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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回来了，当时间来到春节假期的末尾，人们又打点行囊、风尘仆仆，怀揣着各种期许陆续回到北京，本报

记者陪同回家的人们，再次启程，进入全新的2024。
今天，我们重逢在春天里，在城市副中心播下希望的种子，积累蓬勃的力量……

人勤春早 开工大吉

河北沧州，东临渤海，北与天津、廊坊接壤，西
部及西南部与保定、衡水毗邻，对承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的疏解有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沧州承接了北
京迁出的多条产业链。

地相接、水相连、人相亲，十年间京津冀不断携
手书写新的时代答卷，这次回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度融合。

华丽变身 沧州“明珠”

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曾是北方最大的服装纺
织品集散地。2014年起，该市场启动腾退。

2019年 1月，北京丰台—沧州大红门市场服务
中心成立，以加强北京与河北沧州等承接地对接协
作，帮助商户京外“二次创业”。当年三月，明珠（国
际）商贸城二期正式开业，6800家北京大红门早市
商户集体入驻，至此明珠（国际）商贸城正式完成了
对北京大红门批发市场的整体承接。

现在，这里已是沧州本地人的必去打卡地之
一。这不，我二婶和四婶就相约“明珠”逛起来，“衣服
多，价格又便宜，小区出来坐公交车就到，很方便。”

那么，明珠商贸城的发展究竟如何？
“当初搬离北京的时候肯定是有顾虑的，但是

现在我感觉来到沧州是我做出的最好选择。”商户
王女士说，“这边环境干净整洁多了，我们的加工厂
也就在旁边，每天下午都能就近打版制作，附近还
有给模特拍照的地方，方便我们线上销售，真的很
贴心很周全。”

今年王女士一家都留在沧州过年，“去年我们
在沧州买了房子，定居在这里，把父母都接了过来，
过团圆年。”王女士高兴地说。

为更好地推进商贸迁移，在沧州政府与东塑集
团协力推动下，商贸城还制定了两年零租金、一年
免物业费、一套附近的成本价住宅、全国各地免费
往返班车等切实优惠的政策，也让商户们更加放
心落地。

北京上班 沧州居住

“去北京、天津，坐高铁当天都能快速往返。”跨
省通勤，已经成了不少沧州市民的日常生活。我家
邻居李萌就是其中一位，她的工作单位在北京南站
附近，从家出发步行就能到沧州西站，不到一个小
时就到北京，李萌笑称，住沧州通勤比同在北京的
同事还要方便。

近年来，沧州积极融入京津冀综合交通网，打
造“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枢纽。目前，已开工的雄
商高铁、石衡沧港城际铁路及曲港高速、邯港高速、
荣乌高速沧州段改扩建工程等重大交通设施项目，
正加快建设步伐。不断加密的路网让沧州与京津
雄及相邻城市形成“半小时”“一小时”交通圈，“同

城效应”日益显现。
我家邻居广云叔年前刚去北京中医医院开完

中药，一月一次，看病取药方便很多。“以前虽然京
津冀距离不远，但换一个城市就需要重新备案一
次，手续非常麻烦。”

2023年，京津冀取消异地就医备案，4900余家
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
7000余家定点医疗机构实现跨省异地就医普通门诊
费用直接结算。广云叔进京看病拿药方便多了。

大运河蝶变 狮城中轴线

清晨，沧州运河畔的百狮园迎来了一天中第一
拨游人。沿着健康步道行走，抬眼望去，对岸古香
古色的南川楼、朗吟楼，复建一新，傲然矗立。沧州
市运河区是全省唯一一个大运河穿城而过的城区，
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运河命名的城区。“我就是咱
运河边土生土长的老百姓，这几年运河的变化太大
了，真没想到原来的河滩地能变得这么美。”正在晨
练的市民李先生喜笑颜开。

我们一家相约南川老街，二婶和四婶特意穿上
了“明珠”淘到的新年服装，沿清风、朗吟、南川

“三楼相映”的古运河景观一路美美拍照片。和
运河北首的北京城市副中心遥遥相望，沧州运
河区同样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主阵地，无论
是百狮园还是南川楼文化街区，抑或运河公园、
园博园……如今的沧州市区段的大运河景色壮
美，繁华再现。

沧州明珠 格外鲜艳
本报记者 柴福娟

赶在节前开工的最后时刻，初八下午，在火车
站拥挤的人海里穿行，钻进了从天津往北京开的
高铁。一直不敢回头，怕对视，怕那些对家人的眷恋
的神情被看到。偷偷地回了回头，翘首遥望的双亲，
在逆光里轮廓好清晰，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但是我知
道都是不舍和眷恋。家人互相安慰：没事，天津离北
京多近呀，就像住隔壁，想见随时就到。

双城如同城 感觉越发强

这个春节，天津旅游市场迎来了一波热潮，京
津冀一体化为天津旅游市场提供了强大的客源基
础和便捷的交通条件。随着京津冀区域铁路网的
不断完善，北京、河北等地游客可以轻松地乘坐高
铁、城际、市域铁路到达天津，享受天津的海河风
光、洋楼文化、滨海新区等多种旅游资源。

同时，天津市也积极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和精品线路，与北京、河北等地的景区、旅行社等
开展了深度合作，实现了互为资源、互为市场的协
同发展。有数据统计，今年春节假期，天津市住宿、
景区、交通等订单量同比增长近3倍。外地客源主
要来自北京、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等地。天津
博物馆、鼓楼新春灯会、天津动物园、水上公园津彩
大灯会、天津方特欢乐世界等景区到处摩肩接踵。
温泉泡汤、SPA按摩、茶馆品茗等休闲养生消费也备
受青睐，成为春节期间放松身心的热门选择。茶馆
听相声，享受欢乐新年，天津茶馆的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 450%，“相声”的搜索量同比去年增长 211%。
京津冀一体化为天津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红利。

北京游客 带火津门

这个春节天津有多火，家住古文化街对面的
我那是深有体会。我们家每天多了一个“哏儿”节
目——“隔着窗户看人”，看古文化街乌泱泱的游
客如潮水。乐归乐，我其实打心底里为家乡这如
沸的文旅热乎劲儿高兴。当然，也有“烦心事儿”，
心心念念的几个餐馆这次全都没吃到，本来是满
怀期待，但是一看那等位的大长队，上前一问，好
嘛，上午十点就开始排队，还好聪明如我，赶紧点
外卖直接送到家。

不过大年初六，我们还是按捺不住挤进了古
文化街感受人潮热情。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
三的盒子回家转，这几乎是北方各地的统一年俗，
不过，按着天津的老例儿，初六也是一个有讲头儿

的日子，那就是“初六溜百病”。这天来古文化街
的人一眼看不到头，人群互相推着走。桂发祥
麻花人手一套，耳朵眼的炸糕排队一小时，龙
嘴大茶汤今年应景儿那是一碗接一碗地做，热
气腾腾……人群中，北京话不绝于耳，停车场里
京津的车牌也比比皆是。还有通州的同事跟我
打听天津攻略，跃跃欲试要来玩。一京二卫三通
州，自古是一家。

谈到这个京津冀的一体化这个话题，我还和
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孙豫简单聊
了几句。孙教授说，好久没有见到这么热闹的
春节了，真切感受到北京跟天津的同城化程度
越来越高，这不,一位北京的朋友早上突发奇想
要来天津看展览，坐上城际列车换地铁就到了
天津市文化广场的美术馆，晚上坐着高铁直接
回京了。除了生活便利，文化交融更日益深入，
都市圈的不断融合既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显著
成效，同时又反哺京津冀协同发展。

京津双城 如同一城
本报记者 仲晓丹

大年三十的凌晨，我值完最后一班岗，此刻早
已归心似箭。6时 35分，我踏上归乡之路。计程
车、地铁、大巴、私家车……中午 11 点，我到家吃
上了午饭。从北京通州到唐山滦南，这个速度
不可谓不快，不过，若等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落地，从副中心站到唐山站一线贯通，
我想，还会更快。

英雄唐山 快乐无边

提起唐山，大家脑海中浮现的第一印象应该
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以及钢铁产业的兴盛繁
荣。唐山有的，滦南自然也有，这两者给予了滦南
人坚韧的品格。不过，除了这些，这块热土上还有
发达的渔业，更孕育了“冀东文艺三枝花”。

20世纪50年代起，滦南就是渔业大县。“潮来
拍岸浪如山，潮落渔人满海湾。张得鲜鱼三百尾，
一时齐唱棹歌还。”这首晚清举人、《滦县志》总纂
张凤翔的咏海诗，反映的便是滦南海洋文化。而
如今，滦南借势京津冀协同发展，提速发展，海洋
产业逐步壮大，我们这儿的嘴东渔港是河北省最
大的中心渔港，与曹妃甸工业区仅一河之隔，年产
各类海产品9万吨。

平日里去镇上，一路上都是各种水产摊，多半
产自嘴东渔港。渤海对虾、皮皮虾、面条鱼、章鱼、
鲈鱼……应有尽有，便宜又新鲜。我家常光顾的
是于师傅的摊位，过年回去买海货，他那儿老热闹
了，生意格外好，他说赶在年前从嘴东多进了些海
鲜，对虾、皮皮虾销量都不差。逢年过节团圆宴，
这些总是滦南人饭桌上的佳肴美味。今年大年初
一，我家饭桌上放了满满两大盆的对虾、皮皮虾，
十几口子边吃边唠，快乐无边。

京津宾朋 乐游滦南

亲友告诉我，嘴东现在越来越有名，这处“隐
藏版美食地图”眼瞧着就要捂不住了，常有京津近
邻来这儿钓鱼、买海货、吃海鲜。

除了渔业的兴盛，滦南文化气息也十分丰厚，
我们这是评剧之乡，也是靳派乐亭大鼓创始人靳
文然、皮影大王张绳武的故里。

提起滦南您也许不熟悉，但提起评剧、靳派乐

亭大鼓、皮影，华北地区的人们一定不陌生。三者
均是源自清末的民间艺术，尤其前两者都被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滦南的成兆才评剧
团影响力颇大，年幼时常听父辈讲他们赴京演出，
随着人们对民间艺术的关注不断增加，这些老曲
艺如今也都焕发新风采。

这个假期，滦南各处喜迎春节，评剧、靳派乐
亭大鼓、皮影是活动常客。评剧传承人唱词悠扬
婉转，一双杏眼黑白分明、楚楚动人，乐亭大鼓擂
鼓铿锵有力，皮影人在一双巧手下活灵活现。

我年幼时，镇里没有什么娱乐活动，逢年过节
镇里会有演出，那会总是人潮涌动，偶尔家长抢到
票，带我去看，评剧跟靳派乐亭大鼓总是舞台上最
耀眼的存在，那时看不大懂，只觉新鲜热闹。长大
后，这类演出难有空闲去看，却成了记忆中最难忘
却的乡音乡情。

唐山滦南 海货尝鲜
本报记者 张钊齐

冰雪消融，春回大地。正月初八这天，我乘上
火车，从家乡齐齐哈尔出发返回北京。爆竹声声的
年夜仿佛还在昨天。

烤出烟火气 洗去一身尘

东北过年，必先营造出红红火火的氛围感，主
要街道全挂上彩灯，采购年货的人群挤满市场。出
租车司机郭师傅告诉我，过年是旺季，“一条道儿上
全是招手的”，今年生意更是火爆，因为外地乘客明
显变多了。

哪里好吃、哪里好玩？当地人说：上冰、洗澡、
小烧烤。

想玩得“得劲儿”，东北人自有一套流程。白天
去天然冰场劳动湖上滑滑梯、玩冰车，晚上温度变
低，就去看冰灯。在我的记忆里，每逢春节，龙沙公
园总会竖起一排排晶莹剔透的雕塑，在七彩灯光下
梦幻而美丽。洗澡一定排在烤肉后面，正好洗去一
身疲惫和炭火味。

这个冬天，黑龙江火了“尔滨”也带动了“哈
尔”。要说今年春节最大的不一样，烤肉店老板
和搓澡阿姨都说，外地游客尤其多。我想，是哈
尔滨的出圈给周边城市带来了机遇，但当我坐
上返京的列车，我突然意识到其中还有更深刻
的意义。

华北到东北 天堑变通途

父母那一辈人，只有看病、访友、公务这样特殊
理由才会去一次北京，坐一趟K 字头慢车，在铁轨
上晃晃悠悠 30 多个小时，下了车腿都发软。我小
的时候，家人带我去北京旅游，买 T 字头列车卧
铺，睡一晚就到了天安门。现在我在北京工作，买
单程 6至 8个小时的高铁就回了家，坐飞机则只需
一部电影的时间，在通州南大街买的咯吱盒，到家
仍然香脆。

身边去北京发展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他们还

会带着北京的朋友到东北来玩。如今大家聊的
都是城市副中心和京津冀。大家说，现在北京市
内通勤越来越方便，从通州站到北京站、西站、南
站都有早晚通勤列车，不必再挤公交。大家也说
京津冀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以后京津冀之间通
勤也能像北京市内一样方便。带着老人来北京
旅游，老人们说北京变了，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可
是又好像没变，天安门、故宫、胡同仍然充满老北
京的独特风情。

天堑变通途，天涯若比邻。人的流动将不同地
域联系在一起，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到春意融
融的华北平原，是我的返京之旅，也是来自两个地
区的遥远握手。

春回大地 想念通州
本报记者 王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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