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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7公里的大运河骑了400多天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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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6月，刘世昭和沈兴大的脚步离开北京。当来
到天津河西务时，他们找到漕运兴盛时船工们的吃食。

一般早点摊都能见到的油饼，在这里一张足有一斤重，
一口锅一次只能炸一张。刘世昭说：“一张油饼就把我和沈
兴大吃顶了。其实这个看似寻常的小吃就是漕运遗存。当
年河西务两岸的人大多以漕运为生，其中有不少都是力气
活儿。然而当时经济条件不好，他们吃不起鸡鸭鱼肉，但是
干力气活儿肚子里必须要有油水儿，所以这种一斤一个的
大油饼就是他们果腹的食物。”

2016年时，刘世昭再次来到河西务找大油饼。入住旅店
后，刘世昭拿着当年拍的照片询问旅店老板娘，他想知道大油饼
还在不在。“哎哟，这不是我们村的人吗。他已经去世了，不过他
的后人还在做这种油饼，就在旁边的农贸市场。每天早上都出
摊，您明天早点儿去。”听到老板娘的话，刘世昭十分激动。

第二天，刘世昭找到了35年前的油饼。薄了、上面的棱
多了，这是刘世昭看到的直观变化。同时刘世昭发现，油饼
的吃法也变了。“原来就是直接吃。现在可以卷烙饼、卷小
菜，配上羊杂汤，很好吃。这也说明大伙儿日子越发富足
了，吃法更多样。”

记录大运河的

今年6月15日至7月31日，“运河中国”影像展在浙江理工大
学杭州临平校区开幕。75岁的摄影家刘世昭在现场展示了自己
两次骑行大运河的部分照片。作为中国较早拍摄大运河的摄影
家，刘世昭曾对北京、沧州、常州、杭州等大运河沿线城市进行拍
摄，累计照片数千张。这些照片结成的影集——《流淌的史诗 京
杭大运河骑行记》也在去年首都博物馆面向全球征集文物时，被
刘世昭无偿捐赠给了首都博物馆。这本厚厚的影集记录了刘世
昭从而立之年到年近七旬，两次骑行大运河的见闻。

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杭州临平分别位于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
两地跨越古今，近年来通过“爱上大运河”等系列文化活动，推动
沿线文旅产业发展，携手描绘千年运河的新画卷。

两次骑行大运河，刘世昭走的是同样的路线。“变化真的太大
了！我想尽量拍摄相同地点的照片作对比，但是很多地方找不到
了。不过，仍然有当年一些运河边的小吃和文化印记还保留至
今，我也挺高兴的。现在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起了北京（通州）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也将在年底具备开放条
件，大家了解运河文化的渠道越来越多了。希望我拍摄的照片以
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观众了解大运河。”刘世昭说。

1981年5月，刘世昭与沈兴大来到了通惠河边上的庆丰村，这里是通惠河的庆丰闸，
老百姓俗称二闸。刘世昭说刚走进村子，他们就被一场舞狮会吸引了。一系列黑白色的
照片中，村民手中的狮子颈下悬挂着 13支铜铃，先是在岸上舞动，随后舞狮人带着狮子
纵身跳入水中。

“这门手艺叫‘铜铃武太狮’，印证了北京一句老话：二闸的狮子会凫水。13支铜铃一起
挥舞声震遐迩，而且舞狮人跳入水中之后，依旧带着狮子上下翻飞、宛若游龙，真像一只‘水狮
子’。当时两岸站满了围观的人，喝彩声不绝于耳。”刘世昭对于当时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据历史记载，自通惠河开通以来，庆丰闸上的商船往来不断，同时庆丰闸又是出名的
避暑胜地。每到夏天，不仅岸柳葱郁、波光粼粼，更有青帘画舫、酒肆歌台，与秦淮河上的
旖旎风光十分相似，二闸泛舟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消遣方式了。

在二闸两岸众多的消遣方式中，狮子会可以说最受欢迎。据传清朝时期，一艘路过
的船上正在上演一场太狮会，一黄一青两只狮子正在甲板上起舞。突然黄狮子没有站稳
跌落水中，但是舞狮人凭借着良好的水性在水中继续起舞。这本是一场演出意外，但是
青狮子也跳入水中加入舞蹈行列，自此二闸的水中狮子会就成了运河一景。

刘世昭经过采访发现，二闸特有的“钢铃武太狮”是明清时期传入庆丰村的。“这些人
是从南方来的，随着大运河来到北京后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庆丰闸在历史上也是北京
郊游的好地方。”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时刘世昭特意来到了这里。庆丰村已经变成了庆丰公园，
曾经庆丰闸上的历史已经刻进了公园的壁画里。他说：“‘铜铃武太狮’已经失传了，但是可
以将当年的表演道具找到并且展示出来，这也是大运河沿岸南北交流的重要体现。”

刘世昭和同事的采访涵盖了运河沿线的各种要素，小吃就是其中之一，著名的
大顺斋糖火烧自然不会错过。刘世昭展示了一张1981年通州市民排队购买大顺斋
糖火烧的照片，“当时这个队就排出去好远，当地人跟我说，大顺斋的糖火烧从明朝
就有了。”刘世昭说。

据历史记载，明朝时期来自南京的回民刘大顺，带着全家在当时市井繁华的通
州镇落脚谋生。他在通州城内走街串巷挑担叫卖，专门制作经营糖火烧。由于生意
兴隆逐渐在大街上开了间铺子，取名“大顺斋”。

刘世昭通过采访发现，大顺斋的糖火烧有一个显著特点：夏不易霉，冬不易干，
一般可经月不坏。相传本世纪20年代，北京本地的回民去圣地麦加朝觐，当时烈日
炎炎，多数教徒所带干粮变质，饱尝饥馑之苦，唯有北京回民带的大顺斋糖火烧安然
无恙，滋润如初，随行者羡慕不已。之后，北京伊斯兰教徒去麦加朝觐，都要带大顺
斋的糖火烧作为旅途干粮，致使大顺斋的糖火烧扬名海外。

1960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点名要吃大顺斋的糖火烧，次日还派人取走
十余斤。1980年，3位美籍华人教授到通州参观时，也向陪同人员提出要买点大顺斋
的糖火烧。当他们拿到糖火烧时高兴地说：“我们要把它带回美国去，让大家品尝故乡
的风味。”1983年，一位香港同胞买了大顺斋的糖火烧，临上飞机前写了一封感谢信：

“我此行一大收获，就是带上了大顺斋的糖火烧这份珍贵的特味食品，谢谢你们！”
除了大顺斋糖火烧，当年刘世昭和沈兴大还想采访小楼饭店，但是没有成功。

等到2016年再次来到通州时，刘世昭吃到了小楼烧鲇鱼，弥补上了这个遗憾。

刘世昭和沈兴大在北京采访的最后一站就是通州，漕运古镇张家湾就是重要
的采访地点。

刘世昭翻出一张黑白照片。镜头里是一条十分清晰的乡间土路，土路上马
车、牛车来往不断，而土路两侧的民房建得很高。“这条路在历史上是‘官沟’。历
史上进京赶考的举人们在张家湾下船之后就住在官沟两侧，然后再通过水路或者
陆路进入京城。因为在这里住过的人很可能都是未来当官的人，所以叫官
沟。”刘世昭说。

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时刘世昭再次来到张家湾。他还想找官沟，想看
看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可惜的是，他在张家湾问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官沟”。“挺
遗憾的，当年采访的时候也没想起来询问官沟在哪个村。35年后张家湾的变化
太大了，无论是漕运古镇还是城市副中心的设计小镇，新的时代赋予了这里新的
使命。”刘世昭说。

走进刘世昭的家，大量1981年拍摄的
底片被按照拍摄地点分类。底片旁边是
码放整齐的手写日记，刘世昭说：“1981年
的照片需要展览，有些照片的图说我忘记
了，需要查查当年的日记才能想起来。照
片中看似不起眼的景观，在大运河沿线却
极具代表性，有些堪称当地特色。”

今年 75岁的刘世昭做了 40多年摄影
记者。1981年，33岁的刘世昭任职于外文
局下属的杂志社。“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
国走向世界”是杂志社当时的口号，刘世
昭介绍，那时同事们的选题都是系列报
道，从经济发展、历史人文、城市建设等方
面向世界详细介绍中国。而回望自己的
记者生涯有两件事让他无比骄傲，一是徒
步三峡进行摄影采访，另外一件事就是在
1981年与搭档一起骑行大运河。

为什么要对京杭大运河进行系列报
道？刘世昭介绍，当时杂志社文字记者沈
兴大出生于江苏常州，自幼在运河边长
大，沈兴大对于运河很有感情。“当时他就
报了这个系列报道。80年代初，国内对于
京杭大运河的了解都不多，所以这个选题
杂志社很快就通过了。”

出发采访前，沈兴大和刘世昭做了充
足的准备。当时没有网络，为详细了解从
北京到浙江的运河沿线资料，沈兴大每天
都泡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将查到的资料手
抄在笔记本上，等到出发时已足足准备了
一米高的资料。而刘世昭则准备了三台
徕卡相机、五个镜头以及五千多张胶片。

万事俱备，如何进行采访呢？沈兴大
收集的资料显示，近2000公里的大运河对
于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
的不少地区均有影响，而且部分地区的特
点极具地方特色，这些都是不能错过的细
节。作为当时少有的详细报道大运河的
采访，刘世昭和沈兴大决定用一种当时很
流行的方式——骑行。刘世昭说，当年他
每天都是骑车上下班，一天都要骑30公里
左右，再加上中午打球锻炼，身体素质很
好，老沈的身体也不错，于是1981年5月，
两人就踏上了骑行大运河之旅。此外京
杭大运河沿途的村子十分密集，即便骑行
采访也不用担心露宿郊外。

当时没有专业的骑行设备，他们蹬上
两辆二八加重自行车，车后面分别驮着将
近 100斤重的行李，就从北京出发了。“我
们不是旅游，骑到一个地方就要开始采
访。所以当年骑行的实际距离应该达到
上万公里了。”刘世昭说。

详细采访，再加上遇到夏季和冬季休
整，刘世昭和沈兴大直到1982年才抵达杭
州市拱宸桥，中间历时400多天，写成的报
道共刊发在 27 期杂志上，总字数近 20
万。一路上，刘世昭都捕捉到哪些运河边
的文化、民俗等元素呢？接下来为大家详
细介绍。

镜头一 二闸的狮子会凫水

镜头二 张家湾的官沟

瞬间

镜头三 通州的美食 镜头四 河西务的大油饼

变化很难用好坏来区分感受

本版摄影 党维婷
（文中老照片均为刘世昭提供）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光影

北京市通县张家湾镇官沟因上北京市通县张家湾镇官沟因上
京赶考的举子多在此下船再赶往京京赶考的举子多在此下船再赶往京
城而得名城而得名（（19811981年年）。）。

20162016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其实来自年第二次骑行大运河其实来自3434年前年前
的一问一答的一问一答。。19821982年年，，刘世昭和沈兴大完成采访刘世昭和沈兴大完成采访
抵达杭州市拱宸桥抵达杭州市拱宸桥，，两人站在桥头时两人站在桥头时，，刘世昭说刘世昭说：：

““怎么样怎么样？？十年后再来一次啊十年后再来一次啊。。””沈兴大回复沈兴大回复：：““可可
以呀以呀。。””但是由于各自工作太忙就没有兑现但是由于各自工作太忙就没有兑现。。

20142014年年，，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第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第 4646个世界个世界
遗产项目遗产项目，，刘世昭再次燃起了骑行大运河的想刘世昭再次燃起了骑行大运河的想
法法。。““再次骑行我的想法很明确再次骑行我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沿着当年就是沿着当年
走过的路再走一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看看之前的人看看之前的人、、景变成了景变成了
什么样子什么样子，，还在不在还在不在。。””20162016年年，，刘世昭与朋友出刘世昭与朋友出

发发。。这次二八加重自行车变成了专业的骑行这次二八加重自行车变成了专业的骑行
车车，，车上也没有上百斤行李了车上也没有上百斤行李了。。““随身的行李都随身的行李都
在朋友的车上在朋友的车上，，他在后面开车跟着我他在后面开车跟着我。。这次我这次我
用了用了6868天就结束了天就结束了，，沈兴大没跟着沈兴大没跟着，，他在拱宸桥他在拱宸桥
等着我呢等着我呢。。””

19811981 年年，，刘世昭站在北运河边拍摄了燃灯刘世昭站在北运河边拍摄了燃灯
塔塔。。照片比较模糊照片比较模糊，，但是燃灯塔高耸入云的感但是燃灯塔高耸入云的感
觉依旧扑面而来觉依旧扑面而来，，此外塔顶的塔榆也清晰可此外塔顶的塔榆也清晰可
见见。。20162016年年，，刘世昭再次站在燃灯塔下刘世昭再次站在燃灯塔下，，虽然当虽然当
年拍摄的地点他早已忘记年拍摄的地点他早已忘记，，但是北运河两岸正但是北运河两岸正

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还是让他十分感慨在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还是让他十分感慨。。
““一枝塔影认通州一枝塔影认通州。。清朝时期燃灯塔是地清朝时期燃灯塔是地

标标，，运河上的航船看见燃灯塔就知道到通州运河上的航船看见燃灯塔就知道到通州
了了。。如今通州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今通州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很多可做地很多可做地
标的高楼拔地而起标的高楼拔地而起。。3535 年间年间，，运河边变化太运河边变化太
大了大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运河的功能在发生变运河的功能在发生变
化化，，逐渐从两岸居民的母亲河逐渐从两岸居民的母亲河，，变成了中国文变成了中国文
化的重要符号化的重要符号。。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照片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照片，，让对让对
运河历史感兴趣的人运河历史感兴趣的人，，更全面地了解到运河两更全面地了解到运河两
岸的变迁岸的变迁。。””刘世昭说刘世昭说。。

刘世昭查看当时的胶卷底片刘世昭查看当时的胶卷底片。。

北京市通惠北京市通惠
河旁庆丰村的舞河旁庆丰村的舞
狮会狮会（（19811981年年）。）。

副刊·文化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董
策 雷海燕）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获
悉，经过近 6个小时的施工，雄忻高铁雄
安至保定段首榀预制箱梁日前在南阎庄
制梁场浇筑完毕。作为工程的阶段性节
点，首榀箱梁的成功浇筑，标志着雄忻高
铁雄保段全面进入预制箱梁生产阶段，
为雄忻高铁顺利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雄忻高铁起自雄安站，终到忻州西
站，正线全长 342.661公里，是我国“八纵
八横”高速铁路网中京昆通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加快“轨道上的京津冀”建设、
促进沿线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铁路北京局站房项目管理部负
责雄忻高铁雄安站至保定南站区段的工
程建设管理工作，主要承担 48.11公里桥
梁、6.1公里路基、保定南站2万平方米站
房等建设任务。据中国铁路北京局站房
项目管理部工程部部长傅杰介绍，此次
浇筑的首榀预制箱梁长 32.6 米，梁面宽
12.6 米，重达 700 吨，由中铁六局集团有
限公司南阎庄制梁场生产，该制梁场承
担着雄忻高铁总计928榀箱梁的预制、运
输和架设任务。

为确保首榀预制箱梁顺利浇筑，中
国铁路北京局站房项目管理部细化《铁
路建设项目首件工程评估实施细则》制
度文件，科学制订施工方案，明确安全风
险点和关键技术指标，全力做好前期准
备工作。施工期间，项目管理部领导人
员和专业工程师全过程盯控施工各环
节，确保施工安全优质推进。

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施工单位，努力将南阎庄制梁
场打造成为“智慧梁场”，积极应用智慧梁场信息化中心，做到施
工任务科学部署、施工进度形象展示、特种设备安全监护，同时
在施工现场使用智能钢筋加工设备、智能张拉和压浆设备等一
系列智能设备，实现了制梁场“工装设备智能化”“施工管理精细
化”，保障了首榀预制箱梁顺利浇筑，也为后续预制箱梁大规模
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雄
忻
高
铁
雄
安
至
保
定
段

首
榀
预
制
箱
梁
成
功
浇
筑

平谷线“钢铁巨龙”启用大规模智能盾构

政务中心站至政务中心东站右线盾构本月始发
本报记者 赵鹏 实习记者 池阳 通讯员 董浩程

立秋已过立秋已过，，平谷线平谷线““瓜熟蒂落瓜熟蒂落””的日子指日可待的日子指日可待。。在左线隧道刚刚顺利贯通后在左线隧道刚刚顺利贯通后，，平谷线政务中心站至政务中心东站区间右线隧道已平谷线政务中心站至政务中心东站区间右线隧道已
展开盾构组装施工展开盾构组装施工，，右线盾构即将于本月内始发右线盾构即将于本月内始发，，被誉为被誉为““地下蛟龙地下蛟龙””的盾构机已经就位的盾构机已经就位，，准备开始第二轮准备开始第二轮““冲刺跑冲刺跑””。。

记者从北京城建轨道公司获悉记者从北京城建轨道公司获悉，，作为连通京津冀的重要轨道交通线路作为连通京津冀的重要轨道交通线路，，该项目将大规模采用智能化盾构该项目将大规模采用智能化盾构，，启用盾构远程监控平台启用盾构远程监控平台、、
盾构自主掘进系统盾构自主掘进系统、、盾构自动纠偏系统等智能技术盾构自动纠偏系统等智能技术。。

绿色施工车站主体结构完工

沿台阶拾级而下，18 米的地下深处数
十名建设者正各司其职，忙碌地进行着“基
石一号”盾构机调试前的准备工作。步入未
来的政务中心站，向左看，规整的平台向远
处伸展，随天井洒落的阳光终止于目力尽
头；向右看，视线伴着一道微风进入直径 8
米的左线圆形隧道；再回头，刀头已开始顺
时针旋转，“钢铁巨龙”正在小试牛刀。调试
之后，“基石一号”盾构机再次沉卧在轨道
上，静待正式出发的日子。

“我们负责的平谷线12标段，地铁线路
沿兆善大街东西向延伸，包含政务中心站、
政务中心东站、政务中心站至政务中心东站
盾构区间三部分。”项目经理杨宇博介绍，政
务中心站位于兆善大街与勤政路交叉路口，
为明挖法地下二层岛式车站，车站设备区为
双柱三跨结构形式，公共区标准段为单柱双
跨结构形式，地下一层为站厅层，地下二层
为站台层。这座车站总长 281.5米，基坑最
深处达 19.9 米，基坑支护采用“地下连续
墙+内支撑”型式。未来乘客将可通过 4个
出入口和 2个无障碍出入口进出这座现代
化大型车站。

政务中心东站则位于兆善大街与通济
路交叉口西侧，沿兆善大街东西向敷设，未
来将与规划中的 102 号线形成地下三层车
站的L形换乘。目前，政务中心东站已预留
了换乘条件。这座车站为明挖地下两层的
岛式车站，车站设备区为双柱三跨结构形
式，公共区标准段为单柱双跨结构形式，车
站东端因与风道合建，预留换乘厅为三柱四
跨结构形式。其地下一层为站厅层，地下二
层为站台层。这座车站总长度 311.2米，基
坑最深处为 19.8米，基坑支护采用“地下连
续墙+内支撑”型式。目前，该站共设立3个
出入口。

绿色是副中心的底色，北京城建轨道公
司践行绿色施工，实现环境保护标准化。杨
宇博介绍，施工现场设置洗轮机，所有车辆
均需冲洗干净后方可离开，洒水车、地面清
扫车、雾炮机和环场喷淋系统用于现场洒水
清扫及降尘。“我们还在基坑开挖后安装了
天幕减少扬尘，同时设置噪声监测仪实时监
控，并在动火动焊作业时配备电焊烟尘收集
器防止污染。”杨宇博说。

地下一层的楼梯边，阶梯状的架子上整齐
排列着一个个透明小盆，盆里是泥浆、石块、黏
土，外贴着“74环”“10环”“161环”等字样。它
们是左线隧道挖掘时获得的地质样本，也是右
线隧道挖掘时的重要参考。根据不同地质条
件，盾构机掘进时将作出适当调整。

据介绍，平谷线12标段盾构要先后下穿
燃气管道、市政管廊等诸多风险源，最近时
距隧道管线只有2.8米，还要克服含水细砂
及中砂层等施工难题。不过在即将开启的
右线盾构工程中，智能化掘进应用将大显神
威。“这将大幅减少操作手的工作强度并提
高效率，还能实现精细化管理施工参数从而
指导施工，避免人为操作及判断失误，规避
施工人为因素，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项目
技术部部长张继超信心满满地表示。

记者了解到，12 标段采用的“基石一
号”盾构机整机长度约为104米，推进系统
最大推力达 66809 千牛，铰接系统最大推
力为52685千牛，最大推进速度是80毫米/
分钟，总重约达1050吨。

这次的右线盾构工程将进行自主控
制、智能监测、远程操控等，实现盾构的智
能化掘进。运用大数据、先进控制、人工智
能等技术，启用盾构智能保压系统、刀具磨
损与刀温实时检测系统、盾尾间隙实时检
测系统等智能技术。

张继超介绍，盾构自主掘进系统通过
智能化一键启动模块，可减少操作手对各
项系统逐项启动的操作，避免因误操作导
致的设备故障。这种一键掘进还能解决司
机在掘进启动与停止间的繁琐操作，实现

刀盘正反转自主决策、定速启动，模块化控
制系统更是实现了即插即用。

盾构自动纠偏系统可以采集盾构机姿
态与轴线状态，通过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控
制各分区推进压力，实现自动纠偏功能，更
精准指导参数的修正。目前，该系统的决
策自适应更新已可以实时适应工况变化，
客观预判性控制实现盾构运动状态稳定，
高度实时性感知能保证纠偏并控制精度。

与此同时，盾构智能保压系统能够对比
当前土压与期望土压，采用人工智能算法，
自适应控制螺机实时转速，实现土压动态自
平衡。“这可以有效预防地表沉降与隆起，也
是安全平稳纠偏掘进的前提保障。”张继超
说，目前所有这些系统均已安装完成，都将
在右线盾构工程中应用。（下转2版）

自动纠偏助智能掘进显神威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范俊生）昨天上午，
市委书记尹力到门头沟区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和
恢复重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勇挑重
担，团结带领受灾地区群众共克时艰，齐心协力
重建美好家园，让党旗在救灾和重建一线高高
飘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车俊，市
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委副书记刘伟，中央第
一指导组副组长李小三一同检查。

在此次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中，门头沟区
龙泉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刘捷，门头沟区王平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科长熊丽，在劝导群众
转移避险和救援受灾群众时，因公牺牲。尹
力一行先后到两位烈士家中看望其亲属，代
表市委市政府表示慰问。尹力说，北京遭遇
史所罕见的特大暴雨灾害，当巨大危险来临
时，刘捷、熊丽同志心系广大群众、不顾个人

安危，逆向而行、冲在一线，为了让更多群众
脱离危险而英勇牺牲。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保
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舍生忘死
的实际行动忠诚践行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英雄长眠、精神
永在，全市各级党员干部都要向他们学习，忠
于职守、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首都
发展中展现更大担当作为。我们要关心和照
顾好烈士家属的生活。临行时，尹力对烈士
的子女说，你们的父亲、母亲都是英雄，是我
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健
康成长，有什么困难党委政府都会妥善解决。

随后，尹力一行沿着永定河到受灾严重的
王平镇南涧村察看灾情。这个常住人口165人
的小村庄处处残垣断壁，40多间房屋倒塌、60
多间严重损毁。尹力对镇、村干部们说，习近
平总书记十分挂念受灾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
多次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提
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在这次特大
暴雨灾害中，基层干部们冲在一线，有力有效

开展防汛抗洪抢险各项工作，最大程度保障了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家辛苦了！我们坚
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市团结一心，就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过不去的坎。希望大
家坚定信心、再接再厉，再咬咬牙、上上劲，团
结带领群众重建美好家园。

河道疏浚、村庄清淤、道路抢通、防疫消
杀……在救灾重建现场，处处可见解放军、武
警官兵汗流浃背的身影。尹力一行在永定河
沿岸、王平镇南涧村看望慰问在一线奋战的
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官兵。他说，人民子弟
兵闻令即动，义无反顾冲在最困难、最艰险的
地方，筑起了防汛抗洪的坚实屏障，有力保障
了重点基础设施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希望大家继续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以更加
顽强的意志和更加坚定的信心决心，全力以
赴打赢防汛救灾和灾后重建这场硬仗。在国
网北京门头沟供电公司妙峰山供电所，尹力
一行还看望慰问了电力、通信等抢险救援人
员，察看应急保障设施设备。他说，感谢大家

为灾区“四通一保”作出的突出贡献。要在应
急抢修同时，统筹谋划基础设施规划布局，提
高防灾抗灾标准。

尹力在检查时强调，当前已经进入灾后
全面恢复重建阶段，各项工作要紧抓不放、科
学统筹、抓实抓细。要持续加大“四通一保”
工作力度，尽快恢复受损基础设施，统筹应急
抢险、恢复重建和功能提升，加快项目规划实
施进度，尽快恢复受灾地区正常生产生活秩
序。用心用情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深入细
致做好救助安置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
牢民生底线。做好受损房屋安全鉴定和修缮
重建，加强环境卫生治理，做好灾后传染病防
控。要强化组织领导，市里加强统筹协调和
督促检查，各工作组充分发挥作用，受灾区坚
定信心、担当尽责，各区各部门各单位主动上
前，凝聚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救灾重建的
强大合力。

市领导孙梅君、付文化、赵磊，市政府秘
书长穆鹏，中央指导组成员参加。

尹力到门头沟区检查防汛抢险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

让党旗在救灾和重建一线高高飘扬
车俊殷勇刘伟一同检查

详见2版

2023年服贸会将于
9月2日至6日举办

工人正在安装调试盾构机工人正在安装调试盾构机，，为再次出发做好准备为再次出发做好准备。。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预制箱梁浇筑现场预制箱梁浇筑现场。（。（国铁北京局供图国铁北京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