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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

青铜其实是红铜、锡、铅的合

金，在中国古代称为“金”或者“吉

金”，距今已有 5000多年的历史，其

在商、周时期迎来青铜器铸造的鼎

盛时期，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器。

古时，青铜礼器在举行祭祀、宴飨、

征伐和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彰

显了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与权力。

而从春秋战国开始，青铜器作为礼

器的特性逐渐消失，更多以日常生

活用品出现。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正在展出的

藏品中，既有簋、鼎、爵等商周时代

的青铜器，也能看到精美的铜镜，还

有明清时期精美的铜香炉。这些器

物或是祭祀等场合的用品，或是百

姓的日常生活所需。

出土于北京最古老帝王陵的铜坐龙

位于主楼二层 3展厅的金代铜坐龙是参观者眼中
的“明星”。

这件铜坐龙昂首闭口，口中衔一铜珠，两条前腿直
立，弓身而坐，尾巴上翘。“坐龙”一词出现于宋金时期的
文献中，后演变为“蹲龙”，是踞坐状龙的统称。铜坐龙
有何用途，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目前的观点有
车辇装饰物、帐顶装饰物、建筑构件等用途。比如据《金
史·舆服志》记载，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六年（公元1166
年）重新审定皇帝所乘坐的车，规定将本朝以前所用之
金辂（皇帝乘坐的大型豪华车辆）轼上坐龙改为凤，表明
铜坐龙实物曾用于皇室御用专车座前扶手的横木上。
又据记载，大辇顶轮上有银莲花、坐龙。可见，此类铜坐
龙还曾被用在马车的顶轮上。目前我国已经出土的金
代铜坐龙均属金代都城、皇陵或皇家行宫，所以铜坐龙
应为具有皇家性质的专属类器物。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铜坐龙出土于房山区金
陵遗址，这是北京地区发现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帝王
陵寝，埋葬了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等五位金朝皇帝，现场
发掘出铜坐龙、汉白玉石椁、金丝凤冠等珍贵文物。据
历史记载，埋葬着完颜阿骨打的金陵原在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的阿城区，金朝建都北京后，于公元 1155 年迁
陵于此。

1990 年在北京金中都遗址也出土了一件铜坐龙。
这件铜坐龙龙身底部有四个钉孔，内有铁锈的痕迹，由
此推断，此物应是固定在某种器物上的饰件。北京出土
的这尊铜坐龙，其总体造型和制作工艺同金上京阿城出
土那尊坐龙极为相似。但也许是北京地理位置更靠近
中原地区的原因，所以它更多地吸收了宋代中原流行的
龙形特点，整个形态更像只蹲坐的猛虎。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北京建城史的新证据

还是在第3展厅，一进门就能看到一件重器。这件
出土于房山区琉璃河燕都遗址的作册奂鼎来自西周早
期，即公元前 11 世纪中期至公元前 10 世纪中期左右。
这件文物是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的重要考古新成
果之一。

作册奂鼎与同一墓葬出土的尊、爵、卣、觯，这 5件
青铜器器内铸造的铭文内容大体一致。记录了太保前
来燕地筑城，在燕侯宫举行祭礼并赏赐作册奂贝币，而
作册奂为祭祀父亲辛而铸造青铜器的史实。其中作册
为官名，掌管著作简册，奉行国军诰命，奂则是人名。

这件文物的铭文内容与1986年同在该遗址出土的
西周克盉与西周克罍内部的铭文互相印证。克盉与克
罍均为当时的酒器，考古人员在两件文物器盖与文物内
均发现了 43字的铭文，大致内容就是记载西周初年周
成王册封燕侯，以及授民授疆土的史实。这与作册奂鼎
内部的铭文相呼应，是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的新证据。

不仅是器物内的铭文，商周时期青铜器上面的纹饰
也十分精美。博物馆三层“沧海撷珠—北京市文物交流
中心珍藏文物展”中的青铜器单元，有一件西周时期的
铜饕餮纹簋。这件文物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仔细
看，簋口沿下两兽首耳间置对称突起的兽首，器身两侧
饰饕餮纹，圈足饰一周夔纹，腹内铸有铭文。饕餮纹又
称兽面纹，是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纹饰，代表了青铜器
装饰图案的最高水平。大部分学者认为，当时的统治者
用青铜器纹饰的“狰狞恐怖”来表达王权的神秘威严，让
人望而生畏。

北京地标性的美食街叫簋街，簋便是当时食器的一
种，用于盛放煮熟的黍、稷、稻等食物的器具。最初的形
态是无耳簋，逐渐发展后形成了可以手持的双耳簋、方
座簋等，随后又出现双耳方座簋和四耳方座簋。同时簋
也是祭祀和宴飨等礼仪活动中的重要礼器。

日常生活中的青铜器

从春秋战国开始，青铜器作为礼器的特性逐渐消
失，转而多以日常生活用品的形式出现，除了常见的鼎、
尊、爵等，精美的铜镜也是一大品类。历经岁月沧桑，虽
然这些镜子已没有照面的功能，但是其背面各具特色的
纹饰，依旧是历史爱好者们的心头好。

一件唐朝的缠枝莲飞凤纹透腿铜镜引起了记者注
意，铜镜背面主要为缠枝莲纹，莲纹之间点缀四只凤鸟，
每一只都口衔花枝单腿立于一朵莲花之上，而边缘装点
流云纹。这件铜镜的亮点是名称内的“透腿”，仔细观看
能看出，每一只凤鸟立于莲花的腿均采用透雕手法，即
凤腿与铜镜背面有镂空缝隙，说明制作者技艺精湛，这
件文物也是唐镜中的精品。另一件隋朝的四神十二生
肖纹铜镜则不仅在镜背面中心位置雕刻了青龙、白虎、
朱雀、玄武，而且在边缘位置雕刻了十二生肖。据史书
记载，以十二生肖纪年最晚为东汉兴起。

中国古代铜镜有 4000余年的历史，是古代人民日
常生活的用品，铜镜的形制、纹饰、铭文等内容蕴含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内涵。铜镜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
齐家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铜镜大为发展，汉代铜镜纹饰
繁复、制作精细并达到了铜镜的鼎盛；隋、唐时期铜镜的
制作取得长足的进步，随后便进入缓慢发展时期，直至
清代后期被玻璃镜完全取代。

也是从隋、唐时期开始，青铜器的影子越发少见，精
美的瓷器、书画等占据了文物的主流。然而在明朝宣德
年间，宣德帝命宫廷御匠设计和监制香炉，精选金、银等
几十种贵金属，并与红铜一起经过十余次精心铸炼，制
成的铜香炉线条优美，皮色多样；其款式古朴典雅，特别
是铜香炉的选料极尽考究，成为后世铸造香炉的典范。
不过由于宣德年间的宫廷铸造的原器流传极少，此后人
们将“宣德炉”比喻为精美铜香炉的统称。一件清朝的
铜洒金蚰龙耳圈足炉便是“宣德炉”的经典式样之一。
这件文物呈圆形，两侧安装有蚰龙耳。文物的皮壳枣红
色，器身表面分布着散碎的雪花金。雪花金是指在器物
的外部敲上小块金箔，谓之生金，金块大小相间，小者呈
星点状，大者如片状，似金色的“雨雪”相加，熠熠生辉，
极尽富丽豪华状。

铜洒金蚰龙耳圈足炉铜洒金蚰龙耳圈足炉

缠枝莲飞凤纹透腿铜镜缠枝莲飞凤纹透腿铜镜

铜饕餮纹簋铜饕餮纹簋

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四神十二生肖纹铜镜

铜坐龙铜坐龙

作册奂鼎作册奂鼎 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常鸣常鸣

问题一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政策的

通知》里规定的“近一年有在通州区缴纳社保、个
税记录。”

购房者问：我今年2月份把社保从通州区迁到了
朝阳区，还能在通州区买房子吗？

通州区住建委答：您只要符合北京市限购政策，
能够提供近一年的通州区社保缴纳记录并签署承诺
书就可以购买。

副中心各领域开足马力不退不让
本报记者 冯维静 赵鹏

人勤春来早 冲刺开门红

重点项目：
六环高线公园力争年内开工六环高线公园力争年内开工

6月底前，完成三大文化设施共享配套设施、路县故城遗址展示工程、北人厂
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年底前，实现玉桥家园中心、漷县集租房项目开工……记者
从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北投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季
度，北投集团进一步加强项目投资调度，落实“开门红”任务，全力推进晟景、云帆、
北人厂、六小村安置房等在施项目建设，加快北投大厦等基本完工项目收尾工作，
完成云帆、北苑家园中心2个项目的地价款纳统。1-2月，北投集团已完成固定
资产投资纳统11.4亿元，预计一季度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纳统31.4亿元。

按照全年工作任务部署，北投集团高质量推进已开工项目的建设实施：
6月底前，完成三大文化设施共享配套设施、路县故城遗址展示工程、北人
厂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年底前实现玉桥家园中心、漷县集租房项目开工，开
展“两院”、北苑家园中心、云帆项目主体结构施工，完成台湖图书城提升改
造、南火垡集租房项目建设；确保人民大学周边道路与人民大学主体建筑同
步交付使用，满足通行需求。

全力推进前期谋划项目开工建设，力争六环高线公园上半年明确投融资
模式及实施路径年内开工；瓮城遗址广场年内实现拿地并开工；国际数字港
项目将按时序完成国有地块资产收购、集体合资公司筹备设立。

大力推进储备项目的研究，力争成熟一个实施一个。城市运动中心、张
家湾古镇、大运河源头岛等前期工作项目，力争年内谋划成熟推向市场；探矿
机械厂、京城机电等城市更新项目，力争年内达到收购条件，“腾笼换鸟”盘活
副中心老旧厂房；绿心体育馆、绿心会议中心等远期规划储备项目，做好统筹
研究，尽快稳定产业、规划等前期要素。

加大产业投资力度、带动城市副中心产业集聚发展。北投集团将继续坚持
运营城市的发展理念，联合区属企业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进一步加大在区
域招商引资、产业引入等方面的投资力度。同时，重点做深做实三个特色小镇
加速产业集聚：加快打造副中心演艺明珠，发挥音宇宙、北京交响乐团引领作
用，吸引更多演艺机构入驻，丰富文化演艺业态；加快张家湾设计小镇基础设施
建设，打破小镇产业发展瓶颈，用好“两区”政策优势，吸引优质龙头企业入驻，
加速高端产业资源集聚；发挥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实施主体作用，统筹开展拿地、
投资、建设、运营工作，尽快完成小镇中区8个地块的定制化产业方案，推动项
目落地，快速聚集艺术产业、汇集艺术人才、提升艺术氛围。

推进一体化进程、深入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按照市委市政府要
求，今年北投集团将做好潮白河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代建工作，力争上
半年实现开工；加快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前期工作，年底前先行启动区开工
建设，共建大尺度生态绿洲。

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荼，先进制造业总产值同比高速增长，科技创新领域制定“三量齐升”行动计划……北京城市副中心
各领域正全力冲刺一季度“开门红”，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牢基础、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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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记者 李祺瑶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同志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抵达北平，在清华
园火车站下车。75 年后的 3 月 25 日，
相同的地点，京冀两地文物局共同举办

“进京赶考之路”革命文物主题游径贯
通仪式，沿线 7 处重要革命旧址实现

“串珠成线”，两地红色文物保护利用成
果亮出来。

清华园车站旧址前，巨型画轴展
开，图上弯弯曲曲的线路串起西柏坡中
共中央旧址、河北省唐县淑闾村、党中
央进京前毛泽东住所纪念址、涿州火车
站、清华园车站旧址、颐和园益寿堂、双
清别墅7处重要点位。随着“进京赶考
之路”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全线贯通，观
众可以按照游径线路图，重走“赶考之
路”，感悟初心。

作为此次主题游径的首批观众，由
京冀两地专家学者、媒体记者组成的探
访团提前两天从西柏坡出发，沿线探
访，沿途每一处红色遗迹都焕发着
活力。

西柏坡纪念馆内，“进京‘赶考’——
纪念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 75周
年专题展”上，300余张珍贵历史照片、
54件文物展品，通过7个单元全面回顾
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进京“赶考”、
建立新中国的光辉历程。该馆陈列保
管部主任周艳芝说，展览中有不少展品
是首次亮相，如三大战役期间3位战士
的“立功证书”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
有温度的历史‘拼图’，还原更多‘赶考’
路上的细节。”

寻迹红色脉络，探访团按照 1949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机关赴北平车队的行程，前往淑闾村。

“毛主席当时住在烈士李登魁家，几个挎盒子枪的小战士用门
板给毛主席搭起一张木板床。”讲起当年的历史细节，河北省
唐县唐尧文化研究会会长韩海山打开了话匣子，“前半夜，毛
主席把木板床当作办公桌，坐在煤油灯旁，和县、村干部座谈，
了解土改后的农民生产生活状况。送走大家，他又继续工作
到深夜，第二天清晨便离开了。”

河北省涿州市三义小学操场北侧，有一座青砖灰瓦的建
筑。这是党中央进京前毛泽东住所纪念址。“1949 年 3 月 24
日晚，‘赶考’队伍到达涿县留宿，25日凌晨改乘火车前往北
平……咱们现在所在的小套间，是毛主席当年住宿的卧室和
秘书工作室。”一群小学生跟随文史专家的讲解，仔细端详展
室内的书桌、木椅、床等文物。

“桌子上放着笔筒、砚台、煤油灯，我好像能看到当时革命
先辈挑灯工作的场景。”三义小学四年级学生龚菀若说，“我要
传承好艰苦奋斗的精神，好好学习！”

从涿州火车站到清华园车站旧址，再到颐和园益寿堂、双
清别墅……一处处红色地标，在创建新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清华园车站旧址内，观众安语默走进复原的
候车大厅，在售票处窗口前打印了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老车
票”，作为此行的专属纪念。他说：“一路追寻先辈的红色足
迹，收获很多感悟。我要沿着先辈指引的方向，走好自己的

‘赶考’路。”
当天，沿线多家革命旧址、纪念馆联合发起了“进京赶考

之路”文物保护传承利用倡议——以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
带动京冀两地不可移动文物整体保护利用、创新发展。两地
将建立“进京赶考之路”革命文物保护协同机制，促进革命文
物保护利用跨地域、跨领域交流与合作，推动革命文物与红色
旅游融合发展，展示京冀协同发展成果，讲好新时代“赶考”
故事。

通州区发布调整优化商品住房销售政策指引
通州区住建委就购房者关心问题进行解答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为进一步有序有效有力促进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和人口向城市副中心疏解，更好地实现职住平衡，北京市深化“一区一
策”精准施策，自2024年2月6日起调整优化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政策。同时，为便于各方准确理解和把握政策，日前，市住建委和通州区政府制定
并发布了《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政策的通知》政策指引。

昨天，就购房者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通州区住建委相关人员结合事例进行了解答。

问题二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

房销售政策的通知》里规定的“符合
北京市住房限购政策的购房家庭

（夫妻双方及未成年子女），家庭成员中任一人符
合在通州落户或就业的认定标准，该家庭即视为
在通州区落户或就业。”

购房者问：我和爱人都是外省市户籍，我和爱
人以及子女名下都没有房子。我已经在朝阳区工
作 7年，社保也是在朝阳区上的，但是我爱人在通
州区工作，我们可以买通州区的房子吗？

通州区住建委答：可以，首先您符合北京市限
购政策，您爱人符合在通州就业的认定标准，所以
您的家庭可以购买通州区房产。提供婚姻证明及
您爱人的劳动关系证明材料并签署承诺书即可。

问题三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

区商品住房销售政策的通
知》里规定的“正在建设中
的办公、经营场所，土地出
让合同为通州区。”

购房者问：我是北京市户籍家庭，在银行
工作，现在我们总行已经迁往通州，且购买土
地正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完成后会到总部工
作，由于工作原因想在通州区购买第二套房
产，是否符合现行购房政策？

通州区住建委答：符合，您需提供银行与
通州区签署的土地出让合同复印件及银行人
事部门出具的您在通州区工作的证明并签署
承诺书即可。

问题四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

房销售政策的通知》里规定的“符
合前述条件的企业人事部门出具
工作证明，被派驻通州区工作的。”

购房者问：我符合北京市限购政策，目前在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工作，但是缴纳社保不在通州
区，可以在通州区购买房产吗？

通州区住建委答：可以，只需要您在的医院
人事部门出具在通州院区工作的证明并签署承
诺书即可。

问题五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政

策的通知》里规定的“办公、经营场所（商业、
办公、写字楼等）的购买合同、不动产登记证书、租赁合同，场
所地址为通州区。”

购房者问：我是外省市户籍家庭，所在的公司注册地在朝
阳区，已在朝阳区缴纳6年多社保。目前公司派遣我在通州区
经营场所工作，是否可以在通州区购买家庭首套房产？

通州区住建委答：可以，您提供公司在通州区经营场所（商业、
办公、写字楼等）的买卖合同或不动产登记证书或租赁合同，以及
公司出具您在通州区办公场所工作的证明并签署承诺书即可。

问题六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政策的通知》

里规定的“近一年有在通州区缴纳社保、个税记录。”
购房者问：我是外省市户籍家庭，2022来北京，

目前已经在通州区缴纳2年多的社保，是否可以在通州区购房？
通州区住建委答：不可以，目前您不符合北京市的限购政

策，所以不能在通州区买房。

问题七
针对《关于调整通州区商品住房销售政策

的通知》里规定的“符合前述条件企业的法人、
股东，个体工商户经营者，非法人组织负责人。”

购房者问：我2018年从老家来北京创业，在朝阳区开了
一家饭店，已经在朝阳区缴纳5年多社保。现在饭店迁移到
通州区，营业执照注册地在通州区，可以在通州区买房子吗？

通州区住建委答：可以，您提供营业执照并签署承诺书即可。

副刊·文化

多措并举，区经信局正力促副中心实现“开
门红”，助推各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该局
获悉，从今年 1至 2月份统计数据看，副中心先进
制造业的整体行业形势向好，总产值同比高速增
长。对今年一季度产值净增的企业，最高可获
100 万元奖励，相关奖励政策也即将启动申报
工作。

为保障今年副中心高精尖产业发展开好局、起
好步，区经信局通过召开企业座谈会、制定激励政策
等多种形式，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全力冲
刺一季度“开门红”。

在惠企政策方面，区经信局已研究制定了《通
州区高精尖产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针
对一季度“开门红”政策进行全面优化。根据这一

《实施细则》，区经信局将对2024年一季度产值净

增量在1000万元（含）至5000万元的企业，最高奖
励50万元；净增量在5000万元（含）至1亿元的企
业，最高奖励80万元；净增量1亿元（含）以上的企
业，最高奖励 100万元。同时由外省市或本市其
他区新迁入的规模以上的、本区内首次升规的先
进制造业或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给予最高一次
性 10万元奖励；对于新引进的企业，注册当年达
到规模以上的先进制造业或软件信息服务业企
业，还有额外给予一次奖励。

此外在企业服务方面，区经信局则联合张家
湾、潞城等属地政府举办了 12次线下座谈会，对
接重点企业 200余家次；鼓励副中心重点企业聚
焦各自领域赛道，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不退不让”
锚定发展目标，助推通州区高精尖产业高质量
发展。

日前，通州区召开科技创新大会暨科普联席
会，提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高水平科技创
新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全面提质提速。

会上，区科委党组书记、主任郭澜涛发布了
《北京城市副中心科技创新“三量齐升”行动计划
（2024-2026年）》。未来三年，副中心将实施创新
资源聚集提“密度”、科技辐射带动增“强度”、企业
科技创新拓“深度”、创新创业服务延“广度”、科技
营商环境升“温度”等五大行动。计划还明确细化
17项具体措施，促进科技创新资源总量、增量、质
量“三量齐升”。

这次行动计划的发布也是科技领域落实区委
区政府“11311”工作体系，答好市委“二十年之问”的
重要举措，通过科技创新发展来促进高水平城市建

设、高质量经济发展、高效能社会治理。
同时，区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王本禄发布了

通州区科技创新伙伴计划。
郭澜涛还安排部署了2024年全区科普工作重

点任务，包括加强区域科普能力建设，提高基层科普
工作的质量和水平；深化开展品牌科普活动，提升重
点人群科学素养；推动科普创新发展，加强科普资源
建设和利用等。

据介绍，今后副中心将全面提高科技创新水
平，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副中心产业高质
量发展。此外，副中心还将构建多元化投入机
制，加大财政对科普事业支持力度，提高科普经
费投入水平，推进科普理念创新，推进科普内容
创新。

先进制造业：
企业最高可获百万元奖励企业最高可获百万元奖励

科技创新：
““三量齐升三量齐升””行动计划出炉行动计划出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