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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漕节开漕节
船工们质朴思想的表现船工们质朴思想的表现

对于依靠运河而生的百姓来
说，每年春天的开漕节是他们一
年中最重要的日子。经过一个冬
天的休整，开漕节前需要将各家
船只保养维护好，推进运河准备
新一年漕运。而在岸上，居民也
为开漕节忙得不可开交，准备庆
祝活动。

记者得知，民间开漕节的庆
祝范围在今大光楼至天桥湾小区
之间，人们会在这里临时搭戏台
来庆祝。戏台的材料、手艺全部
来自民间。河边的居民会请来

“架子工”，利用绳结技术，牢固捆
绑竹竿。戏台材料由每家每户捐
赠。有些人家甚至卸下自家门板
来搭台。

开漕节当天，由运河龙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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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运河那边上演一场场
热闹的杂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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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群还未下坝，
由专业脚行扛夫组成的“双石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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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神力的人就是坝
神附体。此外，如果去年运河发
生过水患，那么在今年的开漕节
中，船工们还会把猪、牛、羊等牲
畜投入河中，祈求新一年的风调
雨顺。

民间船工文化聚会其实在运
河沿线各地都有不同形式。比如
南方的网船会，真正主角就是船
上的渔民，作为国内唯一的水上
庙会，数百年来，网船会一直保留
着水上祭祀的传统。

船工号子船工号子
船工劳动民歌船工劳动民歌

船工是漕运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大运河开凿
于隋朝，随着漕运作用逐渐凸显，两岸不少居民便
开始做起了水路运输生意。

明清时期，封建政府对漕运十分重视。明朝永
乐年间，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负责漕运，但政府
给予的待遇很差，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
船、漕米受潮等问题，军户就算安稳地把货物运到
目的地，也说不定会被拉去当替罪羊，因此军户大
量逃逸。政府不得不雇用游民充当船工水手。明
朝中后期，船工水手中已有一半来自政府雇用。清
初至康熙中期，一艘漕船上额定的十名水手中，除
了一名负责人有军籍外，剩下九个都是“临时工”。
舵工、水手、纤夫等聚集在一起，人数庞大。

船工号子是运河文化的重要符号之一，是今人
了解大运河往昔繁盛的活化石与金钥匙。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运河船工号子传承人赵义强从小耳
濡目染，为传承好船工号子，他和同伴把摇橹号、拉
纤号、出仓号、闯滩号等适合展示的内容整理出来，
成为船工号子表演的重头戏，也成为人们了解船工
文化、运河文化的重要窗口。

赵义强说，元明清三代，运河漕运达到鼎盛，为
避免冬季冰封停运，春夏秋三季漕运昼夜兼程，繁
忙异常，船只数量如此之多，所需的船工数量也极
为庞大。“杭州码头装大米，一纤拉到北京城”，号子
也成为船工、纤夫劳逸结合的工具。尤其北运河一
带，河上日夜运输漕粮，号子声响彻云霄，以至于靠
岸而居的人们称之为“十万八千嚎天鬼”。彼时运
河之上帆樯林立、商贾云集，一曲曲铿锵有力的船
工号子此起彼伏，打蓬、拉纤、摇橹、撑篙的喊号声
时而激昂悲怆，时而平缓和煦，领唱与船工配合默
契，号子曲调与行船状态紧凑衔接，呈现出“南来北
往船如梭，处处欣闻号子歌”的热闹景象。

通州区文化馆退休工作人员常富尧已经收集
了10个种类共计22首通州运河船工号子。“运河船
工号子是历史上运河两岸船工在劳作时唱响的劳
动民歌。古代行船的机械化没有现在那么强，从漕
船起锚到行至河道中央，每一步都是力气活儿。所
以运河船工号子就像现在几个人搬运重物一样，需
要大家嘴里喊着统一的口号。”常富尧说，这些号子
也根据船工的所在地、所属组织不同，形式多样。
但不管是哪个种类的船工号子，都能起到统一劳动
节奏、提升工作效率、增强工作兴趣的作用。

同时，船工号子里面有很多讲述团结互助、吃
苦耐劳正能量精神的内容，比如划船时有摇橹号，
桨要同时入水、出水，反映的就是“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拉纤属于“逆水行舟”，把重船一步步
拉过来；喊号，就是为了统一劳动步调、提高劳动
效率，如果有一个偷奸耍滑的不使劲，纤绳就松
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叫闯滩号，是船搁浅的时
候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比如我家船搁浅了，过往的
船只上的那些船工们，都会跳下船帮着你推，这就
是闯滩号。

经过常富尧的整理，他发现通州本地的运河船
工号子涵盖了漕运过程中的出船、航行、闯滩、搬货
等全流程。通州运河船工号子有四个特点，即水稳
号儿不急，词儿带通州味儿，北调儿含南腔儿，闲号
独一份儿。首先水稳号儿不急和词带通州味儿，都
是通州地区的特点。常富尧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
的曲调平稳、优美、抒情如歌并没有紧张激烈的节
奏，这贴合了运河水势平稳和缓的特点。另外，运
河流经的各个城市都有船工，他们也将各地的方言
融进了号子里，通州也不例外。“通州运河船工号子
带有很浓的京味儿和通州味儿，最明显的体现就是
不少唱词里都用到了儿化音。比如，三儿、人儿、鞋
儿等，以及一些具有通州地方特点的衬字和衬词，
比如‘四儿搭四儿的’‘一了个的’等。”常富尧说。

2006 年，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入选北京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常富尧与赵义强便开始传承之
路。如今，他们两人一起组织编排的船工号子节
目，都是大运河有关文化活动的开场。除此以外，
他们也将船工号子带进校园，让学生们也感受古老
的运河文化。

船工美食船工美食
南来北往的交融南来北往的交融

船工文化里自然少不了美食。漕运南
来北往，也将各地美食广泛传播。这些食品
其实并不复杂，选材大多是寻常材料，但是
其背后蕴含着船工智慧与南北文化在运河
上的交融。

摄影家刘世昭曾在 1981年和 2016年两
次骑行大运河进行采访拍摄，这两次骑行过
程中他都来到天津河西务，将镜头对准了当
地的油饼。在刘世昭两次拍摄的照片中可
以看到，河西务的油饼很大，一口锅一次只
能炸一张。“这个油饼一张一斤重，当地人说
这就是漕运鼎盛时期船工们经常吃的食
物。当时船工都是穷苦的老百姓，吃不起大
鱼大肉，但是干体力活儿，肚子里一定要有
油水儿，所以这种油饼就是他们能量的来
源。”2016 年，刘世昭在河西务又看到大油
饼了，虽然比第一次见到薄了一些，吃法也
丰富了不少，但是这个漕运遗存很好地保留
了下来。

在通州，跟漕运有关的美食就更多了。
如今通州著名的通州三宝，即小楼烧鲶鱼、
大顺斋糖火烧和仙源腐乳都与漕运有关，其
中大顺斋糖火烧和仙源腐乳来自南方。

大顺斋创建于明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当时南京上元县有个叫刘刚的回族人，
带着老婆孩子搭上了运粮的漕船，一路北
上，到了通州回民聚居的地方安了家。为养
家糊口，刘刚开始是挑着担子卖自己做的火
烧，生意好了，就租上了几间门脸。因为他
的小名叫大顺，店名故叫“大顺斋”。至清朝
乾隆年间，生意更旺，遂在毗邻闹市的回民
胡同买下五间门面，两间为店，三间当作坊，
经营糖火烧及南味糕点，并请京城书法家吴
春鸿题写了“大顺斋南果铺”的字号，镂刻在
门楣青砖上。

通州另一个美食仙源腐乳，即万通酱园
的酱豆腐，是南北风味嫁接的产物。据记
载，它由回族人马兆丰创建于民国七年，也
就是1918年，至今已一百多年。万通酱园创
建初期，生产酱豆腐的坯料购自浙江绍兴

“惟和腐乳厂”。酱豆腐坯料分为太方、大
方、门丁大小三种，原料为黄豆、蚕豆各半。
酱豆腐坯料在绍兴装坛以后，运至杭州码头
装船启运北上，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些
坯料在船上，由南往北昼夜兼程，小船由北
纬30度的绍兴到北纬40度的通州，抵达时这
些坯料已经南材北味了。坯料到厂以后，立
即投入红曲、黄酒，并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加
入佐料，封坛，经伏天暴晒，成熟后入库，历
时一年，佐料的滋味完全浸入腐乳之中。当
时，凡走大运河水路转道通州的官民商旅，
多会买点仙源腐乳，带往四面八方，时间一
久，仙源腐乳便声名远播。

而小楼烧鲶鱼则是副中心运河美食的
代表。小楼饭店是名副其实的百年老店，创
建于 1900年，据说当年饭店前有一口大缸，
里边装着从运河里捕捞上来的鲶鱼供食客挑
选。鲶鱼做不好会有土腥味，食材鲜活是避
免土腥味的关键。裹面糊也是很重要的一
步，小楼烧鲶鱼选用的是纯绿豆淀粉裹糊，炸
制后口感外酥里嫩。炸制也很有讲究，需“三
上三下”，火候“文武并用”，如此才能将鱼炸
得外酥里嫩，最后浇汁就可以食用了。

据说，烧鲶鱼这道菜最初的起源是因运
河边的百姓捞到鲶鱼后不会烹制，便有人
拎着鱼到小楼饭店找掌柜加工烹饪。由
于大师傅手艺好深受喜爱，便成就了店里
一道名菜。

工工

上世纪上世纪 2020年代通州运河上商年代通州运河上商
船行驶景观及岸边货栈船行驶景观及岸边货栈。（。（资料图资料图））

如今如今，，运河船工号子以另一种形式在运河边运河船工号子以另一种形式在运河边““唱响唱响””。。

运河开漕节雕塑运河开漕节雕塑。。

综合预警平台正式运行 智慧应急升级“一张图”系统

城市副中心构筑韧性之城
本报记者 冯维静

在通州区应急指挥中心，有一块巨大的
屏幕，上面实时显示着副中心部分区域内排
水、桥梁、热力、电力等综合叠加情况，工作
人员通过后台操作，便可快速调阅出相关地
区的信息。这就是今年汛期正式投入运行
的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测预警平台，该平台
在今年的几次强降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
一时间监测到多起突发险情，并实现及时预
警、迅速处置，确保城市防汛安全。

“在‘防汛模块’上，平台可以实时监控
全区河道、下凹立交以及易积水点位的运行
情况，并通过视频会商系统连线区防汛指挥
成员单位和各街道乡镇。与此同时，平台还
共享接入了气象监测平台，可以及时掌握气
象预警预报、水位雨量、雷达云图等关键信
息，辅助防汛决策。”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该平台集成了全域资源，可动态
提取雨量、河道和管线水位、积水点位、实时
视频监控等 20 类数据，实现通州核心城区
50平方公里和全区重点防汛点位监测，并较
为准确地预判“什么时候下雨、雨下多大、水
位有多高等信息。”

除了“防汛模块”，城市安全风险综合监
测预警平台还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源，结合
现有城市三维模型和地下管线基础数据成
果，为生命线监测点位布设、预警分析、仿真

模型、联动处置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同时，平台建立了标准化接入协议和数据交
换体系，按照副中心城市大脑数字底座标
准，建设物联网和大数据中心，支持百万级
终端管理能力，实现各类传感器和数据资源
快速整合接入，能够为城市治理大脑、社会
治理大脑等提供数据和资源共享，并支持未
来全区扩展到不同行业的各种类型监测
设备。

数字化改革，正让灾害风险防治从过
去的被动处置、经验判断，向提前预判、精
准智治转变。记者从通州区应急管理局
获悉，根据《北京市 2023 年推进韧性城市
建设工作要点》，城市副中心已探索出经
济高效的海绵城市技术体系，形成独具特
色的海绵城市建设模式，打造应对气候变
化韧性城市的标杆典范。截至 2023 年 6
月，副中心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约为 74.5 平
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达标排水分区面积
29.9平方公里。

城市副中心自 2021 年被纳入城市安
全风险监测预警建设试点以来，深化防灾体
系建设，夯实韧性城市建设基础，目前，已迭
代升级智慧应急“一张图”系统，增加更多应
用模块。这张城市综合安全风险地图，已覆
盖全区 50平方公里核心范围，汇聚燃气、供

水、排水等 10 余类风险源信息及减灾救灾
资源，平均每天接收约 110万条终端监测数
据，在防汛减灾、风险源管控上，“一张图”起
到了提前预警、辅助救援等作用。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
时期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事业发展规划》
提出，未来五年，城市副中心将探索建设
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着力打造具有副中
心特色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规划》中要

求，要通过应急救援的全景式互通互联，
实现应急指挥人员实时感知现场信息，智
能化辅助决策，可视化指挥调度，从而减
少应急指挥的层级，缩短信息流程，提高
指挥效率与效能。推动各部门数据共享
共用，整合利用气象、水文、地震、森林等
监测基础设施，搭建多灾种和灾害链的综
合监测平台，形成一体化灾害综合监测预
警系统。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核发“多规合一”会商意见

城市副中心将添国际级商业娱乐综合体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正在打造
“环球度假区周边微度假消费目的地”。日
前，市规自委通州分局向该项目核发了“多
规合一”会商意见，这意味着项目整体方案
已稳定，后续可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同时可启动上盖区 02地块和落地区 04地块
的施工总承包招标，保障尽快实现开工。

项目计划于2025年5月开业运营

2021 年 10 月 26 日，京投公司、首旅集
团、北京城建集团联合体在北京土地交易市
场成功摘得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格人民币
50.67亿元。当年 12月 16日，北京环汇置业
有限公司成立，并于次年 6月实现开工。目
前该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已经稳定，按计划，
建设期为4年，计划于2025年5月开业运营。

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目位于城市
副中心环球度假区板块，西侧紧邻环球主题
公园，东距张家湾古镇约2公里，距行政办公
区约 6公里，距运河商务区约 7公里。项目
多轨汇聚，是TOD综合开发利用示范项目，
东侧为地铁花庄站，轨道交通7号线东延、八
通线南延，以及规划中的城际铁路联络线均
在此换乘。“该项目将与环球度假区统一规
划、业态互补、彼此促进，进一步完善城市副
中心文旅区的配套服务功能，实现区域价值
的整体提升，丰富周边百姓的文化生活。”市
规自委通州分局副局长刘磊说。（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取势自然，以园
林景观映照千年文脉。记者日前从市发改
委获悉，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二期园林绿
化工程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究报告）获
批复。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总规划面积
约 113公顷，目前绿化工程一期 39.2公顷已
基本建成，此次获批的绿化工程二期将于年
内开工。

西汉遗址——路县故城遗址发掘于北
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前期考古勘探时期，在此
基础上建设的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兼具
遗址保护、考古发掘、文化传承和生态建设
任务。此次批复的绿化二期项目位于城市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内，被现状通胡路分为
南、北两部分，东、西、南与一期工程相连，北
至规划堡龙路，总建设面积约28.6公顷。

项目将通过绿化种植改善区域生态环
境品质，并丰富历史文化展示功能，打造建
设农耕器具、烽火台及文化景墙等各类文化
展示设施。园林内被植入公共服务功能，新
建2处卫生间，同步建设园路、电气、给排水
等配套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规划设计注重文化传承，将着重
挖掘遗址文化元素、丰富公众文化体验，将
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的新地标。”市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说，项目将保留现状考古坑、考

古现场，与公园游览融合，实现考古成果和
考古现场的原真展示。公园作为博物馆的
延伸和呼应，将进一步提炼路县故城农耕、
边关等文化元素，以植物景观、小品、景墙等
形式，强化文化传承与展示功能。并在其中
设置考古、农耕体验场地，增强与游客在文
化科普过程中的互动。

公园整体功能分区被优化，通胡路北侧
以生态功能为主，南侧以科普人文功能为主，
并通过增设人行路口、优化园路组织等方式，
改善南北区域交通。2024年底项目完工后，
还将合理优化参观线路、参观步道，保障游客
体验的同时，进一步优化完善区域交通组织，

满足公共交通系统接驳服务等多元交通需求。
“项目建成后，对于进一步加强路县故

城遗址保护，服务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这位负责人说。根据城市副中心

“一河三城”整体保护要求，路县故城考古遗
址将被建设成历史研究与保护展示的窗口，
提升城市副中心文化活力与内涵。

同时，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要节
点，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居民提供集历史文化
展示和休闲游憩于一体的绿色生态空间，进
一步丰富公众文化体验。“让人们在满目青
翠的宜人风景中，领略路县故城深厚的历史
文化沉淀。”这位负责人说。

助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兼顾历史文化展示与居民休闲游憩

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二期绿化工程年内开工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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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苏雅）为推进京津冀深
层次科技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创新协
同专题工作组会议日前在京召开。围绕建立
科技成果供需清单机制、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服务体系建设、促进重点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三方面，三地共提出了10项重点任务。

会议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科技
创新协同专题工作组工作机制》中，明确三地
要充分发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
作用，积极推动天津、河北承接北京科技溢出
效应和产业转移。围绕京津冀区域内科技成
果转化效率和比重提升、重点科技园区建设、
共性科学问题研究、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发展、
科技创新平台建设等重大事项任务，三地将
共同研究、推动落实落地。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表示，北京要
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探索适合京津冀地区的
协同模式，推动北京科技成果和津冀创新应
用场景结合，发挥天津制造业基础良好和河
北应用场景空间广阔的优势，探索符合市场
规律的成果转化模式。三地科技部门要在产
业链协同方面协同做好产业布局，避免无序
发展，强化创新平台建设，着力完善京津冀区
域内循环创新生态。此外，还要持续推进雄
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建设，深化中关村通州
园和北三县一体化发展，并搭建协同创新网
络，推动三地优秀技术转移机构、创业孵化机
构协同互动，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

会上，中国技术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河北省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还共同签
订了《京津冀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
信息联合发布与交易服务合作协议》。

京津冀21家法院共商
生态保护协同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蕾）为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
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及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京津冀三地四
级21家法院日前齐聚北京市，
共商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工作。

京津冀经济发展的互补
性、整体性以及水、大气、土壤
自然环境保护的整体性、不可
分性，决定了京津冀生态环境
保护区域司法协作的必然
性。早在 2016 年，三地高院
就共同签署了《京津冀环境资
源审判协作框架协议》，构建
了三地高院信息共享、协调联
动机制。近年来，北京各中基
层法院围绕重点区域、流域，
持续与毗邻津冀法院开展有
针对性的跨区划司法协作工
作，通过会签备忘录等形式，初
步构建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自然生态区、大运河流域、密云
水库、官厅水库等上下游各层
级法院之间的司法协作机制，
推动重点区域、流域生态环境
治理一体化体系建设。

北京高院党组副书记、副

院长安凤德表示，近年来，北
京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
判职能作用，深入推进环境资
源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
化，通过对环境资源案件的公
正审判，不断提升绿色发展司
法保障水平。天津法院与河
北法院在审判组织专门化建
设、环境资源审判区域合作、
探索创新生态环境修复履行
执行方式等方面，有很多值得
北京法院学习的经验做法。

“天津高院与北京高院针
对环境公益信托基金项目的
运行达成共识，确定了统一适
用的生态环境公益信托设立
和运行机制。”天津高院民一
庭负责人段昊博谈到，今年 6
月，天津高院制定《关于为天
津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
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实施意
见》，推动完善与京冀法院之
间在环境审判查询、调查、送
达等司法措施及案例研讨、司
法宣传等方面的常态化协作
机制，积极探索建立燕山区
域、大运河流域的山水林生态
保护司法协同机制，凝聚环境
资源司法保护合力。

（下转2版）

通州区应急
指挥中心内，工
作人员正在调阅
相关地区信息。

记者 唐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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