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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期我们介绍了博物馆中的船，了解了每艘船所蕴含的文化
内容。其中博物馆水街上一艘长19米的大船，上面摆放的铜人雕
塑展示了不少奇珍异宝顺着运河来到北京的画面，在这些奇珍异
宝中，瓷器最为引人瞩目。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基本展陈中，精瓷
美器不少，其中既有展示瓷器烧制技术集大成的六方套瓶，也有刻
画当时景德镇繁荣景象的圆瓷板，同时还展示了收藏在通州区博
物馆的各种瓷器。这些珍宝不仅向观众展示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
手艺，更以实物形式说明运河如何沟通南北。 品品

瓷瓷之之

必看国宝
若论基本陈列展中的“明星”，第

五部分“京师繁会 帆樯络绎”中的
“国宝”——清乾隆景德镇窑外粉彩
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堪称一

绝。其高40.6厘米，口径11.4厘米，腹径21厘米，底径12.4厘
米，底书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底款，为北京市文物公司在2000
年捐赠。

这件文物的亮点很多，首先在一个“套”字上。内层青花、
外层粉彩，外层瓶颈绘粉青地粉彩缠枝花卉及如意云头装饰
带，其他部分施紫金釉，上绘黑彩及金彩缠枝花卉。此外，外
层腹部六面各有一镂空粉彩花果纹开光，绘有灵芝、佛手、桃、
枇杷等瑞果。镂空粉彩纹饰有绿、青、红等颜色，透过六个镂
空纹，可以清晰看到里套青花，内藏乾坤。

第二个亮点便是这件文物烧制之难。讲解员介绍，六方
套瓶需要先制作里面的青花，制作完毕后再制作外面的粉
彩。“粉彩是方形而非传统的圆形，所以不能一次拉坯，要分六
次制作，完毕后再拼接到青花外面。此时就可以制作镂空花
果纹了。”然而到了此时，这件文物的难点才刚刚开始。粉彩
的特点是每上一种颜色就要烧制一遍，烧制的同时还要保证
六个镂空花果纹不损。“所以这个文物的成品率是很低的，大
约烧制十个才能有一个合格。”

这件文物的烧制体现了清朝乾隆年间我国瓷器制造的发
达程度。据记载，清乾隆八年，乾隆帝游玩圆明园时，来到刚
刚建好的西洋楼，总觉得这里有些美中不足，于是派唐英制作
几件能够在西洋楼陈设和观赏的新式瓷器。

唐英是乾隆时期成就最为显著的陶器工艺大师，这个时
期烧制的瓷器公认是瓷中珍品。当时在景德镇御窑的唐英很
快接到了这道圣旨，他按乾隆皇帝对西洋物品的喜好，在保持
中国传统的烧造工艺中大胆创新，吸收西洋艺术长处。经过
不知多少次的尝试，终于创烧成功了几款工艺精致的新式瓷
器。粉彩六方套瓶就是其中之一，经大运河运抵京城。因这
款套瓶烧制工艺极其复杂，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种工艺
于一身，烧制成功极为困难，在当时只烧制了一对。这就更显
得这款套瓶的珍贵了。

目前，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只展出了一件套瓶，这就不得不
提到它命途多舛的身世。1860年，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不
少国宝纷纷流失海外，其中就包括这对六方套瓶。直到 2000
年，北京市文物公司等单位得知清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将在 5
月份于香港拍卖，于是马上进行准备，最终在拍卖会上以1900
万港币拍得这件国宝。经过鉴定，“乾隆粉彩六方套瓶”是乾
隆早期御窑厂烧制的器物，曾陈设于圆明园，这件传世作品极
为罕见。器型规整，工艺精湛奇巧，集粉彩、珐琅彩、镂空等多
种装饰技法于一器，纹饰图案融合了中西文化，代表中国陶瓷
工艺的最高水平，“乾隆粉彩六方套瓶”属国家一级文物。

通州精品

漕运鼎盛时期，顺着大运河而来的不只有精美的官窑瓷
器，民窑瓷器中也不乏精品，其中通州区就出土过不少。就在
展示清乾隆粉彩六方套瓶的这一单元内，还展示着来自通州
区博物馆收藏的清青花将军罐。

据《通州文物志》记载，这件文物出土于 1984年，出土地
点在通州新城南门外。将军罐是一种实用器，被用于储存水、
酒或其他物品，同时因其独特的器型和装饰性被用作陈设
器。历史上，将军罐也曾作为奖赏给有功大臣的礼物，或者作
为文臣赠予武将的礼物等。这件通州出土的青花将军罐，其
身颈环绘的波浪纹流畅秀逸，肩部环饰规整灵活地集向三角
形花朵，而罐的腹部绘制有花盛开、茎迂曲、叶多姿的缠枝牡
丹，与将军罐盖子绘制的缠枝牡丹纹一致，是一件民窑瓷器中
难得的精品。

作为京杭大运河北首，昔日繁盛的漕运
通路为这片土地留下不少历史痕迹。
通州区博物馆中还收藏有张家湾出土
的订烧瓷残片。残片仍然保留着底款

“张家湾梓橦阁”，据介绍，“梓橦
阁”指原建于张家湾旧城内的文
昌阁。根据清乾隆、光绪两版《通
州志》显示，文昌阁建于明嘉靖年
间，后在明朝万历，清朝康
熙、乾隆、道光等时代重
修。文昌阁自身也经历了
地震、水灾等自然灾害，地
址也从张家湾古城的南门
搬到了东门。文昌阁供奉
的是文昌帝君，该信仰盛
行于我国南方。其中供奉
的文昌帝君又名梓潼帝
君，所以正确写法是“潼”
不是“橦”。这个错误瑕不
掩瑜，在北方的张家湾出
现了南方庙宇梓潼阁，也
再次印证了大运河南北文
化的交融，这些订烧瓷残
片就是最好的证明。

进京之谜

这些瓷器是如何进京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馆藏文
物清同治景德镇窑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道出了原委。

这件直径 72.5 厘米的圆瓷板上面绘制了丰富的图
案，展现了景德镇御窑厂及周边的繁荣景象。圆瓷板的
中央就是御窑厂，其中也可以看到御窑厂内工人烧制瓷
器的繁忙景象。而在御窑厂外的道路上，工人们正挑着
担子向御窑厂内运送烧制瓷器的材料。道路两侧可以看
到算命摊、卖东西的小贩以及写着“指日高升”的戏台，
从这些细节中可见当年御窑厂周围十分繁华。圆瓷板
中间还出现了浮梁县衙，说明文物描述的地点为今江
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讲解员介绍，元世祖忽必烈曾
在此处设立浮梁瓷局，是一处烧制瓷器的官窑；到了明
朝，明成祖朱棣将此处改名为玉器厂；而到了清代，这里
变成御窑厂。

值得注意的是圆瓷板中的几处细节。首先在圆瓷板
上方绘制着群山，讲解员介绍，景德镇山水环绕，且山上
盛产高岭土。使用高岭土烧制出的瓷器通体洁白。仔细
看，通往山下镇子的小道上有骡马驮着高岭土下山，山上
的松木则是烧制瓷器的好燃料。

而在圆瓷板的左边是一条河，河面上不少船只往来
穿梭。讲解员说：“这条河是昌江，昌江直通京杭大运
河。所以御窑厂制成的瓷器可以从水路直接运到北京
城，这也缔造了景德镇瓷都的美名。”

清同治景德镇青花御瓷厂图圆瓷板。

清乾隆景德镇窑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

清青花将军罐。

副刊·文化

双城生活双城生活““同城化同城化””

每天清晨，一辆印有“京津冀定制快巴”字样的大巴，都会
从河北廊坊市区德荣帝景站点准时出发，驶往北京国贸。“上车
点就设在小区门口，上车有座，接驳地铁，轻松换乘。”乘客张辉
说，到北京上班，乘坐定制快巴就像公司班车一样，很方便。

“环京地区有 75万名跨省通勤上班族，其中仅廊坊市就有
35万人。”廊坊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孟志猛称，为满足进出京通
勤人员乘车需求，当地按照“一干多支、一线多点、就近上车、便
捷换乘”的思路，精心设计定制快巴线路和站点，已基本实现

“点对点”“门到门”发车直达和1小时通勤出行的目标。
天津市武清区位于北京城区与天津城区之间，坐落于京津城

际铁路上的武清站，是观察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扇窗口。
今年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清站站长姚冰来

站工作的第13年。这些年，他见证了这座车站的成长，也感受
着京津城际铁路给武清及周边带来的变化。

“刚到这里工作时，武清站日均发送旅客仅3000多人次；如
今，每天我们要发送旅客八九千人次，是之前的三倍左右。”姚
冰说，除了上下班时间，平日里还有不少京冀游客前来消费购
物、旅游观光，“通勤流”与“消费流”让车站的活力不断提升。

携手打通“大动脉”不断畅通“微循环”

京津冀三地“手”越“牵”越紧

春
至
福
到
副
中
心

祥
龙
舞
起
来

通勤人员乘坐定制快巴从河北廊坊出发，1小时到达北京国贸；北京轨道交通线路正向河北延伸，未来河北三河到通州最快9
分钟到达。十年来，京津冀着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三地间路网越织越密，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成为现实，
交通一体化成果正更多更好地惠及三地人民。

风和日暖山水醒，春到人间草木生。昨天
是立春节气，是新岁的起点，意味着万物的起
始、万象更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人们舞龙、
写春联、开联欢会、贴福字，丰富多彩的民俗活
动集传统与创意于一体。在欢庆立春节气的同
时，为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做好准备，在通州，
喜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持续升温。

本报讯（记者 赵鹏）城市副中心已
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市级政
策赋权。记者昨天从区科委获悉，“北
京市通州区科技创新人才交流座谈会”
传出消息，副中心还会遴选具有带动及
示范性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并
给予最高300万元支持。

人才是发展的中坚力量，人才创新
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对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在区委组织部统
筹下，副中心引导区内各领域科技人才
申报运河计划、灯塔计划、北京青年学
者、外籍高层次人才资助计划、工信部
人才项目等区级、市级乃至国家级人才
项目，发挥副中心人才政策优势。

2023年，副中心出台了《通州区加
强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
实施细则》及《北京市通州区科技创新
人才资助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管理
办法》等配套文件，立项支持了10个通
州区优秀创新团队及 30名通州区杰出
青年科技工作者，并对项目经费采取包
干制管理，为科研人才松绑，激发科研
人员积极性、促进科技创新，区内科技
人才发展走出加速度。

目前，副中心科技政策为培育高质
量创新主体，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根据企业研发投入情况分档给予最高
100万元的支持；建立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对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
定、纳入“小升规”“规升强”清单的企业
分别给予10万元、20万元、30万元的奖
励；鼓励新型研发机构、重点实验室、技
术创新中心等创新主体发展，对符合相
应条件的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区重点
产业领域和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等城市
建设与民生领域，副中心支持创新主体
从事研发活动、参与副中心应用场景建
设；按照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会遴
选具有带动及示范性的科技研发与成
果转化项目给予最高 300万元支持；对
全区年度技术合同交易额前 10名单位
给予奖励支持。

副中心还鼓励科技企业孵化器、众
创空间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发展；对获
得国家级、市级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给予奖励支持；支持工程
技术、研发、设计、科技推广与技术转
移、检验检测等科技服务机构在通州区
集聚发展，对服务能力强、服务成效好
的机构给予资金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区科委今年将实施
“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伙伴计划”，拟联
合区委组织部等部门及街道乡镇，面向
副中心科技龙头企业、科研单位、创新平台、新型研发机构等
创新主体，探索推出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定向围绕创新主体
的研发需求，开展资金支持、场景推广、人才招引、研发服务
对接等全方位服务。

与此同时，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方面，目前副中心已争
取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市级政策赋权，这有利于全
区更好的把握评审规则，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申报。

大会还邀请北京中科盛康科技有限公司江乐阳等五位
作为“通州区 2023年科技创新资助计划入选优秀创新团队
代表”进行授牌，邀请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徐福明等五位
作为“通州区 2023年科技创新资助计划入选优秀创新团队
代表”颁发荣誉证书。

今后，区科委将定期开展人才交流座谈会、人才沙龙等
活动，按年度滚动支持区内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及杰出青年
科技工作者发展，以科技创新人才引力形成副中心高质量
发展合力，夯实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支撑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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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项目建设““加速跑加速跑””

冬日，潮白河结冰的河面上，厂通路潮白河大桥项目正在争分夺
秒加紧施工。站在施工搭起的栈桥上眺望，河岸两侧的引桥已初具
规模，向远处延伸。向东，是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已经通车的厂通
路；向西，则是通向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怀路。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项目，厂通路是加强京冀两地公路交通
联系的重要通道。”厂通路潮白河大桥河北段项目总工程师吴国梁说，目
前，厂通路潮白河大桥的下部结构基础、墩台身、盖梁已全部施工完成，
总体施工进度已经完成了70%，项目将于今年9月建成通车。

2023年，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河北省交通
运输厅联合签署《交通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2023-2025年）》，明确将
持续推进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高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水平。

在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潮白大街站项目建设现
场，第六台盾构机“奋进号”正与一旁的“携同号”并肩战斗，共同完成
潮白大街站到高楼站的掘进任务。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线路，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
是京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项目建成后，河北三河市到北京城
市副中心最快仅需9分钟。北京城市副中心、平谷和河北三河将实现轨道交
通快速互联互通，大大拉近京冀两地间的时空距离，提升群众的出行效率。

产业协同产业协同““手牵手手牵手””

2023 年 12 月，津兴城际铁路正式开通，京津
冀区域的“高铁版图”再迎“新成员”。“轨道上的京
津冀”更加便捷，“北京研发、津冀转化”的科创产
业链加速形成。

十年来，京津冀携手打通“大动脉”，不断畅通
“微循环”。随着路网越织越密，三地间产业加速融
合，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的“手”越“牵”越紧。

联泰集群算力（三河）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在北京、生产制造在燕郊的企业，去年实现投产，产值
达到5000万元。如今，依托燕郊等地的产业基础和区
位、交通优势，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建
设燕郊创新中心，辐射带动北三县产业转型升级。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刚表
示，交通的互联互通将会使京津冀三地产业协
同、人才交流、项目互动形成更加生动的局面。
条条轨道上穿梭的不仅是高铁，更是思想和创
造的“火花”，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正
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

台湖镇“演亦市集”的舞龙表演。杜智广/摄

环球影城的中国龙造型装饰物。记者 常鸣/摄

宋庄首届新春灯会的龙灯。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