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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率先突破的
三个重点领域之一，在三地的共同努力
下，交通一体化从蓝图迈向现实。近日，
市交通委发布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成绩
单”——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 11 年
来，京雄城际铁路、京唐（京滨）城际铁
路、津兴城际铁路等相继建成通车，北京
市域内 4 条市郊铁路运营总里程达 365
公里，“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
型，下一步北京将迎来“八站两场”枢纽
新格局。

京津冀京津冀““11小时交通圈小时交通圈””初具规模初具规模

“轨道上的京津冀”极大拉近了三地
时空距离。“截至 2024 年底，京津冀区域
内高铁总里程由 2013 年的 1284 公里增长
到 2024 年的 2669 公里，实现了对区域内
所有地级市的全覆盖；京津冀铁路营业
里程超 1.1 万公里，‘轨道上的京津冀’主
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地区‘1 小时交通
圈’初具规模。”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党组
书记、主任李军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介绍。

高速铁路方面，区域内国家高铁主
通道加快完善，京张高铁、京哈高铁等相
继建成通车，京津冀与东北、西北等周边
区域联通时间大幅缩短，城市群间良性
互动局面初步形成，京津冀区域主要城
市之间基本实现 1.5小时至 2小时通达。

城际铁路方面，京雄城际、京唐城际
（燕郊至唐山）、津兴城际、怀兴城际（一
期）等相继开通运营，京津冀城市群内部
联系更加紧密，北京至 6 个毗邻区域全部
实现 1 小时内通达，京雄津保唐“0.5—1

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市郊铁路方面，本市陆续开行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
线，北京和天津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
之间的“0.5小时通勤圈”加速构建。

截至 2024年底，北京地铁运营总里程
达 879 公里，与外围新城及副中心连接的
轨道线路达到 15 条，北京与外围新城之
间的轨道联系更加便捷顺畅。

平谷线平谷线1313座车站实现结构封顶座车站实现结构封顶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首条跨区域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平谷线（M22号线）将成为
联通北京市朝阳区、城市副中心、平谷区和
河北省廊坊燕郊的重要交通通道。

目前该项工程已有 13 座车站实现结
构封顶，9个区间实现了双向贯通，工程整
体进展顺利。线路建成后，从燕郊到北京
城市副中心仅需 9 分钟，到北京 CBD 东
大桥站最短时间约为32分钟，大幅释放京
通—通燕交通廊道运行压力。

“2014年以来，清河站、北京朝阳站、北
京丰台站相继建成运营，北京已实现‘七
站两场’枢纽格局。”李军会介绍，正在建
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将集成 2 条城际铁路、4 条城市轨道交
通、1 条骨干铁路、1 条市郊铁路和 15 条
公交接驳线路，成为“轨道上的京津冀”
重要支点。建成后，这里将是亚洲最大
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可实现 1 小时抵达
河北雄安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35 分钟
直达大兴国际机场、唐山市，15 分钟抵达
首都国际机场及北京核心区。届时，北
京会正式形成“八站两场”枢纽新格局。

区域高速路网将持续优化完善区域高速路网将持续优化完善

除了轨道交通，11 年来，三地高速公
路交通网也加快织密。京台、京昆、京礼、
京雄等一批国家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已形
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由 7条首都放射线、2
条纵线和 3 条横线构成的京津冀高速公
路主干网。

截至2024年底，京津冀三省市高速公路
总里程达 1.1 万公里（北京 1276 公里），较
2014年增长近四成。特别是2024年，京蔚高
速全线通车，区域内新增1条连接西部区域
的交通要道，北京西六环至河北蔚县驾车时
间由3小时缩短至2小时。此外，还有承平高
速、108新线高速、京密高速等高速公路正加
快建设，区域高速路网将持续优化完善。

2024年，市交通委携手津冀持续优化交
通路网布局，实现了厂通路、通清路、西太路、
长双路等跨界道路联通，三地衔接道路达到
76条段。2025年，区域路网的织补加密仍是
三地“牵头”的一项重要工作。计划年底前，
陆续实现承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
等跨界道路通车，加快推进108新线高速、京
密高速、国道335等项目建设，增强区域交通
设施供给能力，优化路网出行结构。

通勤定制快巴将扩大覆盖面通勤定制快巴将扩大覆盖面

随着京津冀三省市综合交通体系不断
完善，跨区域出行越来越便捷。目前，38条
跨省公交线路常态化运营，服务覆盖 17个
环京县市及地区，每日运送乘客约 22 万
人次。

京津冀“通勤定制快巴”自开通以来，

广受跨省通勤人员好评。目前，定制快巴
已经开通了河北燕郊、大厂、香河、固安、永
清、涿州、廊坊城区和天津武清、宝坻、海教
园以及雄安新区至北京地区 11 条线路共
39条支线，平台用户量超 26万，累计开行
8.42万余车次，日客运量7400余人次，投入
运营的车辆数从开通初期的 16 辆增加到
现在的86辆。

下一步，交通部门将结合环京毗邻区
域的需求开展调研，进一步推广、扩大覆盖
面，满足更多的个性化出行需求。

区域交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区域交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交通基础设施是区域社会经济活动
的重要运输载体，有效增强了三省市经济的
影响力和辐射力，促进了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优化。”李军会介绍，11年来，北京持续加大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推动交通运输网
络优化和服务水平提升，为京津冀三地经济
发展、产业结构优化等提供了支撑保障。

区域交通发展加快了各类生产要素流
通和周转速度，促进了京津冀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优化“六链五群”转型。11年来，京
津冀区域经济总量连跨 6 个万亿元台阶，
2024 年区域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1.5 万亿
元，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

区域交通发展支撑了北京非首都功能
疏解，产业人口向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有
序疏解。截至 2024年底，北京城市副中心
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 1200家，运河商务
区累计注册企业1.8万家。央企在雄安新区
设立各类机构超300家，相关疏解及配套服
务单位近2万人在雄安参加职工医疗保险。

本报记者 孙宏阳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成绩单”发布

高铁已全部覆盖京津冀地级市

新增通勤列车：
30分钟从燕郊进北京站

早5点30分，天还没亮，燕郊站内已然
灯火通明。前来赶乘首班通勤高铁的乘客
陆续到达二层候车厅，等待检票通道开
启。6 点 13 分，D6676 次列车准时载着近
350名乘客一路西驰，仅用 30分钟就抵达
北京站。

今年1月5日铁路调图后，从燕郊开往北
京的D6676次列车上线运营，为通勤族提供
了更多选择，至今已运送近1.1万人次进京。

在教育行业工作的苏沫芊周末住在燕
郊，工作日赴北京菜市口上班。之前，她每
周一都要从意华小区站乘坐 815 路公交
车，“我们那站上车得排队，而且经常没座
位，通勤过程身心俱疲。现在动车上有宽
敞舒适的座椅，再也不会站到脚酸了。”早
班通勤列车稳定的开行时间，让她每天准
点到达，再也不用担心迟到。

刚一上车，乘客周先生就戴上了耳机
处理工作。“铁路不受堵车影响，还可以在
列车上处理工作上的事儿。”周先生告诉记
者，他对比过各种交通方式所需费用，发现
D6676次列车性价比很高。“相比于普速火
车，高铁动车的乘车环境更优越，但票价却
只高出2元。”他说。

当前，D6676次列车实行折扣票价，二
等座票价11元。

老线添新站：
通勤时间缩短1小时

京津城际列车是环京通勤列车中开行
数量最多的线路。运营17年来，该线路实行

公交化运行模式，最短发车间隔仅3分钟。
如今，这一老线路焕发新活力。京津城

际亦庄站去年10月开通运营以来，迅速成为
“天津生活、亦庄工作”通勤族的新宠。从天
津站到亦庄站，最快24分钟即可到达。

自去年 12月 10日京津城际列车运行
图调整至今，天津各站超11万人次通过京
津城际前往亦庄站，超 9万人次通过京津
城际从亦庄站抵达天津各站。

“亦庄站让我的通勤时间缩短了1个多
小时。”李倩家住天津武清，在亦庄工作。
回忆起之前的通勤路，她百感交集。“那时

上班要先到北京南站，再换乘两次地铁到
亦庄。”京津城际亦庄站开通后，她的通勤
之路更顺畅了。“从武清到亦庄，坐城际列
车仅需16分钟，出站后打车去公司，全程才
半个小时。”

暖心服务：
乘务员贴心叫醒补觉乘客

D6676 次列车明亮的车厢里，有的乘
客吃起了自带的早餐，有的乘客打开电脑
提前“上工”。而刘女士为了早上多睡一会

儿，把洗漱、化妆的步骤挪到了列车上，这
里有热水可以洗脸，小桌板则成了梳妆台。

还有乘客戴上耳机、眼罩在车上补
觉。车厢里只听见列车行驶时的运行声，
大家交流时也会刻意压低声音，生怕吵到
休息的乘客。乘务员们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原则：“有需求，有服务；无需求，不打扰。”

列车长赵美霞有项特殊任务：每次到
站，她都要从车头走到车尾，逐个车厢唤醒
那些补觉的乘客。“每天都会有乘客睡过
头，或因戴耳机、耳塞听不见播报，我们得
及时叫醒乘客下车，别误了行程。”

增开列车，优化停站，延长时段……

新增通勤列车提速副中心周边生活圈
本报记者 胡子傲 通讯员 鲁静 张雍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日前，“科创协同聚
合力·产业融合链未来”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推介
会暨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京举行，计划总投资
额为207.88亿元的45个优质项目正式签约天津
市宝坻区。签约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能源、数
字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除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外，宝坻经济开发区、区属国有企业、区内 24
个街镇载体均有签约项目，彰显全域招商强劲
势头。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位于天津宝坻。近年
来，宝坻坚持举全区之力建设京津中关村科技
城，建立京津两市市级层面会商协调机制，通过
市级层面领导的互访、专项研究，发布市区两级
支持科技城高质量发展的 22条政策措施，解决
了一系列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同城化发
展的难点、堵点问题，为整体开发建设、产业组
织、城市环境综合配套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北京研发、宝坻转化”的模式在京津中关
村科技城愈加成熟。现如今，科技城已累计吸
引1800余家市场主体入驻，培育出27家国家级
科技型中小企业、17家雏鹰企业、12家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和种子企业、4 家瞪羚企业。无人驾
驶、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纷纷落地，
使科技城的“科技成色”不断增强，奔跑的速度
更快。几年来，这里已由一方阡陌村庄发展成
为“科技新城”，成为京津科技创新协同和产业
体系融合“试验田”。

好的营商环境是释放活力的“稳定器”。宝
坻区聚焦打造“类中关村”的产业生态，将北京
中关村推出的 5 大类 20 大项 203 个小项服务
全部移植到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建立起涵盖
科技成果转化、公共实验检测、金融超市等

“十大服务平台”，成立政务服务“陪跑工作
室”，推行“654陪跑”政务服务机制，形成了“签
约即挂牌—拿地即开工—竣工即投产”的“一站
式”常态化服务模式，不断提升市场主体的获得
感、满意度。

着眼“产、城、人、景、文”深度融合发展，科
技城一期 4.19平方公里基础设施高标准建成，
23公里道路网络全面通车。3个规划的主题景
观公园，科景轩人才公寓、南开中学科技城学校
的建设，为在科技城就业的各类人才提供了高
品质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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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琪鹏）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志愿服务工作
资源共享，京津冀三地近日签署合作协议，将推进三地志愿服务
培训资源共享，行业交流互进，政策标准互通。协议明确，京津
冀三地将推动实现志愿者身份互认、记录互认，助力三地志愿服
务一体化发展。

近日，在“微笑北京”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宣传活动上，北京
市委社会工作部、天津市委社会工作部、河北省委社会工作部共
同签署了《京津冀志愿服务工作协同发展合作协议》。协议明
确，京津冀志愿服务工作由三地社会工作部志愿服务工作责任
处室进行具体联络，负责日常联络沟通工作。

根据协议，三地将充分发挥各自志愿服务工作优势，深化工
作交流合作，推动工作协同发展，助力做好新兴领域党建、基层
治理和凝聚服务群众工作，更好地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

在志愿服务培训方面，京津冀三地可安排志愿者共同参训，
强化专业知识培训，交流经验做法，着力提升三地志愿服务工作
者队伍专业化水平；在工作交流方面，三地搭建京津冀地区志愿
服务工作交流平台，举办志愿服务工作研讨交流活动，促进三地
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志愿服务工作者交流互动、项目对接、专
业互动；在政策标准方面，京津冀三地将推动实现志愿者的身份
互认、记录互认，进一步助力三地志愿服务一体化发展。

京津冀三地将实现志愿服务记录互认
助力三地志愿服务一体化发展

不用挤公交，也无需再找长途拼车。近年来，中国铁路北京局利用京唐城际、京广高铁、京九铁路等线路开行常态化的环京通勤列
车，让很多人的双城生活减了几分辛苦，添了几分舒适。

增加开行对数，优化通勤停站，延长开行时间区段……旅客的通勤需求在变化，铁路部门同步调整优化通勤列车的车次、线路、停
站。据统计，当前，环京通勤列车已开行265.5对，覆盖了10条高铁与10条普速线路，每日利用通勤列车进出京的旅客超22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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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仪门，修得高，大井小井卢
沟桥。卢沟桥，漫山坡，过了窦店琉
璃河……”这首河北武强当地的民
歌，被放在了展览的开篇。展览策
展人、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孙珂
告诉记者，这首民歌的歌词中不仅
有北京的地名，还有鄚州、雄县、献
县等地。整首民歌介绍了武强年画
直销北京的情况，并用歌词介绍了
当时的进京路线。

孙珂介绍，自明朝末期，京津冀
就是木版年画重要的生产和消费地
区，三地的木版年画也形成了各自的
特点。“比如北京地区的年画兼具工
整细腻与古朴庄重的审美特色，天津
杨柳青年画具有精美典雅的艺术品
位，河北武强年画则古拙粗犷且乡土
气息浓厚……这些风格都在诉说着
上述地区独有的文化。”

展览的开篇，一幅名为《五路进
财》的年画尤为喜庆热烈。孙珂说，
这幅年画是清代版，不仅题材十分贴
合过年时老百姓的愿望，而且色彩丰
富。《五路进财》中间是一只聚宝盆，
围绕着聚宝盆的便是东、西、南、北、
中五路财神，他们皆推着独轮车前来
献宝，其中不乏赵公明等家喻户晓的
人物。而在外侧，这幅年画还雕刻有
十二生肖、四值功曹等。“这幅年画在
当时是挺常见的，曾经北京售卖年画
的作坊，都会将这张《五路进财》放在
自家的商品上面做封面。”

展览展出的北京地区年画多为
神像，这种题材的年画也叫“纸马”。

“北京木版年画的发展与北京作为古
都的历史密切相关。”孙珂介绍，自辽
代起，北京成为北方雕版印刷的中
心，寺庙和私人书坊推动了木版刻印
技艺的发展。而到了金朝，开封工匠
的北迁带来了先进的木版刻印技术，
促进了北京地区木版印刷的民俗化
发展。时间来到明朝，北京形成了以
门神、天地、财神、纸马等为主，具有
地方风格的木版年画。

其中，纸马是一种传统的民间
信俗形式，主要用于张贴祭拜后焚
烧，种类多样，涉及儒释道三教神灵
和民间信仰诸神。北京纸马发展至
清代最为成熟，神位名数达百余种，
版样古老，尺幅大小不一，绘制技法
多样。“由于北京地区以百种不同神
位为一组，所以这样的纸马也叫‘百
分’，亦称‘百份’，是北京纸马独有
的特点，专供王府大户或商户新年
时供奉之用。”

展出的木版年画《天地九佛诸神
总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这件展
品高 89厘米，宽 71厘米，堪称年画中
的“神仙大合影”。不仅有玉皇、紫
微、天地水三官等，还有释迦牟尼佛、
弥勒佛等。此图概括了道、释两教主
要神佛，反映出民间多信仰并存的状
况。新年时，天地众佛齐聚一堂，共
享人间香火。

不管是《五路进财》还是《天地九
佛诸神总圣》，它们的色彩十分艳丽，
每一幅作品都有多种颜色。其中《五
路进财》以黄色为底，还兼具紫色、绿
色等颜色；而《天地九佛诸神总圣》则
是以红色为主色调，兼具蓝色、紫色
等颜色。孙珂告诉记者，北京地区的
木版年画均采用套印法。“这是一种
将不同颜色木板上面的花纹印刷在
同一张纸上，最终形成一幅完整年画
的方法。从画师开始绘制线稿、确定
每个区域的颜色，再到选纸张、调颜
色、印刷，中间还考虑到颜色的顺序
与用量、压力的大小……每一道工序
都在考验匠人的手艺。”孙珂说。

北京年画中最具
特色的“纸马”

京津冀三地的木版年画中，天
津杨柳青的年画享誉已久，首都博
物馆馆藏的《过新年》便是其中的
代表作之一。这张《过新年》尺幅
很大，应是当年大户人家的应用之
物。画中描绘的人物均来自日常
生活，而非神话故事，人物画工精
湛、表情丰富、线条细腻，与卷轴
画十分相像。孙珂介绍，这就是杨
柳青年画的特点之一，即绘画与印
刷相结合。

眼前的这幅《过新年》描绘了
清 代 末 期 的 一 户 人 家 过 年 的 场
景。画中端坐在上位的老者面部
佩戴着眼镜，墙上悬挂着时钟……
孙珂介绍，画面展示了一室之内男
女老少齐聚一堂，共同准备欢度新
年的忙碌景象，人物虽多但排布井
然有序，厅堂装饰华美，家私物件
刻画一应俱全。前景左侧有孩童
戏耍、妇女们或打牌或准备食物；
右侧则是家中男丁身着朝服跪拜
祭祀的画面，其中神龛供桌刻画尤
为精细。后景延伸至室外庭院，表
现新年放炮仗的习俗，画面中摆放
着各色花卉和盆景，墙上悬挂的灯
笼和吉祥图案都渲染了节日的喜
庆气氛。“此作品吸收了西洋画的
透 视 技 法 ，生 动 再 现 了 清 代 大 户
人 家 过 新 年 时 的 场 景 ，是 研 究 时
令民俗极有价值的图像资料。”孙
珂说。

与《过新年》背靠背展示的杨
柳 青 年 画《新 正 逛 厂 甸》也 是 如
此。画中描绘了新年正月时，北京
厂甸庙会中的热闹场景。画上人
物 形 形 色 色 ，或 骑 马 或 坐 车 或 步
行，穿梭于各种摊位之间，展现了
当时城市建筑风格和社会生活面
貌。年画中的厂甸位于当时的北
京 外 城 ，每 年 正 月 初 一 到 十 五 期
间，商贾和小贩云集，摆摊设点，
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形成繁华的
交易市场。这项习俗延续至今，每
年春节前后厂甸都会举办庙会，吸
引大量市民前来游玩购物。

细 看《过 新 年》和《新 正 逛 厂
甸》，两幅年画有个共同点，画面左
下角写有小字“戴廉增”。孙珂介
绍，戴廉增是天津杨柳青地区知名
的画店之一。戴氏先祖从明朝便携
带绘画技艺，顺着运河北上到了天
津，清朝乾隆中期便在天津开店了。

“戴廉增年画以细腻的笔触和
精湛的技艺著称，画中的人物、景
物等都刻画得十分精致，注重细节
的表现，如人物的面部表情、服饰
纹理、花卉的形态等，都描绘得生
动逼真，充满了生活气息。也注重
画面的构图布局，讲究对称、平衡
和节奏感，常常采用全景式、中景
式或特写式等构图方式，将各种元
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画面层次分
明，主题突出。”孙珂告诉记者，这
两幅作品都是戴廉增画店的商品，
在当时全是高级货。

除了绘制与印刷相结合，杨柳
青年画另一个特点便是在画中使
用金粉。本次展览展出的木版年
画《吸烟美人》就是其中的代表，
图中描绘一位盛装美人倚靠在榻
上，左手持一长管烟斗，身旁的炕
桌上有一个红色的花瓶，瓶中插梅
花 。 整 幅 画 面 用 色 柔 和 ，线 条 细
腻，生动地表现了女性的端庄与娴
雅，也流露出闲适的生活气息，展
现了晚清时期的市民风俗和审美
趣 味 。 此 幅 年 画 在 妇 人 首 饰 、衣
扣、烟管等处施金粉着色。

精美典雅的
天津年画

相比于天津杨柳青年画
的精美，河北年画的风格十
分粗犷且极具乡土气息。而
在孙珂眼中，河北年画还有
另一个难得的特点：设计感
十足。

这一特点在展出的《三
鱼争月》和《六子争头消寒
图》中充分体现。《三鱼争月》
是一幅宽79厘米，高53厘米

的年画，画面的主体是三条
鱼从水面中一跃而上，并向
着画面上方的月亮。这三条
鱼交汇在一起，共用一个头；
而在画面的两个角落也各有
一组三尾一头的小鱼。孙珂
认为，这幅年画除了设计感
十足以外，名称中的“鱼”与

“余”谐音，“争月”与“争跃”
谐音，不仅传递出富贵有余，
而且还有希望生活富裕美
好、兴旺发达之意。

另一幅《六子争头消寒
图》也是一样。画面正中央
绘制了六个胖娃娃共用三个
脑袋，相互拥抱依偎，和谐自
然。他们手中分别捧着柿
子、苹果、桃子等吉祥瑞果，
活泼可爱的十二生肖围绕在
他们身边，画面的四个角则
用美丽的四季花卉来点缀。
这样一幅红火热闹、喜庆吉

利的历画，既表达了人们希
望“六六大顺，岁岁平安”的
美好心愿，又有着“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安定团结，和
谐发展，共同创造美好幸福
生活”的吉祥寓意。

展出的众多河北年画
中，一幅名为《升官图》的年
画更是风格独特。这幅年画
与其他展出的三地年画都不

同，上面没有精美的人物、图
案，画面由无数的长方形格
子组成，每个格子内都有大
小不一的字迹。“这幅作品名
为《升官图》，不仅是年画，还
是古人的桌游，类似现在的

‘大富翁’。”顺着孙珂的指
引，记者看到《升官图》右下
角标注“白丁”。

说起“白丁”，不少人会
想起刘禹锡《陋室铭》中的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而“白丁”也恰恰是古代读书
人的起点，处于一种没有功
名的状态。孙珂说：“这张

《升官图》起源于唐代，游玩
者根据掷骰子的点数决定游
戏的起点，然后根据游戏规
则，谁先到图中央的太保、太
师、太傅处，就是胜利，也为
人们的茶余饭后增添了不少
乐趣。”

之

有古人的桌游
河北木版年画中

《五路进财》
喜迎五路财神，
寓意财源广进。

北京特色年画
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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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轨道上的京津冀

今 天 清 晨
6:43 分，燕郊－
北京D6676次列
车准点驶入北京
站，通勤人员快
速走下列车奔赴
工作岗位。

记者 安旭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