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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期对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燕赵乘春

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的探宝中，

我们介绍了从西周时期到清朝京津冀地区的地理

变迁、文化融合，通过展出的档案与文物，了解古代“首都

圈”从雏形到形成的过程，以及京津冀城市功能的变化。本期

我们将从1840年开始，聊聊近代以来京津冀协同。

小小耐火砖 串联京津冀

京津冀地区铁路的出现，与当时京津冀地区的工业发展密不可
分。“龙号”机车及其所行驶的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
路，就是为了解决唐山地区的矿产外运销售问题。这里就要提到中
国第一家机械开采的煤矿——开平矿务局。

展柜中的开平矿务局股票与当时工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这张
股票上的信息显示，这是一张发行于清光绪十七年（公元 1891年）
四月，价值七百两的股票。据了解，开滦档案馆中还收藏了一张光
绪七年七月（公元1881年8月）的股票，为目前发现的开平矿务局存
世最早的一张股票。

包括开平矿务局在内，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唐山也正式登
上了近代城市史的舞台。张杰介绍，当时天津成为商埠之后又向着
新兴工商业城市发展，与京津毗邻的唐山则因煤而兴，并随着煤炭
的开采发展铁路交通，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唐山也成为辅助
京津的工业重镇。

展览中，由收藏爱好者捐赠的两块“东亚”耐火砖就是最好的见
证。耐火砖是具有耐高温、隔热功能的特殊工业建筑材料，它的出
现与大规模工业生产紧密相关。这两块耐火砖，长23厘米、宽11.5
厘米、厚6厘米，虽然貌不惊人，却是中国民族工业被日本帝国主义
抢占的历史物证，也是近代京津冀城市功能的见证。

唐山生产耐火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据记载，嘉靖年间，
秦氏、常氏家族合办“陶成局”作坊，这是唐山地区有史料记载的第
一家陶瓷作坊。到了1899年，陶成局已有大型窑炉7座，生产耐火
砖、红砖给开平矿务局建矿，成为中国第一家建筑陶瓷厂。1899
年，陶成局秦氏在天津开设“德盛缸店”，1924年更名为“德盛窑业
厂”，天津成为德盛窑业的销售中心。1930年，秦氏开办德盛窑业
厂唐山工厂，架设电路，成规模采用电力机械生产，民族工业呈现欣
欣向荣之势。

但是随着日军铁蹄踏入山海关，民族工业也被日本侵略者所控
制。德盛设在唐山古冶的工厂被迫与日本公司合资，更名为“东亚
窑业厂”，这两块耐火砖正是那一时期生产的。抗战胜利后，德盛窑
耐火砖为平津唐电网火力发电提供了基础材料。小小耐火砖，见证
了日本掠夺中国资源的罪行，也见证了民族工业的奋发图强，还串
联起了京津冀的历史发展。

工业发展的同时，对于人才的需求也逐步加大。张杰介绍，百
余年前，京津冀地区处于洋务运动的前沿，近代高等教育为社会转
型培养和储备了科技人才，也让京津冀成为全国最早办大学的地
区。展览用一面墙展示了百年前京津冀地区的学府，如今这些学校
成为中国数一数二的高等院校。“除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
学外，还有中国第一个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
还有成立于1896年的唐山路矿学堂，是今天的西南交通大学；还有
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北洋工艺学堂等。”张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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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号”机车驶出铁路历史

“燕赵乘春复此行——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展”所在
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第12展厅，展示了1840年至今的京
津冀协同发展历程。

展览策展人、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张杰
介绍，近代之后，西方列强在中国版图上划分势力范围，
扶植各自的代理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
亥革命后，京津冀的城市群由原来拱卫京师的关系，发展
成为以近代化城市为工业生产的结构性关系，各城市逐
步兴起，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发生转变，加之京津地位的不
断变化，直隶及后来的河北省会开始频繁变迁。

步入第12展厅，一阵火车的汽笛声传来。寻声看去，
展厅的角落里矗立着一个硕大的火车头，其背后的布景
模仿隧道出口。张杰介绍，这个火车头是中国自制的第
一台蒸汽机车——“龙号”，因为当时的工匠在车头两侧
水箱上雕刻了两条金属制的龙而得名。

展厅中的“龙号”机车是复制品，其真品已在战争年
代遗失。据了解，“龙号”机车长约 5.7米，不像现在的火
车体型一样庞大，结构比较简单，只有 3对动轮而没有导
轮和从轮，最显眼的是两个长长的水箱和高高耸立的烟
囱。“龙号”机车牵引力仅有 100多吨，速度不比马车快多
少，但它宣告了铁路和火车这个新生事物在中国大地上
的出现。

百余年前，“龙号”机车在唐山修车厂驶出，也正式拉
开了当时京津冀地区铁路发展的大幕。1897年，从天津
到北京西南卢沟桥的津芦铁路正式开通，这是中国最早
的一条复线铁路（即双线铁路，分设上行线与下行线）。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津芦铁路铁轨见证了这段历史，根据
铁轨上面的字样可知这是英国巴罗钢铁厂在1898年生产
的。津芦铁路在 1897年便已经通车，所以这根铁轨应为
津芦铁路延至马家堡车站后采购的备件。其实，早在津
芦铁路开通的 10年前，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就曾经
提议修建天津到北京的铁路，并建议北京地区车站设在
通州，但当时遭到了不小的反对，最终搁浅。

津芦铁路开通后的第二年，清政府将京榆铁路延伸
至奉天（今沈阳）境内，改成关内外铁路，并与英国、俄国
签订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1906年北京正阳门东车站建
成，1907年关内外铁路改成京奉铁路。

报纸中的京津冀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撤销察哈尔、热河两省，张家口和承德两地划
归河北省管辖。20世纪50年代，河北省环北京的宛平县、房山县
部分地区、昌平县陆续划归北京，1958年河北省“九县一市”划归
北京，奠定了今天的北京行政版图。随着天津成为直辖市及天津
地区的撤销，河北环绕京津，廊坊管理“北三县”飞地的京津冀的
行政区划确定。

探寻这方面的历史沿革时，还有一个和观众互动的“盲盒”设
计。在展览的最后一个部分，工作人员设计了手动拉开的“抽屉
式”档案柜，每一个“抽屉”的上面还标注了档案名称、日期以及大
致内容。张杰说：“这样的设计不仅节省空间，而且增加了展览与
观众之间的互动感。”

一份1958年3月8日的《北京日报》刊登了当时河北省通县等
六县市划归北京的消息，这六县市中就包括通县和通州市。张杰
介绍，当时通县的县政府在张家湾，通州市是河北省的县级市，办
公地点在通州城区。在当年 3月 20日的《北京日报》上又刊登了
题为“首都东大门—通州市”的稿件，介绍通州的历史沿革以及当
时通州的经济发展情况，稿件中名为“运河映古塔”的小标题中介
绍了通州地标燃灯塔的历史，同时提到“不久的将来，运河治理以
后，运河上将行驶着大轮船，人们从北京到天津，路过这里，饱赏
运河风光。”

展出的这些珍贵档案中，还有 2001 年 10月 13日的《北京日
报》中提到“大北京”概念的出台。报道中，引用了两院院士、清华
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良镛主持研究的《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
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其中指出“大北京”范围包括北京、天津、
唐山、保定、廊坊等城市所统辖的京津唐和京津保两个三角形地
区，以及辐射到承德、秦皇岛、张家口、沧州及石家庄等城市的部
分地区。

报告中建议北京的发展要立足于更大的空间范围，要综合京
津冀北的区域力量，共同推进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努力。基于
此，要建立区域协调合作机制，根据交通、生态、产业结构等影响
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建立专题研究委员会，寻找京津冀三地的共
同利益。

而展览的最后则是一个时光走廊。2014年 2月，“京津冀协
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等一项项
重要规划相继出台，雄安新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等建设中的一个
个重大工程稳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如今，三地
协同成效显著，老百姓享受到的发展红利越来越多，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蓝图规划正变成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成果。

津芦铁路的铁轨

德盛窑耐火砖

副中心地下宝“藏”

“我很喜欢来北京城市图书馆，藏书丰
富，阅读环境也好！就是附近的停车位能
再多点，离图书馆再近点就更好了。”家住
城区的李女士在停车场外等待无人接驳车
时说。这样的情况有望于近期得到缓解。
近日，记者从北投集团了解到，三大文化设
施的共享配套设施项目即将于6月底竣工，
7月1700个停车位有望面向市民启用。

自运营以来，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
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组成的三大文
化设施为副中心及京津冀带来了更丰富的
文化资源，吸引着北京及周边地区游客前
来参观、学习，在此流连忘返。但在此过程
中，有部分人表示三大文化设施周边的交
通配套仍有待提升。

以轨道交通出行为例，目前，三大文化设
施周围距离最近的地铁站分别是地铁6号线
的郝家府地铁站和地铁 1号线的土桥地铁
站，两站离三大文化设施都有近2公里的路
程。然而地铁站周边共享单车配置有限，经
常出现无车可骑的情况，游客需要换乘公交
线路再步行一段距离才能抵达目的地。

对于来自京津冀乃至更远地区的自驾
游客来说，三大文化设施附近的停车空间主
要集中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7号与12号停
车场，但在停车后也要步行近1公里或乘坐
无人接驳车。在天气和煦的时节，这样的距
离可能还较为容易接受，可在冬夏两季，在
户外等车和步行都不免会让游客有所顾忌。

“共享配套设施投入使用后，这一情况
将得到有效缓解。1700个地下停车位能够
为驱车到访的游客提供离目的地更近的泊
车空间。”城市绿心三大公共建筑共享配套
设施项目北投集团三大建筑项目部工作人
员董少峰介绍，该项目位于三大文化设施
地下，共有两层，总建筑面积约 30 万平方
米，包含 4.9 万平方米的轨道交通预留工
程，建成后可实现M101、M104两条地铁线
路的连通换乘，将成为串联起三大文化设
施内外的重要通道。

上海宝冶集团城市绿心三大公共建筑

共享配套设施项目1标段质量员杨凤明介
绍，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装饰装修、机电
设备安装调试阶段，整体进度已经达到
95%，预计6月底完成各项施工，1700个停
车位有望在 7 月底投入使用。您可能会
问，规模如此巨大的共享配套设施，它的
出入口在哪里？答案是“到处都有”。

据介绍，除了与三大文化设施相连的
出入口之外，共享设施还在三大文化设施
周围分别设置了 9个汽车坡道出入口，每
个建筑周围都有 3个出入口，确保从各个
方向到访的车辆可以就近进入地下的8个
停车区域。

不仅如此，在三大文化设施之间的地
上景观公园中还“藏”着18个步行出入口，
这些出入口分别对应了18处下沉庭院，通
过这些庭院，游客可以直接从地上进入设
施的地下二层。

这些下沉庭院各具特色，1 号庭院位
于北京艺术中心地下西售票处旁，庭院里
立着一面近 15 米高、35 米宽，面积约 500
平方米的攀缘墙，待到爬山虎、紫藤花、凌
霄花等攀缘植物爬满墙面，想必会给游客
留下深刻的“绿色印象”。

要论艺术性，8 号庭院的艺术墙面也
丝毫不差，墙面上如水墨流动的花纹将

“灰、白、黑”三色融合的相得益彰。如果您
在寻找能拍摄出北京城市图书馆最恢弘角
度的位置，那 10号庭院绝不会让您失望，

“银杏树林”的一角从庭院上方探出，尽显
大气磅礴之势。

其中，最特殊的还要数5号庭院，因为
这座环形庭院的中央，就是小圣庙遗址展
示工程。当您登上阶梯来到地面上的展
台，向下能看到玻璃地板后的运河遗址，抬
眼则是环绕四周的三大文化设施和不远处
的“绿心之眼”，可谓是见证运河汤汤古今
交融的又一“宝地”。

本报记者 赵鹏 池阳

三大建筑地下竟藏着1700个车位
本月底设施竣工，下月面向市民启用

700多个番茄品种寻找“九分甜一分酸”

作为应季蔬菜，眼下正是番茄大量上市
的时节。在北京通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
试验大棚里，绿叶掩映下，一串串颜色鲜红、
长势喜人的“小灯笼”缀满枝头，色泽饱满圆
润，令人垂涎欲滴。

“你咬一口这个番茄尝尝，有没有小时
候的味道。”摘下一颗橙黄的番茄，公司负
责人陈坤将其递到了记者手中。掰开番茄
那一刻，汁水直接爆了出来，尝一口，酸甜
适宜、新鲜多汁，口感十分丰富。陈坤接着
介绍道，“我们这些试验大棚里种的番茄品
种很多，但就味道来说，我们最满意的就是
京喜番和红喜番，这两个也是我们试验成
功的新品种。”

据了解，北京通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成
立于 2009年，位于于家务乡果村西，是一家
集良种示范、种植推广于一体的专业蔬菜种
植公司，园区现有种植面积 1056亩，其中设
施日光温室90栋、拱棚79栋，于2020年被评
为“北京市农业科技示范基地”，2022年通过
绿色食品认证，2023年被评为“北京市蔬菜
病虫全程绿色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好的番茄是甜中带酸，九分甜一分酸，
是番茄口感的最佳糖酸比。”陈坤表示，目前
公司的试验大棚内，共种植了 700多个品种
的番茄。从优选良种、科学种植到精心养
护，成熟后的番茄还会再经历一系列严格的
筛选，只有优中选优的产品，才有可能成为
推广品种，走上市民的餐桌。“我们在番茄习
性、特点、品质、产量等方面进行筛选，把最
好吃的番茄送到百姓的餐桌上。”

好吃的番茄从太空里找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粮食安全的
“命脉”。好吃的番茄离不开优质的良种。
作为航天育种核心示范基地，神舟绿鹏的航
天番茄同样精彩，在解决种源“卡脖子”技术
攻关中，攥紧了“中国种”。

走进公司的智能温室里，仿佛进入了
“番茄班级”。一串串番茄整整齐齐排排站，
犹如“番茄森林”，番茄独有的清香扑面而
来，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了枝头，工作人员
正有条不紊地采摘装盒。

在智能设施和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下，
这里的番茄可以实现一年四季不间断生长，
通过传感器可以实时控制温室大棚种植环
境，让农业告别了“靠天吃饭”的传统耕作模
式。神舟绿鹏农业科技公司育种团队负责
人晏武表示，地面的小番茄一般生长到 6穗
到 7穗果，但是他们培育的航天番茄一年能
长到 20 多穗果，同样一平方米的产量能达
到3到4倍。

据了解，航天育种可以利用太空独有的
宇宙辐射、微重力和高真空等空间环境因素
的复合作用，获得更丰富的育种材料，让育
种专家能更快地培育新品种、缩短育种
周期。

小番茄做成协同发展大产业

经过多年发展推广，目前，通州区番茄
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品牌和规模，成为乡村
振兴的重要支撑。

今年 5月，由京津冀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主办、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承办的2024

年京津冀农业科技协同创新大会暨蔬菜新
品种观摩会在通州区召开。1843个蔬菜新
品种观摩展示，147项创新成果亮相，京津冀
及其他地区共 62 家单位参赛，参赛样品共
129个，其中番茄样品多达 101个。无疑，这
也是一场番茄盛会。

作为“东道主”参展企业，位于通州国际
种业科技园区的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
究所向众多兄弟单位展示了番茄种植技
术。“在我们左手边大棚里的是高品质番茄
限根栽培技术展示。”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
菜研究所副研究员季延海将手伸向番茄根
部，展示区中的番茄并没有长在土中，而是
扎根于一个个白色的“小盒子”。这些“小盒
子”的本名叫封闭式无机基质槽，用它来栽
培番茄，最大的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所需

栽培基质少，可以克服土壤栽培控水困难的
问题。“采用这种技术栽培的番茄，还能通过
亏缺灌溉调控技术，实现糖度的提升，让风
味更浓郁。”季延海介绍。

十年前，于家务乡成立了通州国际种业
科技园区，十年后，园区成为首都农作物创
新主体集聚、人才集中、要素活跃的种业创
新基地。目前，建成多个世界领先平台，与
数百家种业科研和育种单位达成稳定合作，
建立了千亩新品种展示基地、3万亩育种基
地、8万平方米综合服务大楼，吸引4家高校
院所和60余家企业入驻。

如今，园区正充分发挥科研、人才、成
果、销售渠道优势，为京津冀提供番茄产前、
产中、产后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支撑，推动番
茄产业繁荣高质量发展。

找回儿时的记忆甜酸的味道

通州上天入地把小番茄做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田兆玉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对于李生来
说，站在自家阳台，窗外最美的风景莫过
于正在施工的厂通路潮白河大桥。从天
空俯瞰，厂通路潮白河大桥跨河主桥“舵
轮”造型拱肋结构开始安装，预计总体造
型于7月底到8月初亮相。

矗立在“家门口”的大桥，自 2022年
12 月动工，桥这头是河北，桥那头就是
北京。李生家住大厂在北京工作，每天
拼车到潞城地铁站，再坐地铁到公司。
从家门口到地铁站，直线距离不到10公
里，但由于要绕道友谊大桥，不仅实际路
线长、红绿灯也多，单程就要四五十分
钟，直接导致李生的通勤之路长达两小
时。盼望大桥早日通车，不仅是李生的
心愿，更是30多万潮汐般往返于北京和
廊坊北三县之间上班族的共同心愿。

镜头转向施工现场，历时一年半，主
桥完美合拢，左右幅钢梁伸向彼岸，人
员、机械有序穿梭。红色“龙门吊”衬托
出大桥的施工重点：两个白色“半圆形”
拱肋已经合拢，第三拱肋也只差一块小

“拼图”。“目前厂通路潮白河大桥项目右
幅外侧拱圈的拱肋、腹杆正同步推进安
装，向着 9月中旬正式通车发起最后冲
刺。”中交路建厂通路潮白河大桥项目总
工程师吴国梁说。

拱肋造型如同舵轮，安装高度位于
桥面以上 12.8 米，现场大约有 190 名工
人，来自云贵川蒙、豫冀陕晋等全国各
地。吴国梁表示，工程进度基本可控，能
够保证按期完工。

厂通路从城市副中心春明路至北京
市界，经潮白河跨河桥与厂通路河北段
相连，全长约 7.9公里，含新建跨潮白河
大桥1.6公里。其中北京段长约1公里，
河北段长约0.6公里。整座大桥由40组
桥墩支撑，0号墩到 26号墩在北京通州
境内，26号墩到39号墩在河北大厂回族
自治县境内。大桥双向 6车道，按市政一级公路标准设计，设
计时速为60公里，是京津冀一体化重点工程。

目前，潮白河大桥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 85%，预计 9
月 14日具备通车条件。建成后可打通交通堵点，将北三县中
的大厂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距离缩短为5公里，时间缩短30分
钟左右。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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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摘下一颗或红硕或铁青的番茄，沙瓤、软籽、汁多、酸甜，是许多北京人儿时的记忆。在通州国际种业科
技园区，700多种番茄占据了试验大棚，种植专家优中选优，正精心为市民培育“好吃的番茄”，寻找儿时的记忆。

北京城市图书馆自10号庭院上方一角探出，大气磅礴。记者 常鸣/摄

神舟绿鹏试验大棚中，航天番茄饱满圆润。记者 唐建/摄

厂通路潮白河大桥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