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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塔天宁寺塔

在京杭大运河流经的很多城市，会看到各式各样的塔伫立在河边。风格迥异
的塔，对于古代运河上的船工来说就是城市地标，一看便知目的地。有 2000余枚塔
铃的通州燃灯塔、身兼加固堤坝作用的扬州文峰塔、塔身是红色的无锡龙光塔，以
及有“中国版比萨斜塔”之称的苏州虎丘塔……每座塔都有自己的故事。

倘若穿越回明清漕运鼎盛时期，化身一名船工，从杭州出发就能看到运河四大
名塔之一的六和塔。这座始建于北宋时期的砖木结构古塔是运河畔的重要地标之
一，彼时隋唐大运河上漕运正盛，这座塔的塔顶装有灯龛，每到夜晚灯龛点亮，为来
往船只提供导航。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时曾游览六和塔，并在每层题字，分别为：
初地坚固，二谛俱融、三明净域、四天宝纲、五云覆盖、六鳖负载、七宝庄严。这样的
场景不仅在运河上，放眼整个中国古建筑都是少有的。

“江南忆，虎阜最关情”。从杭州沿运河一路北上，望见的第二座地标塔便是苏
州虎丘山上的虎丘塔。俗话说，“先见虎丘塔，后见苏州城。”看见虎丘塔，便知到了
苏州城。绿树环绕间，林立楼宇中，这座江南楼阁式砖石塔却不似寻常般笔直，而
是呈现出 3°59'的倾斜，它也因此得名“中国版比萨斜塔”“世界第二斜塔”。虎丘塔
建于五代后周时期，落成于北宋年间，由于塔基土厚度不均和塔墩基础设计不完
善，自元明时期起便逐渐向东北倾斜，如今塔尖倾斜已达 2.34 米。这独一无二的斜
角更让虎丘塔成为大运河苏杭段的航标。如今行至运河畔，碧水依旧，古塔仍在，
当年“塔影在波山光接屋，画船人语晓市花声”的繁盛场面仿佛历历在目，千百年历
史，浓缩于此。

继续北上，便到了“惠山古镇地，五里香塍街”的无锡。锡山上，一座梵红色的
塔高高耸立，十分醒目。这是无锡古航道上的标志与科举兴旺的象征——龙光
塔。明正德年间，时任礼部大臣顾鼎臣游览锡惠名胜时，把锡山比作“龙”，认为无
锡之所以自南宋以来长期不出状元，是因龙头上没有角，而在山顶上建塔则可解决
此问题。建塔后果然出了状元，该塔遂成为无锡文风的象征。据说，“龙光”的名字
很可能取自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宝天华，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
徐孺下陈蕃之榻。”龙光塔塔身也装有可变色 LED灯和各类型投光灯，每逢夜晚，塔
上彩灯齐明，照亮运河之畔。

过了无锡，江苏另一座小城的塔影渐渐浮现。常州的天宁宝塔坐落于天宁寺
内，前俯京杭大运河，后倚常州红梅公园，宝刹庄严。全国有多处天宁寺，北京西城
区就有同名天宁寺及寺塔。江苏常州的天宁寺始建于唐朝，被誉为“东南第一丛
林”，也是“国保”。常州天宁寺塔高 153.79 米，被称为世界第一高佛塔，八角飞檐的
端庄形态、简洁大气的唐宋楼阁式风格、塔顶金刚宝座型的塔刹更夺人眼球。其前
身普照王塔曾在宋代毁于兵火，2002 年由天宁寺筹措资金重建。塔的顶层悬挂着
一口重 15 吨的大钟，每逢盛典或节日，浑厚悠扬的钟声十里可闻。天光云影间，晨
钟暮鼓里，这座高耸入云的佛塔与千年古刹一起，见证了运河畔的悠长岁月。

行至扬州，立于扬州三湾畔的文峰塔映入眼帘。三阳开泰、渔樵耕读、八仙过
海……虽然身处文峰寺内，但是文峰塔塔身的丰富雕刻，彰显出多元文化的汇集。
不过，文峰寺办公室主任顾丽敏告诉记者，这座宝塔最特别的功能是加固堤坝。

文峰寺地处“运河三湾”畔。顾丽敏说，隋朝开挖运河时，这段河道是直的，不
仅水流湍急，船只搁浅、翻覆等险情时有发生。到了宋代，扬州地方官便想到了增
加河道弯度的方法来减缓水流。

三湾的开挖极大增强了运河的通航能力，然而水流不断冲击弯道堤岸，堤岸也
会有溃决的风险。除了每年例行维护大堤之外，文峰塔的出现就像给河道安全吃
了颗定心丸。文峰塔就建在第一个弯道旁，利用塔身的巨大自重，将自身一侧的土
地压得十分牢固，起到了加固堤岸的作用，这段运河因此也被称为“宝塔湾”。

离开江苏，来到山东，运河名城临清的舍利宝塔伫立在运河边。临清是烧制贡
砖的地方，舍利宝塔也由贡砖建造，与北京故宫的材料一样。

临清舍利宝塔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也是山东境内唯一现存的明代古塔，不过
可惜的是，舍利宝塔的塔刹不存，是个不小的遗憾。“塔刹当年的样子，可以在历史
典籍中寻找。”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说，清朝顺治年间，外国使团成员约翰·纽霍
夫曾在书中版画里绘制了舍利宝塔，当时塔刹还在，乾隆年间绘制的铜版画上塔刹
也在。

临清的舍利宝塔经历雷击、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塔身一度破败。1996 年，舍
利宝塔重修，临清的运河儿女们各尽绵薄之力，最终让这座运河地标重现。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位于运河北首的燃灯塔是通州的标志。
即便到了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关于副中心的各种 logo 上，燃灯塔也是
当之无愧的“主角”。

说到燃灯塔，神奇的榆树一定要说。1987 年在燃灯塔修缮时，工人为了保护古
建的安全，将塔身上一棵榆树挪到了塔下的大运河畔。彼时，这棵塔榆已经在塔顶
经历了 350余年的风吹日晒。

榆树怎么会长在塔上？这个问题答案不一。一说是路过的鸟儿将榆树的种子
遗落在塔顶的缝隙里；一说是古代工人在修建塔顶时，拌有种子的泥土被带至砖瓦
间。不管怎么样，榆树这种耐贫瘠的植物，就靠着仅有的泥土和补充雨水，一直顽
强生长。如今这株榆树就在大运河畔的葫芦湖边上，如果您来了，记得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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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运河水质全年平均达到地表Ⅳ类水
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 148 天，占比
69.5%，同比增加16天；区域内森林总面积达
46.45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4.19%……刚刚
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通
州，近距离体验蓝绿交织的副中心。这份水清
岸绿、百花争艳的美景，正是副中心人从0.1微
克入手，一年一年“雕”出了大美副中心。

水更清
持续治理 共绘水清岸绿新画卷

“走，去运河坐船去！”趁着小长假，刘云
峰带着全家老小，来到通州区运河奥体公园
2号码头，乘船赏运河风景。“爸爸，快来啊，
上面看得更清楚！”游船刚刚驶离，一个小小
的身影就跑上了二层观景平台。见儿子玩
得欢畅，刘云峰也十分高兴：“一说来坐船就
撒欢儿了！”

几乎每年，他总要带全家来运河坐游
船，“不光孩子喜欢，我们大人也挺享受的。”
41岁的刘云峰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眼前的
这条北运河，他并不陌生。“10多年前，你要
到这边臭味儿特别明显，现在那真是大不一
样了！”刘云峰说。

记者从通州区水务局了解到，近年来，
城市副中心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整治、水系连
通循环、截污治污、湿地建设等工程措施，通
州区城乡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水成了城
市副中心的生态名片。区水务局副局长刘
振锋表示，在北运河治理过程中，水务部门
对运河沿线排污口逐步截污并纳入市政管
线，消减了入河污染源。如今的北运河水质
全年平均达到地表Ⅳ类水标准，生物多样性
逐步恢复。此外，近年来全区大力推进城乡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建成碧水、河东及张家
湾再生水厂等 166座污水处理设施，污水处
理能力约57.41万吨/日，污水处理率由2015
年的67.2%提升至2022年的94.5%。

水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沿岸的绿化工程
也是运河生态治理的一部分。如今，通州在
运河沿线种植了大量花草树木，形成连续的
绿色长廊，也是一道绿色屏障。北运河通州
城市段、运潮减河、温榆河（通州段）、凉水河
（通州段）先后上榜“北京市优美河湖”。“十
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还要加快实施萧太
后河、玉带河等骨干河道景观提升及生态修
复工程，改善滨河人居环境。

天更蓝
以0.1微克为标准保护蓝天

河水清澈，两岸绿树成荫，白云从瓦蓝
的天空中冒出来……随着生态的变化，副中
心的天也是越来越蓝，用骑行爱好者李文淑
的话说，“天蓝了，跑步的天数和里程数也明
显增加，运动幸福感更强。”

幸福感的背后，源于城市副中心着力开

展的“蓝天保卫战”，记者从区生态环境局了
解到，今年 1-7月份，全区大气主要污染物
浓度“三降一平”。全区细颗粒物（PM2.5）
累计浓度 36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5.3%。
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NO2）、二
氧化硫（SO2）浓度为 65、28、3微克/立方米，
同比降幅分别为8.5%、6.7%和持平。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累计 148天，占比 69.5%，同比增
加 16 天；未发生重污染天气（扣除沙尘影
响），同比减少5天。

在大气污染的治理上，城市副中心下决
心下狠心，铁腕重拳出击：减少工厂的污染
物排放、实现国家排污许可管理名录规定
的行业“全覆盖”；退出一般制造业和污染
企业，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严防“散乱
污”企业死灰复燃；推进工业涂装、医药制
造、家具制造等涉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重点
行业企业深度治理和精细化管控；对年排
放量超过 10吨的企业依法开展强制性清洁
生产审核……蓝天保卫战打响以来，污染
排放控制从未松懈，涉及大气减排的方方
面面都在持续精准发力，只为还市民群众
更多蓝天。

着眼“0.1 微克”行动示范区建设，制定

《通州区2024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计划
暨0.1微克行动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以重
点突破带动全面治理。同时，各街道乡镇研
究编制大气污染防治强化措施工作方案，深
入落实“一镇一策”精细化举措。

地更绿
推窗见花园 开门见美景

森林是最复杂的地球生态系统，是很多
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副中心森
林版图不断完善，让大都市成为野生动物的
乐园。目前区域内森林总面积达 46.45 万
亩，森林覆盖率达到34.19%。域内已构建出
了森林、湿地与河流相依共存的多样化生态
体系。

眼下，通州区最大规模的绿道体系建设
工程正在进行。运河、潮白河等水系两岸，
功能单一的河堤路正变成林水相映、景色清
幽的线性绿色空间，供市民锻炼、游憩、漫
步、骑行。数据显示，城市副中心已建成温
榆河—北运河绿道、运潮减河绿道等绿道
300余公里、驿站8处，推动城市健康绿道成
环成网，并将通州运河等历史文化贯穿其

中，彰显城市的文化底蕴。
这些绿道也是城市慢行系统的一部

分。“十四五”时期，副中心还将打造绿色
优先、慢行优先的慢行示范区建设，推动
水、路、绿三网融合的慢行网络，重点开展
通惠河沿线慢行系统、大运河健康绿道等
示范项目。到 2025 年，副中心的步道和自
行车道总里程预计达到 1500 公里，未来副
中心居民出行可以享受更多沿河亲水空
间和绿道景观。

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高琼表示，目
前，城市副中心“两带、一环、一心”绿色空
间格局基本形成，东西部生态绿带初现雏
形，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逐渐闭环。400
余公里绿道横贯南北，8 个万亩森林组团
串联东西；4 万平方米屋顶绿化、20 条风景
林荫路，促进区域绿化美化提档升级。全
区已建成国家森林乡村 22 个，首都森林城
镇 4 个，首都绿色村庄 12 个，森林村庄 13
个，花园式单位 15个及花园式社区 9个，已
建成并对外开放的各类公园 54 处，总面积
6077.49 公顷，实现了百姓出门“300 米见
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本报记者 冯维静

0.1微克“雕”出大美副中心
数字解读北京城市副中心水清天蓝地绿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宋庄艺术市集西
南侧，成立半年有余的宋庄雕塑协会美术馆
正在筹备首场大展，分散在宋庄各个艺术家
工作室里的120多件雕塑作品将集中亮相，迎
接本届宋庄艺术节。记者从宋庄镇获悉，第14
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将于9月28日开启，
为期11天的时间里，将有60多场活动，带领艺
术家走进艺术沙龙，带领爱好者和收藏者走
近艺术产业，引领市民朋友走向艺术生活。

今天的宋庄是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
当代艺术“大本营”。但在 2005年前，这里还
是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因为住了很多画家
被叫做“画家村”。2005年，宋庄举行了第一
届宋庄艺术节，在宋庄生活、创作的书画家们
纷纷晒出自己的作品，互相交流学习，更吸引
了国内外书画爱好者和收藏者汇聚此地。从
此，宋庄文化艺术节逐渐打出自己的名字和
品牌，是中国所有艺术节里少有的扎根于中
国土壤的艺术节，闯进了国际艺术领域成为

知名品牌，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公共
文化活动。到今年，宋庄艺术节已经进入第
14届。

第 14届艺术节由通州区委宣传部、通州
区文化和旅游局、宋庄镇委员会、宋庄镇人民
政府等单位指导，北京宋庄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主办。本届艺术节将以“相向同行”为主
题，9 月 28 日至 10 月 8 日期间，围绕本土智
慧、国际视野、产业落地等方面，组织 1 场开
幕式、1场高端对话、7场学术研讨、20场宋庄
之夜艺术沙龙、23 场主题艺术展览，以及 12
场系列文化活动，涵盖绘画、陶瓷、雕塑、音
乐、舞蹈等多个艺术门类。

宋庄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磊介绍，第14
届艺术节坚持学术性与艺术性并重，在高端
对话、学术研讨环节，将邀请多位国内艺术相
关领域专业人士，探讨艺术与文化、科技、经
济、社会、生活之间的密切联系，进一步提升
艺术节的学术水准和理论高度，传递“同频共

振、无界宋庄”的文化交融发展理念。
“艺术家作品要通过展览展示，走进人们

心里。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这样的空间，为
他们挖掘机会，为宋庄留住艺术家。”宋庄雕
塑协会副会长胡学富说。今年年初刚刚成立
的宋庄雕塑家协会已经聚集 120余位生活创
作在宋庄的雕塑艺术家，其美术馆坐落在宋
庄艺术市集西南侧，占地 3000多平方米。此
次艺术节期间，由他们策划的雕塑展览作为
二十多个展览之一将盛装亮相。届时，各个
宋庄艺术家工作室里的雕塑精品将在美术馆
里、宋庄艺术市集，以及在艺术节期间开街的
宋庄艺术大道隆重登场。

宋庄艺术节主题展览板块还将推出新中
国成立 75周年、文化自信、生活美学、公共艺
术、女性艺术家、青年艺术家、美育工程、国际
文化交流等 8 大主题的展览，展览遍布宋庄
艺术区 20 余个场馆及公共环境空间。市民
游客可通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导览手册》了

解相关信息。
宋庄艺术节不是移植的艺术节，而是本

土孕育的艺术节，有着独一无二的地域特色
和文化吸引力。除了集中展示宋庄本土特色
艺术资源，第 14届艺术节还将推动艺术融入
城市生活，通过音乐会、戏剧表演、咖啡艺术
节、庄BA篮球联赛、艺术市集等多种活动，进
一步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突出艺术节的
全民性、沉浸式和烟火气，让广大市民、游客充
分感受宋庄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艺术魅力。

艺术节期间还有多项“重磅发布”。“宋庄
首个美术馆拿到合法手续等历史遗留问题的
解决，将让社会各界看到宋庄的蜕变。”刘磊还
透露，宋庄如今已集聚了7000多位艺术家，成
为全国头部原创艺术群落，第 14届艺术节将
正式启动青年艺术家工坊建设，计划历时2年
半时间建成投用，重点扶持女性和青年艺术家
作品展卖，公益展示青少年、儿童原创艺术作
品，充分展现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人文底蕴。

今年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将有多项重磅发布
9月28日开启·为期十一天·推出60多场活动

秋高气爽，水清岸绿，副中心生态画卷徐徐铺展。记者 唐建/摄

日夜守护的长城，平安无损，承
德市兴隆县长城保护员张力新悬着
的心终于放下了。

张力新每周都要巡护家附近的
红石门长城，长城上的一砖一瓦都
记在他的心里。这两天，他听到一
个好消息：承德市交通运输局的最
新监测数据显示，不久前主体完工
的承平高速龙门隧道已经安全穿越
其上方的明长城——红石门长城。

承平高速连接承德市与北京市
平谷区，是交通运输部和河北省重
点建设项目，是首都环线高速公路
的组成路段。兴隆县文物保护管理
所所长闫伟生介绍，红石门长城为
戚继光主持修建的蓟镇长城的一
段，体现了明长城建筑形制。虽然
红石门长城的知名度不高，却凭借

“一脚踏三地”的交界属性，成为长
城中的独特存在。

建设过程中，在兴隆县陡子峪
镇水厂村南的京冀交界处，南北走
向的承平高速与东西走向的红石门
长城不可避免地“相遇”了。

承平高速该如何穿越明长城下
的山体？有人主张，这条交通大动
脉意义重大，早一天通车就能早一
天创造价值，施工工艺应该立足于
早通车。更多人认为，修路绝不能
破坏长城的一砖一石，宁可慢些。
几经论证，承德市和项目投资建设
单位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终于达
成共识——尽管面临成本增加和工
期延长等问题，但还是要把保护长
城放在首位。

龙门隧道拱顶处距红石门长城
垂直距离只有 81米，施工稍有不慎
就会对长城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拥有多年施工经验的承平高速
6标段总工程师文佳介绍，建设团队
采取了以机械式开挖为主的施工工艺，并创新研发了复杂
山体保护孔爆破技术。“采用这种技术在爆破时产生的震动
仅相当于在长城上跺了一脚。”此外，建设团队还聘请了中
南大学专家，对施工过程中明长城扰动数据进行收集与整
理，确保万无一失。

“这可能是全国施工速度最慢的山体隧道之一。”文佳
说，普通山体隧道一天能掘进3米，龙门隧道平均一天掘进
还不到1米。隧道工期延长了两倍多，成本增加了100多万
元，可文佳却认为，这是他最完美的作品，“因为这条隧道让
承平高速静静地穿越了红石门长城。”

张力新常年守护着这段长城，站在长城上，看着即将完
工的承平高速从散落在大山里的村落中穿过，他说：“长城
毫发无损，高速公路也快通车了。到时候就有更多人来欣
赏我们家乡的美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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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高速龙门隧道外景。（王立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