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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倚剑

就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就在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里，，燃灯塔下开办了一场热闹的非遗市集燃灯塔下开办了一场热闹的非遗市集，，来自大运河沿线省市的非遗相聚一来自大运河沿线省市的非遗相聚一
处处，，展示着古老文化和技艺的魅力展示着古老文化和技艺的魅力。。

作为通州区代表性项目之一作为通州区代表性项目之一，，车志红的民间土棋引发人们爆棚的好奇心车志红的民间土棋引发人们爆棚的好奇心。。五花八门的土棋从哪来五花八门的土棋从哪来？？怎怎
么下么下？？背后有什么故事背后有什么故事？？记者走进车志红的工作室一探究竟记者走进车志红的工作室一探究竟。。

田间地头的棋

一间四层小楼，既是展示厅、图书馆，
也是工作间。白板上是放大的象棋棋盘，
桌上是未下完的残局。车志红踩着凳子
自高处取下一大摞棋盘，“苹果棋”“雨燕
棋”“十二连”……各式各样，眼花缭乱。

“目前我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棋大概
有八九百种。这些棋名字各不一样，实际
上可以根据玩法和目标分为几个类型，包
括围堵类、吃子类、成形类、占地类、封堵
类、到达类等。咱们平时下的五子棋就属
于成形棋，围棋则属于占地棋。”说起与棋
有关的知识，车志红如数家珍。

这八九百种棋，都是车志红从十几岁
时就开始收集的，经过大约四十年的努
力，形成如此规模。有这样的毅力和热
情，都因为他打小儿就是个棋痴。

“小时候家住北京城里，但我喜欢往
城外跑。那时通州这边都是村庄和田野，
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割草放羊，闲了就到地
里找东西吃，生韭菜、生茄子这类蔬菜不
用说，玉米秆也能吃，地里哪一根吃起来
甜滋滋，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在地里吃
饱了、跑累了，孩子们就坐下来，捡堆石
子，掺着果核、种子，在土地上划出方格子
下棋玩。那会下的棋都是村里人口口相
传，或者现想出来的玩法，规则常变，一天
一个样。今天用石头下棋，明天就用野
果。同样的玩法，今天三个小伙伴，分三
堆棋子，明天人多了，就多找些石头，棋盘
多画些格子，孩子们能兴致勃勃地玩上一
下午。

“土里翻出来的棋子，土地上画的棋
盘，可不就叫‘土棋’！”车志红笑着说道，
这也道出了“土棋”的特点，即它们都来自
田间地头，朴素而简单，灵活而多变。

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年代，老百姓的
娱乐简单纯粹，图的就是一个方便快捷，
往往就地取材，石子、树枝、草梗都化作民
间游戏的道具。对于土棋来说，田间地头
能看到的一切皆可入棋，棋子就是人们的
所见所感，比如西北地区的虎羊棋等棋
类。广阔大地处处是棋盘，玩法和规则由
人而定，无需随身携带器具，无需费时解
释玩法，随时随地摆上一局，三五分钟即
可分出胜负，一下午能杀上几十盘，大家
轮流上阵，玩得过瘾。这些特点都赋予民
间土棋无限的生命力。

乡土生活的棋

对车志红而言，下棋不仅是童年的乐趣，更是他与
家的羁绊。

他的父亲和爷爷都爱棋。家里保留着一块厚
厚的方石棋盘，石面刻出五行五列方格，几代人在
这方棋盘上度过闲暇时光，但谁也说不清它究竟有
多少年的历史。

长大后，借着工作机会，他开始到全国各地收集
棋、研究棋，在一方棋局中花费了许多心思。北京地区
的棋是他最关注的，在各区之中，他认为又属通州的土
棋最为丰富有趣。

车志红将收集到的棋盘摆开，满满一大桌，其中有
“十二连”“西瓜棋”，也有“撑大肚”“二十人打虎”“鸡毛
蒜皮大肚鲶鱼”，这些名字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

“其实，‘撑大肚’的棋盘为方形，内套一个圆形，先
占住四角者为胜利。‘撑大肚’体现了过去老百姓盼望
吃饱饭的一种朴素心愿。‘赶大集’以到达为胜，因为赶
集总是有先有后，先到者无论买卖都具备优势。至于

‘鸡毛蒜皮大肚鲶鱼’则类似于成语棋，下棋人持棋数
格子，念着‘鸡毛蒜皮’，在第四格落子，如果格子里有
别人的棋子就吃掉，这也是在告诉人们胸怀大度，不去
计较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车志红一一解释。

小小一盘棋，不仅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体验和
经验，还讲出了生活道理，好玩有趣，意味深长。

车志红多年走街串巷，拜访老人，寻访消息，聆听
故事，将相近的棋种重新归纳整理，得到了约 20种通
州土棋。这一数字在北京市各区中是相当高的。“通州
有句俗语：‘男子打鱼女子下棋’，说明从前下棋是非常
受欢迎的活动。许多棋种不仅有人记得，而且有实物、
有玩法，还能找到人对弈，这在如今是特别难得的。”他
研究发现，其他各区留下的土棋中，还有不少与通州土
棋相近，应当为同类玩法的变种，说明市内各区玩家间
的交流也很多。

现在，车志红已收集了大约三四十副通州出产的
老棋。其中，一副民国时期的“十二连”非常独特。纸
质棋盘和外壳已经泛黄，木制棋子色彩略显黯淡，捧在
手里，仿佛能看到百年前棋手执棋对弈的场景。

虽然万物皆棋局，但不少土棋其实也是有专门生
产厂家的。

车志红收集的这些老棋基本都出自当时的“通县
郎府小辛庄木制棋厂”。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正是
棋厂兴盛之时，每年生产一百多万副棋，行销全国。当
时通州棋厂生产的棋种类繁多，成语棋、旅游棋、十二
生肖棋，各种花样不亚于今日的棋类市场。

车志红认为，通州区丰富的土棋资源为棋厂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因此棋厂能够不断推陈出新，
生产出多种多样的创意新棋，在全国市场中占据一
席之地。

充满创意的棋

沉浸土棋几十年，车志红在通州土棋棋坛颇
有名气。“从小就下棋，对规则和玩法已经相当熟
悉了。和别人下通州土棋，我的赢面还是比较大
的。”车志红的语气中带着几分骄傲。

下棋既为娱乐，也分高下。不过对于深入研
究了几十年的车志红来说，下棋已经不限于“棋”
本身，更是一种规则的博弈。“万物皆可为棋。棋
子、棋盘的形式有千百种，规则才是棋局的实
质。看明白、弄清楚这一点，才能算是把棋给下
透了。”车志红总结自己多年来下棋的经验，认为
下棋的关键就是对规则的理解和形成自己的逻
辑。吃透规则，才能针对规则找到合适的落子之
处，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布局逻辑，从而破解对
方的逻辑，从对手的角度思考下一步动作，再回
到自己的逻辑作出应对。下到最后，就是在比拼
对未来的预判，谁看得远、看得准，自然获胜的概
率更高。

“都说世事如棋，棋如人生。下棋其实就是在
培养人的认知，培养记忆力、逻辑判断力、观察能
力和冷静思考的能力，对下棋者的思维方法有潜
移默化的影响，进而影响到现实生活中的处事方
法。所以下棋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尤其适合孩
子们。”如车志红所言，他现在正在努力让土棋重
回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回到孩子们的桌上手边。

在基本玩法和规则的基础上，车志红选择融
入不同文化内涵和故事背景。他随手拿出厚厚一
沓纸张和一大袋五颜六色的棋子，这都是他设计
开发的新棋，有些已经成型，有些还在设计阶段。

以古都北京为背景的棋盘将北京老城平面图
搬上纸面，中轴线清晰可见，紫禁城的宫殿、城市
内的钟鼓楼均在其中，落子其上，就像在探索老城
的过去；“停车棋”设置“停车场”和“出发点”，棋手
分别移动棋子，先将“车”停入“停车场”者获胜，受
到小朋友们的喜欢；“雨燕棋”则是“鸡毛蒜皮大肚
鲶鱼”的变形，玩法虽相似，但植入了野生动物保
护的相关知识点，孩子们既收获了欢乐，又学到了
知识。

车志红在传统华容道基础上，融入红色文化，
创作了“长征路”滑块棋，玩家需通过移动“乌江”

“大渡河”“赤水”等滑块，让“红军”滑块安全抵达
终点。这款棋被选入了北京礼物，成为北京市向
外推介的文创好物。

五十多年的棋史是车志红不断创新、开发新
棋的“底气”，对文化和社会的关注是他推陈出新
的动力。对他而言，文创开发是让人们重新注意
土棋，使之再焕生机的办法，也是让土棋跨越乡土
的局限，实现更高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路径。

本报讯（记者 骆倩雯 陈施君）昨
天，北方本轮高温天气愈演愈烈，北京
也不例外。高温橙色预警下，代表“北
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冲至
36.9℃，再次刷新今年新高。昨晚，通
州区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
较大，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突如其
来的雷雨稍稍拖慢了高温袭来的节
奏，昨日傍晚至夜间的温度在 21℃至
27℃，体感较为舒适。今天高温天气
将达到鼎盛，预计北京最高气温将达
38℃。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防暑降
温，并及时补充水分。

用“热辣滚烫”四个字来形容昨天的
北京，恐怕也一点不为过。昨天的北京
到底有多热？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
介绍，昨天北京平原大部地区出现 35℃
以上高温天气，城区及南部达 37℃以
上。其中，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
台最高气温36.9℃。

据统计，截至昨天17时，全市583个
气温观测站中最高气温≥35℃的测站数
为 427个（约占所有测站的 73%），≥37℃
的测站数为 244 个（约占所有测站的
42%），≥40℃的测站数为13个（约占所有
测站的2%）。

翟亮表示，由于近期北京在暖气团
控制下，低空大气明显回暖，白天升温
时段天空云量不多，加上空气比较干
燥，升温比较明显。而从预报来看，今
明两天，北方高温持续，北京今明两天
的最高气温将分别达到 38℃和 37℃，预
计 14 日将下降到 34℃，高温天气才稍
有缓解。

这么个热法正常吗？气象部门表
示，6月至 7月本就是北方高温主力季。
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两个月北京常年
的高温日数为 10.6天，占全年高温日数
的 82.1%。另外，从常年（1991年至 2020
年）的高温日数来看，6月北京高温日数
为 3.9天，7月为 4.8天。而且 6月至 7月
酷热天气多，北京出现 40℃以上高温的
日数，在全年占比达到75%。

今年截至昨天，北京已出现 2 个高
温日，按照预报情况来看，今明两天的最
高气温还将超过 35℃，也就是高温日将
达到4天，或许将超过常年北京6月整月
的高温日数。

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高温橙
色预警仍持续生效，大家外出注意防
暑防晒勤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需谨防
热射病等重度中暑疾病，老弱病幼人
群及中小学生午后高温时段尽量避
免户外活动。

全市热辣滚烫，晚上一场急雨难挡高温继续

高温橙色预警还将持续两天

6月11日至13日，每日13时至17时平
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以上。

不同高温户外作业有规定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
用人单位要严格执行高温天气室外露天作
业时间规定，日最高气温达 40℃以上，应
当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
到37℃以上、40℃以下时，全天安排劳动者
室外露天作业时间累计不得超过 6小时，
且在气温最高的12-15时段需暂停室外露
天作业；日最高气温达到35℃以上、37℃以
下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等方式，
缩短劳动者连续作业时间，并且不得安排
室外露天作业劳动者加班。

根据本市相关文件规定，高温津贴在
每年的 6-8月份发放。目前，室外露天作
业人员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不低于 180
元；在 33℃（含 33℃）以上室内工作场所作

业的人员，高温津贴为每人每月不低于
120 元；高温津贴属于劳动者工资组成部
分，应纳入工资总额，但不包括在最低工资
标准范围内。

不得以发放钱物替代
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

按照《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
用人单位应结合本单位的作业特点，做好
防暑降温各项管理措施落实工作，加强高
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保障
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对患有心、肺、脑血管性疾病、肺结核、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合
高温作业环境的劳动者，应当调整作业岗
位，不得安排怀孕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在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期间从事室外露天作
业或在温度33℃以上的工作场所作业。

用人单位除发放高温津贴外，还应为
从事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提
供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以发放
钱物替代防暑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防暑
降温饮料和必需药品不得充抵高温津贴。
因高温天气停止工作、缩短工作时间的，用
人单位不得扣除或降低劳动者工资。

未依法发放高温津贴待遇将受罚

劳动者在工作中，如发现用人单位未
依法落实防暑降温、高温津贴有关规定时，
可及时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
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并注意保留考勤
表、天气预报等能够证明自己工作时环境
已达到发放高温津贴条件的有效证据。劳
动者可通过举报投诉窗口、12333平台等渠
道进行咨询和反映诉求，各级劳动保障监
察机构将依法查处。

本报记者 代丽丽

气温超37℃时露天作业有严格规定

在通州，“一枝塔影认通州”这句古
诗可谓家喻户晓。这里的“塔”，说的就
是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燃灯塔。跨越千
年，燃灯塔下几经变迁。漕运年代商贾云
集，漕运终止后，这里一度变得寂寥。

但这两年可大不一样了。古塔周
边举办的各式各样的文旅活动不断。
就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塔下的非遗市
集就吸引了不少游客流连忘返。下半
年，还会有不少活动在塔下亮相。

燃灯塔，这个通州人眼中再熟悉不
过的地标，如今正成为城市副中心古今
交融、最具人气和活力的文化 IP。

端午节，不少市民来到燃灯塔下的
非遗市集凑热闹。记者听着信儿，也来
逛了一番。走过大成殿，穿过圣容殿，
红墙灰瓦隔开了都市的喧嚣，沿着尊
经阁前清幽的小路再向西行十来步，
迈过一座月亮门，热闹又从这儿起扑
面而来——崇圣殿前的广场翠绿古松
与红墙灰瓦相得益彰，一个个展位前游
客来来往往。大家似乎都被这古朴典
雅的氛围感染，聊天谈话也轻声细语。

仔细逛来，处处是宝。有本地人所
熟知的空竹、毛猴，也有趣味满满的马
尾绣、手工扫帚、绳结、景泰蓝。亮闪闪
的花丝镶嵌饰品展位前围了不少人，花
丝镶嵌厂工作人员和记者唠起嗑来，

“以前北京花丝镶嵌厂的厂址就在燃灯
塔下这片区域，现在已经搬到了张家湾
镇，今儿个是我们头一回重返老厂址做
展销，真是情怀满满。”

不只有本地的非遗技艺，大运河沿
途南方城市的非遗技艺传承人，也有不
少来此展销。江苏扬州的髹漆技艺展
位上，工作人员指着摆在桌台上的雕漆
嵌玉盘子摆件，介绍起得意之作，“这可
是纯手工制作的雕漆，反复刷了一百层
大漆，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玉石。”听到介
绍，几名游客赶紧凑上来，仔细端详，一
名游客的女儿还为母亲介绍起了自己
对髹漆技艺的理解。

燃灯塔下火红的不只是非遗市
集。前不久，“文旅+直播”电商嘉年华也在这儿举办。通过招
商引资落地副中心的公司在燃灯塔下搭起直播间，为全国网
友直播带货通州好物。

对于居住在燃灯塔周边的市民来说，到古塔下遛遛弯，早
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眼中的古塔变迁，别有一番意趣。

家住果园的 90后陈先生的宝宝即将降生，燃灯塔这一片
是他和妻子傍晚散步最常去的地方。车停在司空分署街，从
通州电影院旁小门步入西海子公园，向东北方向穿行至通惠
河畔，绕园一圈就到了燃灯塔下，跳舞的、放风筝的、遛娃的，
是那样无忧无虑。“在这里遛弯抬眼就是景儿，到处是悠闲的
居民，充满松弛感，对马上出生的宝宝也是一种熏陶。”

“我对通州历史文化很感兴趣，如今副中心建设日新月
异、大运河文化被重新挖潜、运河商务区拔地而起，再遥想古
时，曾经的繁华热闹仿佛又重现眼前了。”陈先生不禁感慨。

如今，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经过修缮提升，已从文物景
观变成了旅游景区，并于2022年9月面向公众开放。当年的痕
迹难觅，但围绕古塔的各类文化活动又重新燃起，关于塔的故
事也越来越为人所熟知。

在大运河畔的西海子公园内，生长着一株老榆树，古树编
号为110112A00001，是北京市一级古树。树虽其貌不扬，但它
的故事已经为很多市民知晓——它从燃灯塔上移栽至此地，
因而得名“塔榆”。榆树非常耐贫瘠，仅靠塔顶上的薄土生根
发芽，至今屹立三百余载，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北大燕园未名湖畔博雅塔与燃灯塔的“双塔奇缘”也广为
流传：博雅塔为校园里的一座水塔，外观取自通州燃灯塔，两
塔一西一东，成了北京融汇多元文化的象征。

燃灯塔作为通州着力打造的人文 IP，曾经鲜为人知的故
事已经被越来越多人知晓。

今日再望古塔，古韵悠悠，新城环绕，古今同辉之景令人
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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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谢佳航）盛夏时
节，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北京户外的温
度已经高达近 37°C，街道路面更是超过
了 40°C。然而，在这持续高温的“蒸烤”
模式下，在大运河龙舟赛当天，千荷泻露
桥旁的草坪上，却有着这样一群无惧高
温“烤”验的人，他们在炎炎烈日下，用汗
水和勤劳诠释着“热辣滚烫”的责任与担
当。很多网上观看直播的观众留言：主
持人太辛苦了！主持人别中暑！孩子们
快到阴凉地儿歇一会儿 ......

“比赛已经开始！一道目前处于领
先位置，五道正在奋力地追击中……”
直播画面中，通州区融媒体中心主持
人正在热情激昂地解说着。与镜头前
精致的形象不同的是，他们的脸上布
满了豆大的汗珠，长袖西装衬衫也都
已经湿透。

整场活动直播从早上 8点 40开始至
中午 12点 30结束，长达 230分钟。“整场
直播三个多小时我们一直坐在镜头前，
一边主持一边不停地流汗。直播结束
的时候衣裳已经完全湿透了，就跟洗
了一个热水澡似的。”通州区融媒体中
心主持人冉帅说道，“但我们还是尽量

保持好状态，用饱满的精气神去解说
比赛，让大家能够有一个良好的观赛
体验。”

为做好本次龙舟赛事线上直播，丰
富市民收看体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精
心谋划，采用 5G 云转播直播技术，突破
场地限制，实现了拍摄机位更加机动，直
播角度更加全面，画面内容更加充实。

“为了使直播效果更具现场感，我们将直
播场地选择在了户外。但由于温度太
高，有的监视器会出现过热而无法运转
的情况，我们也会克服困难，临时采取应
急方案去保障实时的画面转播和赛事解
说。”通州区融媒体中心新媒体部编辑程
俊娣介绍道。

据统计，此次端午节文化活动，共在
北京通州发布视频号、微博、抖音、快手
平台、融汇副中心客户端、“通通来运动”
以及体育北京（抖音）北京健身汇（微信
小程序）等平台进行了直播，吸引46万余
人次线上观看，市民朋友积极留言参与
互动，线上氛围热烈。通过采访互动和
现场体验等方式，带领市民朋友感受浓
浓的端午节传统文化，传递大运河故事、
讲述京津冀协同发展变化。

他们坐在大太阳下直播龙舟赛230分钟，感动观众

孩子们快到阴凉地儿歇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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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高温橙色预警中的北京街头，人们用着各种办法躲避强烈阳光。记者 王海欣/摄

副中心·战高温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在高温下依旧
热情激昂地进行龙舟赛解说。 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