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京
津
冀
教
育
协
同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
签
署

城
市
副
中
心
增

万
个
优
质
学
位

●通讯地址：通州区新华东街256号 ●邮编：101100 ●新闻热线：69527280 ●Email:tzbs@263.net ●本报国内统一刊号：CN11-0314 ●第515号 ●代投代号1-3024 责编 陈节松 设计 仲晓丹

2023年10月9日 星期一 农历癸卯年八月廿五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2023年10月9日
星期一

4

本
版
编
辑

杨
莉

校
对

彭
师
德

刘
一

鲍
丽
萍/

绘
制

本报记者 冯维静

本
报
摄
影

常
鸣

在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五河交汇处的源水岛上，隐藏着一座

有着百年历史的水文“元老站”——通州水文站。它的前身

是北运河重要控制站（通县水文站），后更名为通州水

文站，是海河流域北运河水系北运河和运潮减河上

的重要控制站，承担降水、蒸发、水位、流量、含沙

量、水质等十四项监测任务。自设立至今，它已

在大运河岸边见证了 105 年的历史风云、河涨

河落。

近日，水利部首批认定并发布22处水

文站为百年水文站，通州水文站名列其

中。这项认定工作对加强水文站的

保护和历史传承、促进水文事业

发展、服务国家水网建设、推动

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等具

有重要意义。

百年水文站百年水文站 守护大运河守护大运河

百 年 革 新
水文监测技术手段

守护大运河的“侦察兵”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翻开了华夏
大地水利史的篇章。随后，四川都江堰利用石人来观测水位。到了隋
朝，则利用木桩、石碑或者在江岸石头刻画水则观测水涨水落。宋、明、
清时期，出现了每天记录水位的“水历”，还会根据水位判断农田被淹的
严重程度。

据《晴雨录》记载，北京地区的水文观测始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
经过专家考证，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政府在永定河上设立“水志”
（古代水尺），用于报汛需要。

1914年全国水利局成立后，全国各地也成立了相关的流域机构，如
广东治河处、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顺直水利委员会等。

1918年，顺直水利委员会在华北各河道设观测站13处，通州水文站
就是其中之一。长达百年的时间里，通州水文站
经历了更名、迁址、变更隶属关系等诸多变化。

1922年至 1949年，因战争等原因，水文站的
水位观测资料断断续续，残缺不全。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内忧外患，战火纷飞，水
文观测站多由雇佣的“测夫”一年进行若干次巡
视，所有测验项目大多模仿国外式样，原始记录用
英文书写。

1939 年，北京地区 7 至 8 月份连续发生多次
暴雨，潮白河、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水系多处溃
决漫溢，发生严重灾情，淹没大片村庄和耕地，造
成极大损失。通州水文站实测最高水位达 23.92
米，实测最大洪峰流量达1670立方米/秒，是建站
以来记载的历史最高水位和最大洪峰流量。

在 1954年、1963年、1988年、1998年、2012年
历次大洪水中，特别是 2012年 7月 21日，北京遭
遇61年来最强暴雨及洪涝灾害，北运河实测最大
洪峰流量 1210 立方米/秒，运潮减河实测最大洪
峰流量为 450 立方米/秒，是历史实测第二大洪
水。这座百年老站为北运河中下游防汛发挥了重
要作用，为各级政府防汛决策、调度提供了数据支
撑，被称为保护大运河安全的“侦察兵”。

百 年 老 站

记录“任性”大自然

一根木桩一尺牌，水涨哪里就在哪里竖起来，这是通州水文站初始的
观测手段。

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年代，留下来的史料和图片少之又少，但在记者采
访中，通州水文站内展出的一张标注1939年的黑白照片，兴许能让我们一
窥84年前水文人是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在北运河岸边，老水
文人造了一座小木亭用以观测水流，亭子的窗户可以开关，下雨时关闭，天
晴时支开。没有先进的测流设备，他们只有木质的水尺桩、旋杯流速仪、浮
标、草帽、雨衣，一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才有水位计、雨量计、水文
测船、水文缆道等仪器设备。

晴天观测水位还好，遇上汛期洪水要测流时，那才是一场大考验。“上
世纪八十年代，每场洪水测流都像上战场。”回想起以前的工作，59岁的于
海柱很是感慨，1984年参加工作的他，40年来，一直驻守在这两条河的测验
断面上，从最初的水文勘测工人到现在的高级工程师，他把一生的时光奉
献给水文事业。

“在建站初期站里什么也没有，真是白手起家。办公室和宿舍是租来
的民房。”于海柱回忆说，他听老师傅说，老一辈水文人只要河道涨水就要
驻守在河边，不间断观测水位流量变化过程，最初测流用的是小木船，晚
上没有电灯，只能点煤油灯，用算盘计算水文数据。到他工作时，小木船
变成了大木船。工作期间，那些千钧一发的测流情况让他记忆尤深。记
得 1988年那场洪水，在运潮减河分洪闸下游断面上测流，洪水水位上涨到
1.5米左右，当时水情使用木制测流船，上船测流需要三个人，一个人拉船、
一个人测深兼测速、一个人计时兼记录。测流接近河中心时，为躲避河中
一个大型漂浮物，拉船的工人手里一滑，铁链脱手，船上的5米长测深杆掉
入河水中，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随着洪水游出100米才把测深杆抓住，顺流
游向河岸边上岸，然后继续测流工作。1994年7月12日那场洪水，通县水文站
日降雨量303.2毫米。那次，他又在拦河闸上150米洪水处船上测流，当时河里
流量550立方米/秒，漂浮物特别多，因为年轻加上心里着急测流，于海柱并未
感到害怕。现在想起却有些后怕，“万一被洪水冲走或被漩涡卷走……不堪
设想！”

今年7月底，百年老水文站再次在暴雨洪水中发挥作用。水情最紧急
的时刻，防汛部门要求半个小时上报一次水情信息。由于站址距测验断面
远，河道水位变化快，闸门变化频繁，加上测流断面多，每轮断面测流都得
花上2个多小时。为此，勘测工分班测流，不分昼夜，只要水情有变，随时测
流。最后，大家甚至都没有休息时间，测完一次紧接着就是下一次。经过
近10天的奋战，最终把这次大水的完整过程监测下来，为各级防总提供了
及时准确的水情信息。

百 年 勘 测

通州地区自古多河富水，通州区第一次水文化遗产调查
工作搜集到上百处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线索，比如通惠
河庆丰闸上的石雕、水槽石；八里桥上的龙首、抱箍；花园闸上
的绞关石、龙马；来自北运河上的定船石及铁锚……这些不仅
是水文物，也是最有价值的水文标志。

“百年来，我们的工作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石鱼、木尺、算盘、煤油灯已作为文物被摆进了展览
馆。现在，水文现代化不断发展，智慧水利赋能水文行
业，水文测报的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得到了整体
提升。”北京市水文总站水文勘测二队副主管、高级工程
师龚义新，曾担任通州水文站站长16年。

龚义新说，最初人们不仅设立石人观测水位，而且每
年根据不同水情，在河边的崖壁或者是河里的大石头上
刻一道横线，来表示水位高低所至。后来，人们又发明了
固定在水中的木质水则，接近现代水文使用的直立式搪
瓷水尺。“我刚上班的时候，使用木桩刻上尺度来测量水
位，那是第一代水尺，但木桩浮力大，不仅极易被水冲走，
而且埋木桩的时候特别困难。必须用工具把木桩削尖，
然后穿着皮裤下水插到水底，不仅繁琐而且效率低。”龚
义新回忆当时常遇到些尴尬状况，比如那会儿埋木桩时
经常陷到淤泥里出不来，只能先脱了皮裤，抓着铁锹爬出
来，上了岸再想办法把皮裤捞回来。

随着科技发展，第二代水泥桩水尺逐渐取代了初代
木桩水尺。水泥桩水尺密度大，弥补了容易被水冲走的
缺陷，却又出现了新问题。“水泥桩在水里时间长了，会
被水流冲歪，因为水泥柱太沉了，冲歪以后想要扶起来
太难了。”龚义新说，如今使用的已是第三代水尺，使用
重量轻、硬度大的不锈钢，在底部浇筑水泥基础，方便
又精确。

除了日常观测水位，作为北京市重要水文站、大运
河重点报汛站，通州水文站还要监测流量、含沙量、降

雨量、蒸发量、水温、岸温、地下水、水质等指标，全方位
“读懂”河流生态。

在站点办公楼旁的草地里，通州水文站站长白赟豪
指着安放在草地上的各种仪器设备，挨个儿介绍：“这个
20厘米口径蒸发器和E601型蒸发器是测蒸发量的，这个
百叶箱是测岸温的，这个自记雨量计和人工雨量桶是测
雨量的。随着科技进步，我们现在已经用起了GPS、全站
仪、走航式ADCP测流、电波流速仪、自动远传报汛等设
备，降水量、蒸发量、水位、流量等项目都能自动遥测，打
开手机、电脑随时查看实时数据。”百年间，通州水文站一
直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引进国内外成熟的水文监测新技
术、新装备。如今，初步实现水文监测自动化、信息化，有
力提高了水文数据的时效性。

百年通州水文站默默屹立在运河边，见证运河的历
史变迁，为城市防洪和水环境治理保驾护航，成为宝贵的
运河文化“历史碎片”。随着城市副中心建设不断推进，

“通州堰”综合治理工程加紧建设，通州水文站将进一步
加强水文监测能力，为城市副中心防洪防涝安全提供可
靠的水文服务。

早期使用的木质水尺早期使用的木质水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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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水文站里保存的历史资料通州水文站里保存的历史资料。。

现在使用的多普勒流速仪现在使用的多普勒流速仪。。

电波流速仪电波流速仪。。

于海柱介绍测量蒸于海柱介绍测量蒸
发量的蒸发器发量的蒸发器。。

旋杯流速仪旋杯流速仪。。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科技引领绿色建筑发展，全国首座钢结
构+全幕墙系统“双零”（零能耗、零碳）建筑
已在城市副中心强势崛起。近日，历时3年
由中建一局承建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二期160地块项目，正式通过了竣工验收。

项目整体通过竣工验收

“160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175693平方
米，1号楼檐高 38.15米，2号办公配套楼檐
高18.65米。整个项目达到绿建三星标准，2
号办公配套楼更是全国首个‘钢结构+全幕
墙系统’的‘双零’建筑。”项目党支部书记、
项目经理许有越介绍说，“工程已按施工合
同及设计图纸内容要求施工完成，质量控制
资料核查42项，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安全及
主要使用功能资料共 31项，经核定符合规
范要求；工程观感质量核查27项，经核查符
合规范要求；分部工程及专项工程已全部验
收通过，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安全和使
用功能良好可靠，已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工程验收需要多方参与，在竣工验收会
上，建设单位、总包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
位、监理单位分别报告了工程消防查验情
况、工程质量检查、工程质量评估及工程竣
工情况，从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等方面作出
全面评价，并安排土建组、电气组、设备组、
资料组 4个验收小组对工程重要点位进行
现场检查，谨慎对工程进行最后核查。

“截至竣工，项目通过了防雷、水质、室
内环境等 10项专项检测，共完成 52次首段
首件验收，各类材料、设备复试 7235 组，结
构、设备实体检验 68组。各类装修材料进
场复试全部合格，环保性能达标，室内环境
检测符合规范要求。”许有越说。

在其余3组进行实地验收工作的同时，
资料验收组也对共计10个分部工程，236个
子分部，712个分项，18346个检验批的工程
施工资料进行了逐项检查，确保资料内容齐
全、完整，有较强可追溯性。

当日，经过验收审核，行政办公区二期
160地块项目正式通过了竣工验收。

“零能耗”铸就环保底色

跟随验收小组登上 1号楼的 8层，从屋
角的阳台向外看去，160地块项目的布局呈
C型三合院，由三个方向的四栋主体建筑组
成。建筑幕墙素雅大气，窗户上装饰着中式
风格的花格窗。在楼宇边缘楼梯间的外侧
是由仿木花纹格栅构成的“缎带”，栅格间的
空隙赋予建筑活力，不会让人觉得沉闷，同
时还具有过渡季节自然通风，适应和利用自
然环境的功能。

院落中央是连接两侧主楼的多层连廊，
连廊顶部则有一座“空中花园”，种植着以穗
花和萱草为主的绿植，丰富了建筑的色彩。

花园中央是玻璃天井，为下方的空间提供充
足的自然光。在花园的两侧，还能看到1层
的庭院。中式风格的景观设计，搭配着一簇
簇竹子、山楂等园林植物，石砖小路在草木
掩映下通向月亮门，绿化与建筑主体有机融
合，典雅而不失生趣。

朝东南角望去，项目楼顶部光伏设备构
成了它的屋顶。如古代铜器般呈现深灰色
磨砂质感的光伏瓦和深灰色玻璃基光伏板，
正源源不断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

建筑的建设除了能看到的部分之外，还
涉及到许多难以直接观察到的细节。“外墙
保温材料厚度一般为100毫米到130毫米，2
号办公配套楼更把岩棉板做到了 210 毫米
的厚度，实现了更卓越的保温隔热效果。”项
目总工程师吴博康介绍。

智慧技术助力提前交付

建筑功能的实现，没有试错的余地，在
设计之初就需要严格计划。160 项目积极
采用BIM模型，对结构主体、建筑装饰和机
电管线都进行了设计搭建，通过模拟得到机
房大样空间图，完成重要设施设计。区块
链、5G、AI、XR、物联网等智慧技术在建筑
的设计和施工环节起到了关键作用，提高了
项目质量管理效果。

本次160地块项目的竣工交付，较计划

提前了1个月。加快行政办公区二期建设，
是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保障市级机关
第二批搬迁的重要部署。160 地块项目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开工，2023 年 9 月 28 日竣
工，是副中心首批EPC示范项目和“高质量
建设副中心”的优秀案例。

这一项目已先后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
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奖、第三届工程建设行
业 BIM 大赛一等成果等奖项，并成为第十
一届全国 BIM 大赛综合组一等奖、第七届
建筑业企业信息化建设案例，它还是北京首

个智慧工地技术应用AAA项目。在建设过
程中，该项目共取得各类科技成果33项，计
算机软件著作2篇、专利7项、工法7项。依
托区块链、物联网、AI等新技术应用，160地
块项目还成功实现了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二
期工程智慧建造的迭代升级，并作为中建一
局的代表项目亮相于服贸会。

在不远处，一街之隔的万象汇购物中心
正在稳步施工中，未来将为到此的市民提供
休闲娱乐等诸多功能。而市民在购物之余，
也将有机会近距离一睹160地块项目的风采。

行政办公区二期160地块项目竣工验收

全国首个“双零”建筑通州崛起
本报记者 赵鹏 实习记者 池阳

“京通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要来啦！
未来将在副中心打通京唐铁路最后一条隧道

本报讯（记者 李博）昨天，开挖直径达
13.3 米的国产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

“京通号”在湖南长沙下线。这台盾构机将
用于京唐城际铁路运潮减河隧道掘进施
工，为建设“轨道上的京津冀”再添新动力。

“京通号”盾构机总长约 138 米，主机

总重量约 1800 吨。据了解，运潮减河隧道
是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的最后一条隧
道，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区的首条高铁
大直径盾构隧道。“京通号”盾构机将在覆
土 8.8米的地层超浅埋始发，向西掘进 1285
米，其间依次穿越运潮减河、路县故城遗址

等风险源，最终到达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为确保盾构机一次性完成高密实中砂地

层掘进，中铁十四局与铁建重工联合“量身”
打造了该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并结合
刀具轨迹、刀盘扭矩等因素，对原有刀具合金
尺寸、配置方式进行了增强。盾构机刀盘配

备光纤连续式及液压式磨损检测装置，在掘
进过程中可实现对刀具磨损量实时检测，操
作人员可及时调整盾构掘进参数，提高掘进
效率，保障施工安全。此外，建设者将采用箱
涵精调智能设备拼装，解决同步施工、智能高
效作业与控制精度等拼装困难问题。

北股交“股权管家”入驻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近日，北京股

权交易中心在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的支
持和指导下，成功建立远程协同服务机
制，实现远程可视化在线咨询和业务办
理服务。

通过搭建“股权管家”智能终端平台，副
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与北京股权交易中心线
上远程联动，提供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变更登记、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质押登记
业务咨询以及拟挂牌上市企业培育等业务
的线上远程视频咨询服务。北股交的工作

人员可在线与企业进行面对面交流，为企业
提供“一对一”的专业辅导，从问题咨询、业
务办理、受理审核到凭证出具等各办事环
节，形成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业务
服务模式，全程“陪伴”企业完成相关业务办
理，切实提高企业办事效率，加速推进企业
办事进程，着力解决企业“办事难、着急办”
的痛点、难点、堵点问题。

同时，“股权管家”智能终端平台最大亮
点之一就是服务对象面向全市企业，企业仅
需通过远程自助的方式，即可进入股份登记

托管、有限合伙份额质押登记等业务办理流
程，还可以远程咨询专精特新专板、新三板
等资本市场规范培育服务。全市通办的服
务模式真正实现企业“少跑腿、多办事、办成
事”的目标，让企业切实享受到“股权管家”
优质、高效、专业的办事服务体验。

作为全国首个以智能自助办服务模式
为主的省级综合性政务中心，副中心政务服
务中心不断探索和丰富“5G+政务服务”应
用场景，采用“云窗口”远程视频办理为主，
全程网办、窗口办理为辅的方式，同时承接

3600 余项政务服务事项的咨询和办理，为
企业提供线上线下全流程、全方位、全生命
周期的服务，实现企业办事“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让企业切实享受到智慧政务带
来的便利。

下一步，北股交将继续在副中心政务服
务中心的支持和指导下，充分发挥资本市场
优势及多层次资本市场塔基作用，在融资增
信、上市培育以及产业提升等方面提供一系
列实效增值服务，帮助企业走向更加规范、
更高层次资本市场。

副刊·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随着京津冀三
地持续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省北三
县教育协同发展，城市副中心已增加4.3万
个学位。昨天，《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行动
计划（2023年-2025年）》签署，拉开新一轮
计划序幕——启动 4所北京优质学校在雄
安新区的新一轮援助计划；京冀职业院校
深入开展跨省“3+2”人才贯通联合培养等。

北京市将发挥“建三援四”学校的辐射
带动作用，支持雄安新区教育发展。北海
幼儿园、史家小学、北京四中 3所北京市优
质学校承办的“交钥匙”援建学校已与雄安
新区签订委托办学协议，9月份全部开学。

新一轮“援四”办学项目落地，“手拉
手”校确定：北京第八十中学选派团队援助
雄安容和第一高级中学、雄安容和兴贤初
级中学办学，朝阳区实验小学援助雄安云
溪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援助雄安雄东望
驾小学、北京市六一幼儿院援助雄安雄东
同德幼儿园办学。

截至目前，通州区范围内已新建 28所
中小学、幼儿园，新增 4.3 万个优质学位。
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发挥北京学校教育集
团、北京第一实验学校等优质校的作用，辐
射区域内多所学校。63所城区优质校“一
对一”支持通州区学校，促进城市副中心基
础教育水平全面提升。

依托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共同体，天
津市滨海新区将共享北京名师、名课程等
资源，与北京开展校际结对、共同教研、名
师专家讲座等活动；做好为京冀落户“滨
城”人员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和义务教
育就学服务保障。

京津冀还将进一步健全高校协同创新
机制，支持央属高校与京津冀所属高校在
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
合作；推动京津冀高校与企业构建跨区域
的联合创新中心，提升科技成果区域内转
化效率和比重。北京科教资源与天津天开
高教科创园对接合作也将开展。

此外，三地将加强职业教育战略协作，稳步推进人才贯通培
养；支持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利用河北校
区为京冀培养急需技术技能人才；深化京津“分校建设模式”，建
强适应当地产业发展的专业组群。

目前，北京市、天津市的 202所中小学、幼儿园与河北省的
273所中小学、幼儿园开展办学合作；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部属高校已对口帮扶河北省10所县域高中；三地高校建立16个
高校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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