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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京通快速路”

《通州古运河文脉图》的左下方留白处有一处不起眼的景致。画面上是一条不宽的道路，一头
头毛驴在路上往来，驼人背货，或往通州或去京城。王金华介绍：“这条路叫驴道，历史上也是平民
百姓前往京城的快速路，就和现在的广渠快速路、京通快速路一样。”

《通州志》运输篇记载：在县城今中山大街与帅府街交会处，昔有一桥，称“赶驴桥”。附近曾设有驴
站，行人可雇用经过训练识路的驴自行骑走，自通州至北京齐化门（今朝阳门），到站有人接驴收钱。畜
力客车有稳定路线，称“趟子车”，也戏称顺槽驴。当客人骑上后，驴夫只需朝驴屁股上轻轻一拍，驴便自
己沿道疾疾而行，不偏不差，顺顺当当地将客人送到终点。这些驴为驴夫所养，早已被驯服。如果有不
耻之徒，想半路劫驴下道，那是枉费心机。驴会死死撑着四个蹄，就跟钉在地上一样死不离道。

现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之间的交通已经十分便利。去年 6月 10日起，京通快速
路、通燕高速公路和京哈高速六环路内路段调整收费，除部分路段早高峰单向收费，其余路段、时
间均免费通行。新政策下，错峰、分流效果明显，不少车主赶在7点收费前驶入京通快速进城，高峰
时段车流有所下降。同时，很多市民进出副中心也有了新的路线选择，城市副中心与主城区联系
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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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6月，大运河京冀段全线 62公里实现通航，运河文
化持续受到各界关注。近日，北京通州运河瓷画艺术馆将馆
藏的《通州古运河文脉图》复制品长卷无偿捐献给区档案
馆。这幅被誉为运河版“清明上河图”的画作将向参观者详
细讲述北运河畔的历史故事。

该作品由运河瓷画艺术馆现任馆长王金华、老馆长萧宝

岐等人历时 7年创作，于 2022年正式完成。画作长 9米，涵
盖此段运河风貌及流经的村庄和相应的历史古迹。此外，画
中还描绘了开漕节、小车会等运河两岸民俗场景。如今，这
幅画作已烧制成瓷板画在运河瓷画艺术馆展出，正如王金华
所说，运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一环，它也会像
瓷板画一样永不褪色。

9米画作跨越运河千年胜景

五河交汇处自古商业繁华

运河故道如今变城市“绿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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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古运河文脉图》瓷板画长9.16米，高2.5米，由7块

瓷板拼接而成。王金华介绍，这幅画作最大化还原了古代运
河通州段的历史风貌，展现了古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历史
故事、古代船文化、水文化、桥文化，并对河流、码头、村庄、古
建筑等进行了详细的地理位置定位。

仔细看，图中不仅涵盖“通州八景”，还展现了开漕节祭
祀仪式，描绘了沿岸村庄 126个、船只 56艘、人物 800多位、
码头16个、庙宇5座、民间花会艺术7项、驿站2处及运河沿
岸多处风光。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它展现的内容并不是静止
于某一个时间段，而是把宋、元、明、清至当代千年大运河的
变迁都记录图上，俨然一副穿越时空的“清明上河图”。

作为京杭大运河北首，大运河在通州境内长42公里，流
域面积达 189.9 平方公里，被视为“水陆之要会，畿辅之襟
喉”。从元至清的近 800年间，每年经这里运抵北京的漕粮
多达300万石至500万石。

2014 年 6 月，京杭大运河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这给予艺术馆老馆长萧宝岐和王金华巨大鼓舞。2015
年，两人着手启动《通州古运河文脉图》创作。二位作者都是
土生土长的通州人，王金华的家乡在西集镇的吕家湾，而萧
宝岐出生在潞城镇小东各庄，他们都是自幼在运河边长大，
刻在骨子里的运河情怀通过大量细节体现在作品中。

王金华负责整理北运河通州段的各种资料，萧宝岐则走
访运河沿线各个村庄，收集当地的运河文化与风俗。记者注
意到，9米长的画作中，对于北运河通州段的流向以及沿途各
村庄的定位都十分精准。王金华说，这得益于萧宝岐年轻时
的参军经历，养成了对事严谨的作风，以及对方位的敏感度。

去年6月，《通州古运河文脉图》正式完成。起初艺术馆
中展览的是画作原件，但由于画作太长，长时间悬挂会对纸
张造成一定损坏，此外参观者拍照使用闪光灯也会造成画作
褪色。王金华决定将画作烧成瓷板画展示出来。“瓷板画的
特点就是永不褪色，正如运河文化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中永放
璀璨的明珠。”

《通州古运河文脉图》的内容信息量巨大，细看每个角落
都好似定格了一帧历史画面。作品左上角是五河交汇处，可
以看到大光楼、石坝码头、土坝码头、北皇木厂等漕运鼎盛时
期的遗迹均列于画上。萧宝岐还“神来一笔”，将 2015年通
州区人民政府设置的“京杭大运河北起点”标志碑绘于画中，
成为作品中少有的现代景观。

大光楼是漕运验粮的重要地点。据记载，大光楼始建于
明嘉靖七年，也有验粮楼、河楼等称呼。历史上，从南方来的
漕船要停靠在大光楼前接受检查，负责验粮有两批人，一批
是穿梭在漕船之间检查漕粮的第一道岗，名为军粮经纪，第
二批是巡仓御史。而大光楼就是他们的办公地点。大光楼
一旁的石坝、土坝码头则是漕船停靠的地点，南来的漕粮都
要在这里卸货。画面中，两座码头旁边停靠着大量漕船，而
在岸上一包包漕粮堆积如山，仔细看还能看到船工和军粮经
纪等人物穿梭其中。石坝码头与大光楼一样始建于明嘉靖
七年，后来成为明清两朝的漕运专用码头。这片区域中还画
上了北皇木厂。如今这里属于永顺镇，而在漕运鼎盛时期，

这里和张家湾镇的南皇木厂一样，大量从南方来的名贵木料
汇集于此，工人们拿到木料后抓紧加工然后再运到皇城，供
皇家使用。

虽然是画作，但在作者笔墨中仍能感觉到百年前此地的
商贾云集之景。妙的是，现在五河交汇处是运河商务区所在
地，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商务服务功能承载区。历史轮
转，昔日的商业繁盛之地如今仍是大国金融城崛起之处。

运河商务区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由核心启动区、新城金融服务园区和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0101街区）三个开发区域组成。“十四五”时期，运河商务区
将打造国际商务服务新中心，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国家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加快打造成为中国版的“金丝雀”
码头。

截至目前，运河商务区共有注册企业19672家，注册资本
金达4560亿元，三峡资本等总部企业实现落户，可供应产业
空间面积达到 440 万平方米，总部经济、财富管理、绿色金
融、金融科技功能定位日趋完善。

北运河在清中期经历过改道，前后两条河道在《通州古
运河文脉图》中均有体现。萧宝岐用橘黄色的颜料画出了曾
经的运河故道。可以看出，曾经的运河自沙古堆向东，流经
萧宝岐的家乡小东各庄等地，随后也途经张家湾的里二泗、
烧酒巷等村落，最终抵达小圣庙。这是运河明朝以及清前中
期的流经区域，这一现状在清嘉庆年间发生改变。

据记载，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京畿地区由于连续强
降雨，造成特大洪水。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六七月，通
州连遭大雨，北运河水暴涨，康家沟（现小圣庙村北）再次决
口，张家湾处的河底比康家沟的河底高出一丈多，长约十数
里，无法疏浚，漕船从此改走康家沟新河道。自此之后，北运
河河道自大棚村以南不再向西经上马头至张家湾一线，而是
向东南沿大棚、小圣庙、黎辛庄、刘各庄、甘棠、武家窑一线形
成新的运河河道。同时，北运河改道使张家湾段运河水系干
涸废弃，由于漕船不再经张家湾，原来分布于张家湾的商业

码头和客运码头也失去作用，各类物资仓库废弃，原来盛极
一时的漕运古镇从此走向衰落。

虽然运河故道干涸了，但是今天的人们并没有忘记它。
如今张家湾镇皇木厂村有一处池塘，盛夏时节开满荷花吸引
游客慕名而来，平时这里也常有一些钓鱼爱好者放松休憩。
池塘边的标志碑上注明，此处就是北运河故道。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也有运河故道遗址，该遗址长约2.5
公里，宽约60米。这处故道没有采用铜帮铁底的水泥护砌，
而是在大部分区域采用自然驳岸，营造一种荒芜之感。沿线
遍植垂柳、芦苇等植物，在枯水期、丰水期、雨洪消纳期，皆可
形成水绿交融的弹性景观廊道。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还有一
处景观名为“上上码头”，这里是公园最早开放的滨水景点。
此处水面就是运河故道，水浅处一眼可见河底卵石。河上有
座用12艘木船连接起来的浮桥，还有一个石船舫，两岸草木
茂盛，风景宜人，是公园最热门的景点之一，四季游人如织。

大光楼大光楼

《《通州古运河文脉图通州古运河文脉图》》瓷板画局部瓷板画局部。。该画该画
作最大化还原了古代运河通州段的历史风貌作最大化还原了古代运河通州段的历史风貌，，
展现了古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展现了古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古代古代
船文化船文化、、水文化水文化、、桥文化桥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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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程伟）记者昨天从“北
京城市副中心医产协同创新中心”授牌典
礼暨战略合作集中签约仪式上获悉，城市
副中心将全力打造以医产协同为特色的医
药健康产业生态。

“十四五”时期是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
特别是具有战略引领性的医药健康产业是
重中之重。2022 年，城市副中心产值超过
10亿元的医药企业家数在全市排名第四，
产业发展基础良好。大型医院数量在全市
排名第五，拥有7家三级医院、2个国家级医
学中心落户，医疗资源相对丰富。城市副
中心专门制定发布了医药健康产业《北京
城市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3-2025）》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关于

鼓励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十条措施》，明确
了产业主攻方向、五项重点工程和五个重
要支撑，推出了涵盖3个方面、10条措施、28
个着力点的专项产业政策。

根据规划，创新中心由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潞河医院承建，在促进医疗和产
业的合作方面，将为医院和企业提供交流
互通的平台，促进双方深度合作。组建专
业技术人才团队，为双方提供各种技术支
持，包括产品设计、测试、认证等方面。在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将科技成果转化
为实际的产品和服务，协作提供市场推广
和销售支持。同时，规划中提到，将定期举
办各种培训和研究活动，提供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提高科技人员创新能力和竞争
力。对于有创意的项目，创新中心将通过

丰富资金渠道，提供合适的资金支持，帮助
其实现创新和发展。中心同时提供相应的
咨询和支持，帮助项目或人员更好地了解
和适应政策环境。

协议签订后，潞河医院将不断优化工
作流程，开通医产协同绿色通道，力争实现
更多的成果创新与转化。潞河医院目前有
600 多项专利可以进行成果转化。其中正
在推进的超声介入科的一种抽吸装置和内
分泌中心的智慧袜及糖尿病足智能检测系
统非常具有落地转化效益价值。创新中心
的成立为成果的转移、转化，概念的验证、
孵化，提供了完整的科技成果转化链条。

在创新中心成立的基础上，城市副中
心将围绕“医产协同”主题，大力推进医产
协同运营平台、医产协同活动平台、产业服

务支撑平台、医药健康投资平台4个平台建
设，全力以赴打造以医产协同为特色的医
药健康产业生态，全力打响副中心医药健
康产业“医产协同发展示范区”品牌，形成
规模虽小但品质优良的“小而美”、创新引
领且尖端专精的“专而精”、重视效率并追
求效益的“快而高”的城市副中心的医药健
康产业特色。

下一步，北京城市副中心医产协同创
新中心将通过医企联合开展课题研究、项
目攻关，推动有能力的医药和大健康领域
企业释放空间资源、研发资源，与潞河医院
及域内、域外各医院一起，探索共建医企合
作临床研究与试验基地。同时立足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医企合作成果积极
扩展到北三县各医疗机构。

城市副中心打造医产协同医药健康产业生态城市副中心打造医产协同医药健康产业生态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端午活动日程“爆满”

文旅商体融合打造“金名片”
本报记者 王倚剑

本报讯（记者 赵鹏）近日，由北京建工
市政集团承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04标段02B基坑区域内平谷线
站台层及设备层（B3层）全部封顶完成，这
将推进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与平谷线加
速建设。

据介绍，04标段 02B基坑平谷线长 265
米，宽约 35米，B3层净高 10.5米，筏板厚度
2 米至 4 米，顶板厚度 40 厘米，建筑面积
9156平方米，其中包含钢立柱109根。平谷
线项目自今年1月开始开挖土方施工，基坑
开挖最深达36米，土方量约11.5万立方米，
平谷线基坑南侧采用地下连续墙、北侧采
用围护桩+锚索、基坑内采用两道钢支撑的
支护形式展开建设。

“由于平谷线B3层净高10.5米，相当于
三层楼高，远大于常规地铁车站，常规施工
方法无法保证侧墙的一次成型。为此，该
项目采用了单侧支撑体系及DXB悬挑支撑
体系，分两次才完成了B3层的侧墙施工。”
项目生产经理姚洋介绍。

“这次的平谷线施工涉及土方开挖及
支护、钢支撑架设、土建结构施工、钢结构
施工、综合接地施工及预应力施工等，工序

交叉多，施工难度大。不仅如此，该区域地
质水文条件主要为高水位富水砂层，地下
连续墙结构穿越多层承压水，极易发生连
续墙接头渗漏、地下水涌水、富水砂层涌水
涌砂等风险。”施工员于洋表示，为此项目
部在编制总体进度计划时反复研讨，协调
施工通道，避免工序间相互干扰。施工过
程中始终遵循“以封为主、以排为辅”的地
下水控制原则，制定专项施工方案，通过专
家论证，最终开展地下水疏干作业，确保工
程顺利推进。

平谷线是北京首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轨道交通线路，西起朝阳区东大桥站，经城
市副中心、河北省三河市，东至平谷区平谷
站，全长约 81.2 公里，设站 21 座。按照规
划，其中包括换乘站 12 座，未来可与 6 号
线、10号线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实现换乘。

据了解，平谷线建成后，将采用市域D
型车，设计最高速度地上段可达 160公里/
小时、地下段为 120 公里/小时。值得关注
的是，北三县、平谷区也是首次接入北京城
市轨道交通网。未来城市副中心与平谷区
之间将可实现最快 32分钟通达，平谷区作
为城市副中心后花园作用会进一步凸显。

与此同时，城市副中心与廊坊北三县将实
现最快9分钟通达。

据介绍，作为联通京津冀的重要轨道
交通线路，副中心站平谷线相关站台层设

备层的封顶，意味着该项目将进入建设新
阶段。未来北京建工市政集团项目部将持
续打造优质精品工程，助力京津冀实现高
质量协同发展。

副中心站04标平谷线站台层设备层封顶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昨天，
“1864——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熊
猫特展”暨“向阳而生——北京韩
美林艺术馆十五周年再出发”启
动仪式举行，经过改造升级的北
京韩美林艺术馆也将于今天以全
新姿态正式恢复对公众开放。文
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
局长李群，北京市副市长、城市副
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谈
绪祥出席活动。

韩美林是享誉国内外的艺术
大师，在书画、雕塑、陶瓷、设计等
诸多领域成就斐然，其创作的熊
猫雕塑、奥运福娃等作品广受称
赞，并亲自操刀运河商务区 logo
设计。北京韩美林艺术馆是目前
全国唯一获评国家AAAA级旅游
景区的个人艺术馆。自落成之日
起的十五年来，艺术馆已成为市
民心灵休憩的精神家园，成为副
中心文化发展繁荣的靓丽名片和
运河景观带上的一处新地标，为
城市副中心文化事业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城市副中心始终以文化引领
城市建设、赋能城市发展。此次
活动主题是“向阳而生”，也是城
市副中心建设发展的生动写照。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立足文化旅
游功能定位，加快恢复运河沿线
生态环境，大力塑造运河文化
IP，讲好千年运河故事；充分挖
掘运河文化遗产，整体修复燃灯
塔、路县故城、张家湾古镇等古
迹，最大限度留住历史印记；副
中心图书馆、剧院、博物馆三大
文化设施拔地而起，环球主题公
园人流如潮、人气爆满，释放文
旅产业强劲动能，运河风韵、人
文风采、时代风尚的美丽画卷正徐徐展开，由古及今、古今交辉
的城市风貌加快形成。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出席活动并致辞。国务院参事室文史
业务司司长耿识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总编室主任梁建增，通州
区领导赵玉影、张德启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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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耕地
复耕面积全市第一

城 市 副 中 心 首 批
3宗地揽金63.4亿元

北京第一轮 23宗商品住
宅用地全部成交

第 33个全国土地日宣
传活动走进拓展区乡镇

文旅商体齐汇聚，端午假期乐不停。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集合文化体验、体育运动、艺术
欣赏等多种类型活动，6月20日至24日期间，实
现不重复、“全日制”沉浸观光游览，展示了文旅
商体融合新成果。

非遗古韵古塔光影 送来“运河忆”

走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的北运河非
遗传习所，注意力瞬间被市集上琳琅满目的展
品吸引。巧剪翻飞，威猛艾虎、精致龙舟、饱满
香粽自薄薄彩纸脱胎而出；墨扑轻拍，威严钟馗
从木版“走进”辟邪除灾的年画；绿荫红墙间，

“太平燕”随着操作者摇动木杆绕圈飞舞，京剧
脸谱、香囊编织、五色彩绳……市集上丰富的非
遗工艺和民间艺术让人目不暇接。

端午当天，“运河忆”端午文化节活动邀请
近 50位民间艺术家，带来30余项民间手工艺项
目。传统手艺自带古韵，与庄严的燃灯塔及周边
古建筑群相映成趣，体验者如同穿越时间，与古人
共度佳节。传承不断的手艺、屹立至今的古建
筑，将历史与现在的节日记忆串连在一起。

通惠河边，燃灯古塔矗立在夜幕下，灯光亮
起，两只“龙舟”赫然出现，围绕塔身追逐竞赛，
两条金色蟠龙从舟中飞出，盘旋入天，随即彩
粽、香囊自塔顶如雨掉落……一场“节日特供”
的灯光秀正在上演。

本次灯光秀分为龙舟送福、食味端午、古韵
端午、纳福端午四大主题，提取历史元素，以水墨
画、明月、杨柳、诗词等元素描画古韵通州，展现
出典雅传统的文化气息，同时加入色彩丰富、造
型可爱的香粽、香囊等节日标志，为所有观看者
送上“端午安康”的祝福。(下转2版)

教练引导孩子体验桨板运动教练引导孩子体验桨板运动。。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0404标段平谷线站台层及设备层已全部封顶完成标段平谷线站台层及设备层已全部封顶完成。（。（北京建工市政集团供图北京建工市政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