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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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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铁路事业高速腾飞，
铁路里程不断突破、路网建设越织越密。随
着“千年之城”启动建设，城市副中心也成为
北京乃至京津冀地区的轨道交通重要枢纽。
2017 年年底，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正式开通。
该线路最开始的运行区间为北京西站至通
州站；2019 年 6 月，线路向东延伸至乔庄东
站 ；2020 年 6 月 ，线 路 西 延 至房山区良乡
站。目前，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日发车 12
列，发车时间集中在早晚时段。线路运行 6
年，已成为连通北京东西两端的重要市郊铁
路线路。

在未来的规划中，城市副中心线更可衔
接多条国铁、城际、市郊及地铁线路，是搭建
形成“一干多支”市郊铁路网络结构的骨干
线路，也是构建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体系的重
要依托，既可以加速形成城市东西向快速

度、大运量、公交化的交通走廊，也可以全面
提升本市轨道交通线网运行效率。

该项目也成为利用既有干线铁路资源建
设市郊铁路的示范线。城市副中心线西段通
过对既有京广铁路局部点、线困难节点扩能
改造，有效破解线路运能瓶颈，是国内首个
实现市郊铁路公交化开行的项目，对于高效
盘活既有铁路资源、推动铁路资产与城市建
设深度融合具有较大示范意义。“城市副中
心线贯穿北京东西方向，向东可延伸至燕郊
等北三县区域、向西南可延伸至涿州地区，
并可通过京唐城际铁路服务唐山及天津地
区。”相关负责人说，城市副中心线实现了中
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及环京地区的快速连
通，成为构建首都“1小时”通勤圈、服务现代
化首都都市圈建设、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举措。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的重要“一翼”，其轨道交通建设成为京津
冀地区的一大重要交通枢纽，铁路轨道线路
不仅辐射津冀，还可南北通联。其实，历史
上，北京通州就是我国铁路发展建设中的重
要一站。早在清朝末期，通州就有铁路从北
运河西岸直通正阳门。新中国成立后，通州
又成了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通道。从古
至今，通州之“通”始终是这里的优势。

乘坐地铁八通线进入通州，过了八里桥后可
以在列车行驶方向的右侧桥下看到一座老式火车
站。该车站没有现代化的站房，乘客候车的站台
也是完全露天，进站、安检、候车等流程全在一间
420 平方米的候车室内完成，如果碰上客流高峰
期，候车室内也没有多余的空间。这座老车站就
是通州西站，建成投用已经 40年，如果算上通州
西站的老站房，那么它已经伫立在通州区内将近
90年了。

老站虽老且小，但老而弥坚，如今仍发挥着市
郊铁路联络以及辐射京津冀的微循环枢纽作用。
每天，通州乃至北三县的居民仍会来通州西站乘
坐火车去往延庆、怀柔以及承德市等方向；而在工
作日期间，远在密云的居民也会乘坐市郊铁路通
密线通勤上班；部分家在北三县、工作在承德的旅
客还会到通州西站中转。

此外，每年9月下旬开始，一直到11月初的周
末，通州西站还会做好应对大客流的准备。通州
西站党支部书记杜忠生说：“这段时间是红叶季的
高峰，不少住在通州和北三县的居民都会去怀柔、
延庆赏红叶。通州西站的旅客发送量也会从日均
300人次涨到1600人次。”每年这段时间，早上7点
站前就有不少乘客在排队候车了，车站也会提前
开闸进站。

这趟“红叶列车”就是 K7711 次，8 时 18 分抵
达通州西站，9时04分抵达怀柔站，20分钟后抵达
密云北站，想看红叶的乘客基本会在这两站下
车。“时间合适，速度也不慢，所以这趟列车成了周
末郊区游的首选。”杜忠生说。

当然，旅游任务之外，通州西站一直是京东地
区南北通联的重要小站，除了担负京承铁路线的
运输任务，2020年 6月市郊铁路通密线也正式通
车，每日3对列车往返于通州西站与密云、怀柔之
间，并途经顺义、雁栖湖等地。杜忠生介绍，每天
早上乘坐通密线的通勤族很多，不少已是站内熟
脸，“他们大部分在通州上班，通密线的开通让北
京北部与通州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一些家在北
三县、工作在承德的居民也会坐火车在通州西站
下车，然后去通州北苑换公交回家。”

京承铁路的修建历史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原办公室副主任、第二轮

《北京志》铁路篇撰稿人林京玲介绍，当时修建的承古线
和通古线，合并之后就是承通线，线路从南至北经过通
州、顺义、怀柔、密云、古北口、滦平、承德。“这条线路与
现在京承线的走向基本重合，北京北部至承德这段，都
是崎岖的山脉，京承线就是在山沟里行驶。如果将时间
再往前推，这条线路在清朝时还是皇上去避暑山庄的必
经线路。此外，在承通线通车之前，承德到锦州之间的
锦承铁路也已建成，这样就连接了北京到东北。”

林京玲介绍，其实早在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 1906
年），热河（原中国省级行政区，省会为承德市，辖区为今
内蒙古、河北、辽宁）都统上奏申请修建北京至热河的京
热铁路计划，但是由于财政等原因搁置。“这也是历史
上，第一次有人提出在北京到承德之间修建铁路。”

三年后的 1909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向朝廷提出
东三省铁路大计划。计划修建北京至瑷珲的北干线铁
路，线路自北京东北经古北口至承德，再经赤峰、新邱北
行渡西辽河进入东北，与计划中的锦瑷铁路接轨。但当
时的清政府已经被列强殖民，这个想法也遭到了日俄的
强烈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1913 年，京热铁路的提议再次提上了日程。时任
热河都统熊希龄倡议修筑京热铁路。同年5月，交通部
长朱启钤应熊希龄的请求，委派京奉铁路总工程师李吉
士为主任，分两路勘察北京至热河的路线，并拟定出东
西两个方案。两个方案均从通州始发，东线由通州经三
河、蓟县、遵化出喜峰口经平泉至承德；西线方案由通州
经顺义、怀柔、密云出古北口经滦平至承德。“经综合比
较，最终采用了西线方案，就是后来京承铁路的走向。
但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局动荡；而且国民政府
财政空虚，所以这个方案也搁浅了。”林京玲说。

1955 年，为了配合经济建设，京承铁路正式建设，
并于 1960年正式通车。林京玲介绍，京承铁路通车后
立刻变成了华北与东北地区沟通的重要通道，通州区也
继漕运之后，又一次成了北京的东大门。“线路通车的前
一年，承德钢铁公司正式成立。线路通车后，当时我国
建设需要的钢材通过铁路源源不断的运输，一批批支援
建设的队伍也来到了东北。”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加速，京承线的运
力开始有些无法匹
配 。 上 世 纪 70 年
代，从北京始发，经
由通州站、燕郊站、
唐山北站最终抵达
秦皇岛站的京秦线
正式开工建设。林
京玲介绍，京秦线是
当时国内首次运用
双线电气化铁路，摆
脱了传统的蒸汽机
车，具有速度快、运
力强等特点。“京承
铁路和京秦铁路的
开通，让通州成为
沟通华北与东北的
重要通道。”

今年是“高铁第一线”京津城际铁路通车
的 15 周年，作为国内首条设计时速为 350 公
里的高铁，已经累计运送乘客超3亿人次。它
的开通，大幅缩短了北京和天津两大城市的
时间距离，京津双城如同城。有趣的是，这种
京津双城轨道规划，早在清朝末期也有人提
出过，而且当时的提议是修建通州到天津的
铁路。这位提议者就是李鸿章。

林京玲告诉记者，1888 年洋务运动领导
者李鸿章曾上书朝廷希望修建通州至天津的
铁路。这份奏章最终递到慈禧太后面前，看
完奏章的慈禧太后一改往日的迂腐守旧，想
要支持李鸿章的想法。“慈禧太后之所以支
持，还是看到铁路会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并没
有往发展实业的角度考虑。”林京玲分析，当
时北运河还没有停漕，京城所需要的大量物
资依旧需要运河运送。慈禧的想法可能是通
州到天津的铁路修通之后，南方来的物资可
以从天津经过铁路到北京，不仅时间更短，而
且运输量也更大，进而更好支撑皇室开销。

然而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李鸿章的想

法依旧遭到朝廷的守旧派和漕运帮会的反
对，但是真正让这个想法搁浅的是时任两广
总督张之洞的一篇奏章。“张之洞提议修建一
条卢汉铁路，由卢沟桥到汉口，途经保定、郑
州等城市。张之洞的奏章中将卢汉铁路分为
四个阶段建设，而且表明了每一段的开工时
间、花销、线路走向等信息。同时张之洞还在
奏章内言明，卢汉铁路相较于津通铁路更长，
带来的经济效益会更加可观。就这样李鸿章
的津通铁路胎死腹中。”林京玲说，为了修建
卢汉铁路，1890年张之洞还在汉口兴办了汉
阳钢铁厂。只可惜由于各种原因，张之洞设
想中的卢汉铁路并没有完成。

时光荏苒，2012 年，京广高铁开通，其中
北京到武汉段，与张之洞设计的卢汉铁路不
谋而合。

回头再看，虽然李鸿章的津通铁路没有
成功，但是通州在十几年之后还是通了铁路，
名为“平通铁路”（当时北京名为北平）。据林
京玲考证，当时通州的车站位于通州城外东
南角的运河西岸。

京承铁路通车

通州成轨道上的北京东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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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旅游

近90岁通州西站活力充沛

城市副中心线助力构建“1小时”通勤圈

通州铁路古古与今今
李鸿章曾提议天津和通州之间修铁路

京津城际铁路

清光绪年间的京通铁路旧址

通州西站

京津城际铁路

通州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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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瑞兔”配置322把刀具

正式下线 50余天后，“京通号”盾构机
的刀盘终于迎来下井的时候。上午 11时，
位于通州区召里大街北侧的京唐城际铁路
八标段项目现场，印有“瑞兔”图案的刀盘已
被履带吊车立起。伴随着现场指挥的下令，
履带吊车将刀盘向着盾构始发井的方向
移动。

履带吊车、刀盘再加上配重片，总重量
接近 900吨，为了保证项目地面的安全，履
带吊车的前进方向要铺装厚钢板。履带吊
车拽着刀盘缓缓向前行驶，一辆叉车穿梭在
吊车两边，将钢板精准铺设在它前进的方
向。最辛苦的是站在刀盘两边的工人，现场
刮着风，他们双手紧紧握着缆绳，保持刀盘
的稳定。12时 30分许，刀盘正式进入始发
井，并放在了盾构机的最前面。“下一步就是
将刀盘与盾构机连在一起，上面总共有 200
多个接口，一个都不能错。”现场一位负责
人说。

“京通号”盾构机的刀盘正面以红、白、
黄三种颜色为主色，正面图案则是一只活泼
可爱的兔子。据了解，图案选取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瑞兔”形象，象征着盾构施工顺遂平
安的祈愿，也期望着盾构机能像一只矫捷的
兔子，在首都大地奋跃而上。

中铁十四局八标项目盾构经理魏哲介
绍，“京通号”刀盘开挖直径 13.3米，是目前
北京地区直径最大的高铁盾构隧道。盾构
机将在覆土厚度8.84米的超浅埋地层始发，
独头掘进 1285米，计划明年 6月盾构贯通，
进一步推动“轨道上的京津冀”便捷通达。

据悉，“京通号”盾构机刀盘采用复合式
软土刀盘，共配置 322 把刀具，总重约 240
吨。为确保盾构机刀具一次性完成高密实
中砂地层掘进，京唐铁路八标项目联合国内
盾构专家，根据各种参数设计并配置了刀盘
磨损检测、刀具液压式及连续式磨损检测功
能，“量身”打造了该盾构机“锋利的牙齿”。
而在刀盘焊接过程中，12名焊工 24小时不
间断施工，仅用 12天就完成了本次刀盘焊
接工作，经超声波全面探伤试验检测，所有
焊缝一次性合格。

掘进过程穿越“一河一路一文物”

接替刚刚完成任务的“京华号”，“京通
号”的掘进距离虽然较短，但仍存在诸多施
工难点。魏哲介绍，“京通号”盾构机向西独
头掘进1285米，先后依次穿越“一河一路一
文物”（运潮减河、通胡路与路县故城遗址）

等风险源。
“为了让盾构机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

本次掘进任务，前期我们在盾构机及配套设
备选型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盾构区间地层
主要以中砂层为主，不仅承载力弱，而且对
于刀具的磨损也尤为严重。针对刀具长寿
命设计，我们将原设计刀具形式及配置进行
优化，并增配了磨损检测装置，确保盾构掘
进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与效率。”魏哲说。

在盾构施工筹划阶段，参建各方联合设
计先后攻克了超敏感环境下大直径铁路盾
构隧道穿越文物遗址区沉降控制及运营减
震关键技术、邻近繁忙铁路营业线深基坑系
统设计关键技术，对我国城市复杂环境隧道
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中，路县故城遗址是盾构机掘进过程
中的重要风险点位。中国铁设京唐铁路隧
道专业负责人贾辉介绍，工程前期项目部确
定了“少穿”和“深埋”两种方法。“经过文物
保护区时，盾构机在地下 18米的位置并从
该区域的角落经过，总长度为245米。看着
不长也占了全线的六分之一了。”施工过程
中，也会严格控制盾构机的盾构姿态，避免
机器在地下晃动得过于频繁，同时控制地层
损失。到了运营阶段，隧道内会铺设减震道

床，减少来往列车对于地表的震动。
而在地面上，“京通号”盾构机掘进线路

北侧为既有京哈铁路线，项目全线邻近既有
线，最近水平距离处仅为11.7米。如何在保
证施工的前提下，不影响既有线的通行也成
了难题。魏哲介绍，项目临近的京哈铁路线
是中国铁路网“八横八纵”高速铁路网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一条客货混行线路，据现场
统计，平均每5—15分钟就有一辆列车经过。

“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控制现场施工吊车的
工作半径与站位问题，确保工程设备稳定，不
对既有线路的接触网产生影响；而在地下，我
们精准规划了盾构机的前进路线，尤其是京
哈铁路在运潮减河上的故城桥，我们的盾构
机需要近距离侧穿桥梁桩基，要避免施工对
桩基的影响，这个误差是毫米级的。”

全国首次用预制件搭建U型槽

盾构始发井东侧300米左右顺接461米
封闭式路堑 U 型槽，未来列车将从这里驶
出地面。相较于盾构始发井现场的火热程
度，U型槽现场比较“冷清”，几名工人正在
预制 U 型槽结构拼装工作，以及调整预制
拼装雨棚的柱子垂直度，为后续架设预制雨

棚双T板做准备。项目部工区经理彭玮介
绍，这段U型槽采用工厂预制，就像搭积木
一样，在现场直接拼接。

彭玮说，京唐隧道段 U 型槽施工期间
正赶上冬季，传统的现浇法整体施工周期较
长，极易成为整个铁路工程的制约因素。“通
过优化受力体系，结构轻量化、模块化创
新。构件在工厂制作，在施工现场拼装连
接，像拼积木一样建铁路，保证铁路建设进
展及运营质量安全的同时提升了铁路工程
工业化建造的整体水平。”

相比于 U 型槽传统的现浇技术，通过
预制件搭建 U 型槽在施工时间、人力等方
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彭玮说：“首先就是人
员，预制拼装段一天仅需要 15名左右的工
人，而在现浇段的人数是预制段的 4—5
倍。其次在时间上，同样是18米的U型槽，
用预制件铺设只需要5天，而现浇段则需要
15 天。另外，预制件施工噪音小、污染轻，
对于周边环境十分友好。”

彭玮介绍，京唐城际铁路 U 型槽是国
内铁路首次采用全预制装配式拼装法施工，
将填补路基 U 型结构装配建造的技术空
白。同时也对铁路盾构进入大城市提供了
很好的解决方案。

盾构超大刀盘副中心地下就位盾构超大刀盘副中心地下就位
将用将用55个月啃下京唐城际铁路个月啃下京唐城际铁路12851285米米““大骨头大骨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群琛张群琛

日前，“京通号”直径13.3米的刀盘被缓缓放入盾构井，这标志着京唐城际铁路北京地下段盾构机最重要零部件就位。作为北京地区
目前直径最大的高铁隧道盾构机，“京通号”顺利掘进后，预计将用5个月的时间前进1285米，并最终与正在建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连
通，进一步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全过程保障助力居民“当主角”

城市更新实践不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如火如荼。由区重大办牵头、中建二局负责
改造施工的云景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便是
代表之一。这一小区已有近 30年房龄，共
有16栋多层住宅楼，包含27类户型，涉及居
民672户、居住人口2300余人。改造内容涵

盖外墙节能保温施工、外窗更换、室内上下
水改造、屋面平改坡以及小市政施工等，旨
在从外观到“肌理”全面升级。

区重大办主任赵明表示，该项目是通州
区 2021 年第一批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之一。
与常规新建项目不同，改造项目直接面临小
区居民检验，居民诉求至关重要。中建二局
建设者与居民双向奔赴，催生了“旧改+长
效治理”的经验探索。该项目也成为通州首
个列入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的

项目。
不同于常见的封闭式工地，这里的项目

改造与居民日常生活交叉度极高。这意味
着居民群体成为检验施工质量、安全最直
接、最关键因素之一。此外，业主、居民、
属地街道、社区等各方各有诉求，协调沟
通极为复杂关键。如何破局？项目团队
从策划伊始，主动调研走访了解居民诉
求，精心打磨改造方案，力求做到“一户一
设计”，同时提前公示主材样品，赢得了评

委的信任，更助力居民当上了本次改造真
正的“主角”。

中建二局项目经理唐华介绍，针对沟通
主体多而复杂这一难题，项目以党建作为全
过程沟通“润滑剂”，联合参建各方与社区、物
业及居民代表联合成立临时党支部，在小区
成立由项目人员组成的居民服务中心，改造
效果沙盘、信息公示牌等一应俱全，为提升项
目管理能力、提高服务居民意识赋能，将各方
全过程协调沟通机制做实。(下转2版）

通州云景里老旧小区改造马上完工

副中心一城市更新项目成为北京样本
本报记者 赵鹏 池阳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老旧小区改造备受关注。随着小区主路改造完成，日前，位于通州区梨园镇的云景里小区改造基本完工，北京又一
处更为便捷舒适的家园即将全新亮相。

这一项目首创的“施工楼栋管家”服务模式上演精细化管理的“绣花”功夫，以“新颜”换“心安”，这不仅得到居民高度认可，更由市住建委向全
市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分享推广。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这为本市高效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提供了副中心样本和答案。

本报讯（记者 赵鹏）记者昨天从市经信局
方面获悉，2023京津冀产业链供应链大会已达
成意向签约项目 152 个，意向投资额超千亿
元。签约项目覆盖氢能、生物医药、工业互联
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
器人等六大产业链条，以及集成电路、网络安
全、生物医药、电力装备、安全应急装备等五大
产业集群。

项目落地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标
志。在会上，达成意向签约的项目投资方包括来自
京津冀以及广东、江苏、上海等全国各地企业。其
中，渤海中部1000MW海上风电、怀来极数云智能
算力中心、京津电子化学品协同保供合作备忘录、中
电建天津共享储能、环京预制菜智慧产业园等20个
代表项目在大会现场签约，投资额共计220亿元。

会上，京津冀分别推介了三地产业发展优
势、思路和主要内容。北京市聚焦首都核心功能
这一核心要求，探索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减量条件
下北京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以及京津冀协同
发展背景下北京引领津冀两地产业协同创新升
级的新模式，坚持产业结构高端化、发展模式数字
化、生产方式绿色化发展方向，完善构建产业人
才、基金投资、场景开放、创新平台和企业服务等
配套体系，为企业落地北京提供支撑。

天津市将发挥工业基础雄厚、工业体系完备
的先天优势，立足“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以滨
海新区为主要聚集区，牵头培育京津冀网络安全
产业集群，打造滨海新区“中国信创谷”，深化区域
协同，构建“1+3+4”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企业发
展承载力，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河北省将推动完善全省产业体系，打造
333个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5G基站等
新型基础设施，以京津冀重点产业链协同为契
机，牵头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产业，
出台生物医药“1+3”、电子信息“1+5+5”、新能
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高质量发展配套政策文
件，聚力推进产业补链强链，弥补创新短板。

大会还发布了“五群六链五廊”的京津冀产
业协同发展新图景。首次发布了氢能、生物医
药、工业互联网、高端工业母机、新能源和智能
网联汽车、机器人等六大跨区域产业链图谱，成
为投资京津冀的指南针和导航图，助力构建区
域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新体系。氢
能围绕制氢、储运、加注和应用四个环节，打造
全球新能源风向标。生物医药聚焦从研发、临
床、制造到应用的全链条，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生物医药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策源地。工业
互联网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基础软件、终端应用
全链创新，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高地。高端工业母机围
绕高档数控机床、增材制造装备、特种机床等整机制造及配套
零部件，实现高端化、自主化发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构
建从感知系统、控制系统、通讯系统、执行系统、三电系统到整
车制造的全产业链体系。机器人围绕核心零部件、配套部件
及算法模块、机器人本体、系统集成等环节，打造全球机器人
技术创新策源地、应用示范高地和高端制造集聚区。

与此同时，本次大会还结合重点产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区
域，首批推出氢能全产业链、机器人+、自动驾驶规模化拓展、
智慧港口和绿色交通、生物医药和医疗、智慧城市建设、绿色
低碳等八大类场景建设清单。

京津冀产业链“织网工程”也在会上启动。未来，京津冀
地区将以产业链“织网工程”为载体，引导发挥行业协会、产业
联盟等社会组织力量，完善建立政企间、企业间、行业间的链
接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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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有“瑞
兔”图案的刀
盘被立起，正
向 着 盾 构 始
发 井 的 方 向
移动。

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