混凝土和钢结构架起的现代化博物馆初见雏形。不同于常
见的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看上去有点“矮”——它与路县故城遗址共存，是“向下生长”的。

路县故城遗址是2016年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发现的西汉遗址，获评“2016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全国千余名考古工作者持续努力，路县故城的面纱正在被一层层
地逐步揭开。它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至少提前到了 2200年前的西汉初期，它也是目前所
知的通州地区最早且唯一的秦汉时期的城池。

近年来对这座城的考古，打通了跨越汉代到明清时期的“时空轴”。
考古专家介绍，这是一处以汉代路县城址为核心，由城址本体包括城墙、城壕及其围合区

域、城外遗址区和墓葬区等构成的大遗址。经过考古确定，路县故城是一个平面近似方形的
城池，城墙边长550米至600米，城墙之外15米为护城壕，城址本体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相
当于142个足球场。从规模来看，是当时中原和北方地区一座典型的中等规模县城。城址外
围400至500米的范围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与县城同时期的房址、窑址、水井、道
路和灰坑等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遗存，并出土了大量的文化遗物，构成汉代路县县城近郊遗
址区；遗址区外围，更是发现了数以千计的战国至明清时代的墓葬。

2017年，市政府正式批准对路县故城遗址进行原址保护，在沉睡的汉代古城上兴建一座
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

通州区大运河畔通州区大运河畔，，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角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角，，土黄色调的土黄色调的““古城墙古城墙””静静矗立静静矗立，，一座形如玉璋的博物馆正在紧一座形如玉璋的博物馆正在紧
锣密鼓地建设锣密鼓地建设，，地面上一道拱形建筑悄然睁开地面上一道拱形建筑悄然睁开““历史之眼历史之眼””，，与博物馆主体相融合与博物馆主体相融合。。

这里是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这里是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目前目前，，工程主体结构已完成施工工程主体结构已完成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布展条件预计今年年底具备布展条件，，明年面向社明年面向社
会开放会开放。。这座跨越千年的两汉时期古城遗址将揭开神秘面纱这座跨越千年的两汉时期古城遗址将揭开神秘面纱。。

博物馆临时展厅的入口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历
史之眼”，向观众掀开了历史的一角。今后，观众进入博
物馆，透过北侧玻璃幕墙，可细看汉代千年古城路县故
城遗址，南侧为石材幕墙，能遥望新千年之城的副中心
行政办公区，感受“一望千年”的设计理念。

打造这个独具巧思的拱形建筑，背后是建设各方的
技术攻关。这是由拱壳、变截面斜板、曲面组成的复杂
曲面混凝土结构。在施工过程中，相关单位结合施工方
案进行深化设计，采用了建筑信息模型虚拟测量技术对
模板标高数据进行“打印”，使“历史之眼”曲线的墙面营
造出一种神秘、古朴的空间氛围。在实际建设中还有诸
多创新，例如屋面钢梁为大跨度悬挑钢结构，其拱值精

度要求高，受力状况复杂，施工难度大。为此，相关单位
通过创新支撑胎架、千斤顶支撑等方式控制了拱值，并
利用软件建立三维立体模型，通过模型实现空间尺寸的
定位，完美解决了结构安装时的受力问题。

未来的博物馆将在绿荫环抱之间，与路县故城遗址
公园融为一体。将来观众走进公园，就能够直接“触摸”
历史。博物馆西、南立面的石材幕墙，东、北立面的玻璃
幕墙，都将呈现仿城墙砖的形式，南立面幕墙还有望雕
刻上汉代特有的历史纹样；博物馆内，观众可以漫步遗
址展厅、陈列展厅、文化长廊等区域，欣赏古井、窑址、陶
器等文物，“穿越”一处处繁华的生活生产场面，解开汉
代人的“生活密码”，来一场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

古城遗迹原址保护作“展品”

正在建设的博物馆内，沉睡古城的遗迹——三口古井和一座窑址被原址保护，未来将作
为博物馆里的“展品”。

现场最大的古井，是一口由大块方木撑起的不规则圆形水井，这也是当时北京发现的规
模和体量最大的木结构水井之一。考古工作者解读，这是西汉时期的水井，直径约4米，井的
内部还有一圈由厚木板围成的井壁，形状近似方形。这层木质结构体现着古人修水井的智
慧。根据推测，这层木板的作用主要是防止土质松软塌陷，保证井水不混入泥沙，确保清亮，
相当于为水井配上了“净水器”。

古井也被考古人看作“时间胶囊”，掉进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比如
另一口西汉时期的圆形水井，上部陶圈井壁，井底部为木质，在这里出土了陶罐等文物，推测
是古人取水时掉进去的。遗址中还出土了一座呈“哑铃形”的古窑，属于魏晋至北朝时期。考
古人员还在这处遗迹旁发现了房址，推测是当时窑址附近供人歇脚的地方。

在考古工作者的描述下，房舍、窑厂、水井、道路……汉代人生活工作的场景逐渐浮现。
近年来，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勘探122万平方米，发掘
4万余平方米，发现汉代路县故城城址及其周边的墓葬群，清理古代墓葬1146座，出土各类文
物万余件（套）。

对这座古城的探索，在北京地区考古历史上实现了多个“首次”。在路县故城城郊遗址东
汉水井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东汉时期的木、竹简牍，以及通过植物考古发现的水稻。这在北
京地区汉代遗址考古中均属首次。路县故城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孙勐说，受保存环境、条件
的限制，木、竹简牍的出土在南方及西北干旱地区较为常见，在北京的遗址中出土十分难得。
这些文物出土后容易受损，考古工作者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对简牍上的文字信息进行
解读。而水稻的发现，说明了通州地区在东汉时期水网纵横、适宜种植水稻，也从侧面解释了
东汉时期“路县”改称为“潞县”的原因。

去年，考古工作者还在路县故城城郊遗址区内的东南部清理了一处西汉时期制陶遗址。
此前，这座古城已经发现了两汉时期的冶铸遗址区，制陶遗址区的发现，首次明确了北京地区
汉代城市手工业遗存的遗迹组合，也是北京地区首次大规模发现两汉时期手工业遗存。

通过近年来的全面勘探，考古工作者已经基本推断出路县故城城址的位置、形制、规模、
功能等。对这座古城的探索还在继续，考古人试图从出土的陶器、铜器、玉石器等不同种类的
实用器，以及大量动物、植物遗存中，了解当时人们生产生活状况，打开一扇窥见两千年前两
汉盛景的大门。这些丰富的历史遗迹，有望在博物馆中与观众见面。

“““历历历
史史史 之之之

本报记者 李祺瑶

掀开掀开

路县故城遗址迎新生

眼眼眼”””

为遗址建起“保护罩”

按照规划，路县故城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由“博物馆”
和“运营管理用房”两栋建筑组成，总建筑面积 20130平
方米，其中地上两层，建筑面积 8500平方米，地下一层，
建筑面积 11630平方米，建筑高度为 12米。

以“城”为意、以“璋”为形，覆土之上，博物馆的造型
参照了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玉璋”，寓意历史的延
续。从工程开建之初，就体现了“延续历史”的理念。博
物馆地下，2000 平方米的原址保护区域里，三口古井、
一座窑址被“装”进了一个“保护罩”里。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由于工程是在和遗址共存
的情况下开展，考虑到对古井和窑址的保护，考古工作
者对原址保护区进行了回填，在施工阶段采用覆土保护
措施，遗址四周用混凝土包裹，围成一个“方格”，妥善
保护性封存遗址，使文物古迹在其中免受干扰。预计今

年 10月土建完工后，封存将被“切开”，考古工作者将来
到这里，重新挖掘古井和窑址。今后，这里将作为遗址
展厅向观众开放。

面对动辄上千年的文物古迹，建设各方给出的施
工方案处处体现细心。由于工程毗邻北运河和运潮
减河，地下水位高、压力大，为了彻底消除地下水对
遗址本体的损害，相关单位进行了多轮专家论证与实
验测试，最终敲定了遗址展厅区域的阻水方案。施工
人员在四周向下开出 30 米的深槽，建起落底式地下
连续墙阻水帷幕，同时在地连墙内侧布置了 8 口降
水井，以便遗址展厅在使用期间地下内部水位上升
时，通过降水井抽水的方式，始终保证展厅周边地下
水位在遗址本体以下至少 1 米的安全距离，有效保
护遗址。

技术攻关揭开“历史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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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模型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模型

博物馆的造型参照了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博物馆的造型参照了古代最重要的礼器之一““玉璋玉璋””。。

出土陶器和古井出土陶器和古井，，未来有望在博物馆中与观众见面未来有望在博物馆中与观众见面。。

建设中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建设中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

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
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推动交
通一体化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先行
军。记者日前从市重大项目办获悉，今年，
北京轨道交通新机场线北延、平谷线、城际联
络线一期工程、京唐城际铁路（隧道段）、城市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工程进入施工高峰
期，城市副中心轨道交通M101线、6号线南
延建设全面展开，轨道交通建设不断加速、
硕果累累，“轨道上的京津冀”已初具规模。

轨道交通平谷线是北京首条跨市域的区
域快线，是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加强中
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廊坊北三县轨道交通
联系的重要通道，是高质量打造“轨道上的京
津冀”的骨干线路。线路全长81.2公里，共设
置车站21座。其中，北京段长约51.2公里、

设站16座；河北段长约30公里、设站5座。
据市重大项目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线

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东至平谷新城，途经
朝阳区、通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平谷区等
地区，串联了CBD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城
市副中心、河北三河地区、平谷新城等重点
功能区，增强了城市副中心对河北省廊坊
北三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产业资
源对接、服务功能拓展，助推区域产业转型
升级。同时，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区域用
地发展的引导作用，“珠链式”开发的土地
将转化成为区域性的经济带，京津冀空间
布局模式以轨道交通为轴纵深发展，在推
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同时推动京津冀区
域协同发展。线路建成通车后，平谷、三河
市人民可以乘坐这条期盼已久的区域快线
直接进入副中心和核心区，有效缓解跨界
道路的交通压力，大大提升跨界通勤群众
的出行效率和幸福感。

在加速京津冀地区经济融合、助力新

引擎建设方面，作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配
套“五纵两横”交通系统的大兴机场线也是
重要的轨道交通力量，其与京雄城际、城际
铁路联络线等实现对接，已于 2019 年 9 月
建成投运。目前，新机场线北延（草桥——
丽泽商务区）工程正在加快实施，车站主体
结构完成 24%，有望在 2025 年与丽泽航站
楼同步建成投用。届时，从丽泽金融商务
区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只需25分钟。大
兴机场线将实现与 14 号线、16 号线、规划
11号线、规划丽金线等线路多节点联系，更
好发挥系统功能，北京西站、北京南站、丰
台站等铁路客运枢纽和金融街、中关村等
重点功能区均可通过一次换乘到达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更好地满足乘客出行需求。

北京城市副中心“一环六横四纵”网络

体系也将进一步加速形成。据悉，北京城
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已有包括 6号线、7号
线、八通线、亦庄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在
内的5条轨道交通线，初步形成了自西向东
横跨石景山、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
六区的“大通道”。

今年城市副中心轨道还将全面展开
M101线、6号线南延建设。两条线作为城
市副中心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的骨干线
路，能够支持非首都功能疏解，助力城市
副中心建设，对于构建城市副中心绿色
公共交通体系、优化城市功能布局、带动
区 域 协 同 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 义。目前，
M101 线一期正在加快开展前期工作，计
划今年实质性开工建设；6 号线二期工程
（南延段）东小营南站已进入主体围护结
构施工阶段。

此外，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已全
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主体工程土方完
成至82%，结构完成至61%。（下转2版）

平谷线、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工程进入施工高峰期

“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按下快进键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十几名工人正在对约2米高的预制U型
梁进行钢筋绑扎作业，梁场南侧的搬梁机正
将一段制作好的U型梁运送到指定位置等待
龙门吊的起吊……记者日前走进平谷区马坊
镇塔寺村轨道交通平谷线的施工现场。据
悉，北京首条跨市域的区域快线平谷线迎来
最新进展，该线路已经进入施工高峰期，主体
结构完成 27%，目前 6 座车站实现封顶。线
路高架段开始架梁施工，到 2024 年底，全线
结构有望实现洞通。这条可直接服务于河北
省北三县的轨道交通线路除了便利跨省通勤
族外，也将让北京城市副中心、平谷区与中心
城区的交通连接更紧密。

在马坊站至马昌营站区间，一座座高架
墩梁格外壮观，现场正在用架桥机拼装、架设
一片片重达220吨的U型梁。“我们现在所在
的马坊站至马昌营站区间全长约 10.3公里，
全部为高架区间，是整条线路最长的高架区
间。”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 22号线 01标项
目经理贾云飞介绍，采用预制U型梁是北京
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首次尝试。

“平谷线高架区间采用的预制U型梁属
于下承式结构，传统的轨道交通高架段相
当于车辆跑在一个个箱型梁组成的通道
上，而本次架设的高架桥相当于让车在 U
型梁的凹槽内运行，这种方式可以省去原
本箱型梁上需要架设的副板和护栏等结
构，节省建造成本；（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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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平谷线6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投用后北三县9分钟到副中心、半小时到CBD

本报记者 关一文

北京轨道交通建设领域
首次尝试预制U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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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寻一片草坪扎营
野餐，在天幕下喝茶、烧烤、聊天……上周
末，马驹桥镇刚刚竣工投用的露营地开门
迎客。

初见无限时光露营地位于马驹桥镇西
马庄村南 600米，包括露营地、游乐园、自搭
区等三个主题，占地面积 600亩。营地逐水
而建，将绿茵休闲文化元素与现代网红设计
融入其中。走进自搭区，各色帐篷星星点

点，三五好友围炉煮茶、谈天说地、烧烤野
餐，悠闲惬意。“我们从朝阳区开车过来，半
个多小时就到了。晚上打算看日落、数星
星，欣赏平时在城里看不到的景色！”张美
华一家慕名而来。“以前露营要么往北去
怀柔，要么奔西去门头沟。现在来东边副
中心就更方便了！”张女士说，近两年，周
围不少朋友开始修改露营目的地，到副中
心感受新生活。

游客也不用担心装备繁重的问题，这里
准备了环湖而建的露营基地，共设有六个特
色区域，帐篷、天幕、野餐桌、烧烤架等设备
一应俱全，此外还有淋浴间、水电、全域无线
网等设施。营地里还有为孩子们准备的“礼
物”，萌宠乐园呆萌的羊驼、活泼的矮马、憨
憨的小羊，萌趣十足。此外还有环园小火
车、淘气堡、旋转木马、音乐蹦床等热门亲子
游乐项目。

“马驹桥是千年古镇，曾是皇家猎场和
皇家苑囿，有着北京最大的湿地，春夏秋冬
都有不同的美景。欢迎市民朋友来美丽的
马驹桥镇旅游休闲。”马驹桥镇宣传委员曾
琪介绍，该露营地投用后，为镇域内再增一
处网红打卡地。该镇也将充分发挥优质文

旅项目的带动作用，以“文旅产业+乡村特
色资源”为基础，引入现代运行手段，打造更
多时尚休闲度假旅游优选地，赋能东部地区
乡村振兴。

据了解，文化旅游是城市副中心六
大产业之一。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大力
培育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积极承接环
球主题公园外溢效应，不断引进和打造
了优质文旅产业项目。今年以来，为了
进一步活跃消费市场，提升区域消费综
合实力，城市副中心推出了形式多样的
促消费活动，同时推出多条特色旅游线
路，加快推动了旅游业提质增效。如今
城市副中心已经成为潮流趣玩的度假打
卡胜地。

城市副中心新添600亩露营打卡地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轨道交通线路
带动城市“两翼齐飞”

副中心“一环六横四纵”
网 络 体 系 加 速 形 成

清晨，李业龙带队从公司办公地点
四惠出发，一路向东直奔宋庄六合村。
眼下，北京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最重要
的任务之一就是做好行政办公区二期项
目的咨询工作。

李业龙是北咨公司投资咨询事业部
社会事业咨询部负责人，部门科教文卫
体领域的工程咨询业务都归他负责，尤
其涉及城市副中心的重要、复杂项目，他
都要深度参与、严格把关。

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举全市
之力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几年间，像北
咨一样的国企力量和如李业龙一般的国
企人才，大量涌向北京城市副中心，带来
最新、最优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和工程
咨询管理经验，共同培育“千年之城”，见
证它的成长。

把“论文”写在工地上
为行政办公区二期搬迁奠基

站在六合村行政办公地块施工现
场，眼前塔吊林立，多台机械设备高速运
转，车辆进进出出运输物料。李业龙递
给记者一顶安全帽说：“后续第二批市级
机关将会搬到这里。”此行踏勘的主要任
务就是了解行政办公区二期两个地块的
最新建设情况，为下阶段工作做好衔接。

“目前建筑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工人
正在焊接吊装外立面幕墙组件，预计年
底前具备第二批市属行政企事业单位启
动搬迁条件。”现场施工负责人边介绍工
程进展边报出各项数据、参数，李业龙拿
起笔记本认真做着记录，包括室内装修、
空调系统、给排水系统、电气系统等布设
范围和进展程度。

之所以了解这么详细，是因为北咨
公司要在二次结构、室内装修及设备安
装工程前，进一步开展技术经济分析，从
而合理确定后续建设内容及投资需求。

内部功能如何分区、各类用房怎样
合理设置、建筑设备有哪些需求、公共空
间应如何共享等都是他和团队要研究清
楚的问题。李业龙说，要提高投资综合
效益，就必须发挥可行性研究的基础作
用。团队要深入研究不同搬迁单位的用
房空间需求，合理规划设备系统和配套
设施，充分论证建筑功能布局的科学性，
指导项目顺利实施。

做各领域“行家”
为投资建设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视线穿过林立的塔吊和层层建筑主体结构向北望去，正在
建设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也是北咨公司承担的可行性研究和
项目管理工作。目前建筑外立面已经整体亮相，正在稳步推进
室内装修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完工。

不同于其他项目，医院项目具有建设规模大、功能复杂、专
业性强、建设周期长，以及投资金额和社会关注度“双高”等特
点，是最复杂的公共建筑类型，项目推进沟通研讨会也常以百
次起算。（下转2版）

工人正在进行工人正在进行UU型梁的钢筋网施工型梁的钢筋网施工。。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