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则小视频火了：一群十二三岁的少男少女打扮成哪吒模样，学着《哪吒之魔童闹海》里的小哪吒表演，外摆连腿、里合腿、前扫堂
腿、朝天蹬……一招一式，有模有样。这群孩子都是通州区张家湾镇陆辛庄村武馆的学员。他们的“哪吒”扮相不仅出于对电影《哪吒》的喜
爱，更在于传播当地的非遗项目——陆辛庄少林武术。日前，记者专程前往探访这群“小哪吒”——

陆辛庄村传统武术有了一群非遗传承人

通州有群小哪吒 个个都是练家子

习武
每天半小时一练七八年

暮色四合，陆辛庄村的街灯亮起，路上
格外安静，但推开武馆的门，一股热闹劲儿
扑面而来，只见几个五六岁的“小不点”正
在武馆南侧栏杆处用力压着腿；几个稍大
一些的孩子凑在一起比画着套路动作；场
地中间，几名十来岁的少年正演练拳脚，呼
呼生风。角落里，还有两个扎着马尾辫的
小姑娘正在互相帮忙压肩，一个龇牙咧嘴，
一个咯咯直笑。

师父大喝一声“集合”，孩子们立刻齐
刷刷地站成一排，脚步声咚咚作响，震得地
板直颤。

在训练过程中，12 岁的刘雨辰最为显
眼。出拳摆腿，每一个细节动作都比其他
人更加有力、标准，时不时还要帮着师父指
导“师弟师妹”。中间休息时，记者和他聊
了起来。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总爱生病，妈妈
就把我领到了家门口的武馆。”聊起武术，
刘雨辰眼里闪着光，“最开始觉得练武挺枯
燥，基本功怎么也打不到位。后来，练习的
次数多了，慢慢也就找到了窍门，一点点就
喜欢上武术。练武让身体变得强壮，更增
加了自信心。”

在刘雨辰家，有一个练武专用的小场
地。“我给自己的规定是，一个武术套路每
天练半小时，练熟了再打下一个套路。”七
八年的寒来暑往，他从未间断过。

看着刘雨辰的身影，高士忠满眼欣
喜。他告诉记者：“我今年70岁。身为陆辛
庄少林武术代表性传承人，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把自己的这一身功夫传下去。雨辰练
武的劲头，一看就是个好苗子。”

演武
六年级女生比武夺锦标

在武馆的大厅摆放着不少“家伙”——
红缨枪、朴刀、青龙偃月刀、长棍……这些
也是陆辛庄少林武术的器械。

刘雨辰最为得意的，便是自己已熟练
掌握二十来套正宗陆辛庄少林武术拳法、
器械套路：少林起势拳、少林查拳、罗汉拳、
快马华拳……行云流水；三义刀、陆合刀、
青龙偃月刀、陆合枪……炉火纯青；扫腿
转、二趟杆子、夹枪棒、单刀拐子进枪等对
练刚柔相济。

“重点培养雨辰不仅因为他的基本功
扎实，拳法学得快，更因为他对武术兴趣浓
厚，能日复一日地坚持锻炼。可以说，寄托
着我对传承的期待。”高士忠感慨，“陆辛庄
的非遗武术，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
而我父亲又是从我爷爷那里学来的，看着
武馆的孩子们会想起当年的自己。”

练武不分男女，女孩练武术照样出类拔
萃，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通州分校六年级学生
季沐歌就是其中之一。从上小学起，她就开

始习武，6年多来已经掌握了老八掌、燕青十
路迷踪拳、燕青单刀、少林双刀等。2024年，
季沐歌先后夺得北京市传统武术锦标赛儿
童组女子八卦掌项目一等奖、第五届北京国
际武术文化节暨第十四届北京国际武术邀
请赛B组女子八卦掌一等奖。

“现在只要几天不练武，就会觉得很别
扭。武术不仅让我身体素质更棒了，也让
我更开朗了。面对无数观众，我能信心百
倍地展现少林武术的魅力。”季沐歌说。

传武
村里孩子大多都来习练

说起陆辛庄少林武术，历史足有300多
年。史料记载，明朝山东“铁枪将”季潮携
妻辛氏及弟子季三胜落脚此地，陆辛庄少
林武术得以传世。高家也正是从那时起习
练这门武术的。

“在我的记忆里，能追溯到的便是我的
太爷爷。他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就练武，
一天都没落下。”高士忠向记者谈起自家的
武术历史，但更多记忆还是和父亲高永堂
有关。高永堂的曾祖父高洪、祖父高万伶、
父亲高术都曾当过本村少林武术的教头。
高永堂的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身手不
凡，就连他的小孙子高绍轩操起大刀也能
舞得虎虎生风。

为了让更多的人能传承陆辛庄少林武
术，2002年，高永堂还把毕生所练的武术套
路编写成了一本“武功秘籍”——《陆辛庄
简史武术纪录》。在他的努力下，2007年陆
辛庄少林武术被列为通州区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从十六七岁开始，我就跟着父亲练

武。父亲去世后，我选择了将这一非遗项
目继承下来。接过这杆大旗，我觉得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高士忠说。

陆辛庄村曾被命名为“武术之乡”。“村
子的武术传承经历了断层，老人练武少了，
年轻人忙工作，小孩子甚至不知道陆辛庄
武术是什么。”少林武术面临着失传的风
险，让高士忠心急如焚。

转折出现在 2017 年，张家湾镇政府为
高士忠引荐了一名习武的年轻人卢永超，
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很快，他俩成了
忘年交，高士忠便向小卢说出了心中的想
法：“要不要来我们村开一家武馆，帮着带
动村子的武术热度？”两人一拍即合，没多
久新武馆便办了起来，小卢也成了高士忠
的“入室弟子”，将陆辛庄少林武术传承
下去。

“武馆开到今天，村里的孩子大多成了
我们的‘徒弟’。陆辛庄少年习武的场景又
回来了。”高士忠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欣慰。

弘武
“小哪吒”为传统武术代言

“武馆经营了 9年，一些孩子确实出类
拔萃。前不久，我们挑选了刘雨辰、季沐歌
等 6名学员，借着电影带来的‘哪吒热’，特
地编排了一套动作。由于有着武术功底，
孩子们模仿哪吒的动作得心应手。同时，
我们还专门选择张家湾镇的多处地标作为
背景。没想到，这个短视频发到网上就火

了起来！”卢永超思路活，对于传统武术面
临的传承和发扬困境有着自己的看法，“要
跟时代接轨，我们就应该讲好陆辛庄少林
武术的故事，以孩子们为主角，再通过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去弘扬。”

高士忠、卢永超师徒为孩子们编排的
“哪吒短视频”就是传播陆辛庄少林武术的
一次尝试。“效果真不错，家长们、村民们、
孩子们看了，对学武术更加支持，还增添了
一份热爱。”卢永超说。

最近，卢永超正在为孩子们筹划编排
一出小舞台剧，将充分挖掘陆辛庄少林武
术的历史故事，融入到剧情之中。“现在，
我们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走出去，小
到节日活动，大到国家级赛事、大型媒体
节目，都为传播陆辛庄少林武术提供了舞
台。不过，舞台剧故事性更强，特别是好
的故事可以让观众印象深刻，我们希望的
就是让观众重新认识陆辛庄的传统武术
文化。”

在向孩子们传授武术的时候，卢永超
也在积极寻求“突破”。过去村里把习武叫
作“打把式”，师父教徒弟也不教全套，而是
给不同的弟子教授不同的技法，专攻各自
的“一亩三分地”。“现在，我已经全面掌握
了陆辛庄少林武术，面对学生可以说是倾
囊相授，既教拳法也教腿功，既教刀枪也教
棍棒，重点在于成体系地传授武术技法，为
的就是让孩子们在学习中能对武术有整体
的理解，未来能进一步弘扬陆辛庄少林武
术，承担起传承‘非遗’的责任。”卢永超如
是说。

本报记者 张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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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北上》小说作者、《北上》电视剧导演两人讲述“同”与“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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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是活着的历史，是中国人共有的乡愁。”改编自徐则臣获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的电视剧《北上》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江苏卫视、爱奇
艺平台热播，该剧以其独特的青春化叙事，吸引着观众目光。这部聚焦京杭大运河的影视剧，围绕6名“90后”从青涩少年到北上创业的成长历程徐
徐展开，用青春视角回溯京杭大运河悠悠千载历史。目前，该剧播出过半，平均收视率达到了3.823%，在近三年全国卫视首播黄金剧中排名第一，
成为观众热议的话题。

该剧总导演姚晓峰、原著作者徐则臣、演员涂凌走进北京城市图书馆，与观众分享《北上》从小说迈向荧幕的个中趣事。本场活动由首都图书
馆与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

运河情让二人“牵手”《北上》

“《北上》的创作是一次对运河精神的深度求
索，也是一次对故乡的深情回望。”最初萌生将小
说改编成影视剧的想法，源于姚晓峰与徐则臣的
一次“南京会师”。总制片人张书维在阅读了《北
上》之后，确定了改编的意向，并数次拜访徐则
臣，促成了徐则臣与姚晓峰在南京初次会面，姚
晓峰及其团队对运河的深情打动了徐则臣，对于

《北上》的影视化，二人一拍即合。
姚晓峰介绍，“我们自幼生活在运河边上，但

在成长的几十年间，却鲜少见到以运河为题材的
作品。”徐则臣的小说出版后，姚晓峰第一时间读
完，并对运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打动我的是
小说中的‘寻根’——当你踏上寻根之旅，发现一
路上遇到的人都与 100 多年前的那条船息息相
关。”这不仅让他萌生了拍摄影视剧的念头，也成
了剧中一条关键的故事线。

剧中，一条沉船的浮现，牵出几代人埋藏已
久的秘密。剧中的马思艺远赴意大利探寻身世，
陈睿则在花街追溯家族往事。两条叙事线从分
离到交汇，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不仅呼
应了原著《北上》中动人的兄弟情谊，也在现代与
传统的交融中，让人物找到了自己与运河、与小
院邻里们共生共存的情感纽带。

姚晓峰说，水生万物，在运河水的滋养下成
长，塑造了自己包容温和且坚韧的性格，“运河之
水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涵中，小院里邻里间基于非
血缘关系的亲情，是当下社会所稀缺的。”

徐则臣同样出生于江苏，可以说运河情促成
了这次合作。回忆起那次南京会面，原著作者徐
则臣说，当听到这位同样在运河水滋养下成长的
同乡对自己作品的一番阐述后，既欣喜又感动，
当即就同意了这次合作。“姚导演对运河的深情
打动了我，我们都生长于这个‘水世界’，我们对
水的感情就像山里人对大山的感情一样，像西北
人对高原黄土的感情一样，我们的创作都基于对
运河的热爱，让京杭大运河更广泛地呈现在观众
视野中。”

对于影视剧的改编，徐则臣表示自己看剧时
心态很放松。“我看了20集，因为感动得流泪，用了
不少抽纸。整部作品非常自洽，耗时6年多打磨一
部影视剧，这种工匠精神在当下也弥足珍贵。”

谈及书写运河的情缘，他不禁忆起运河岸
边的童年，“对农村孩子来说，水就是我们的天
堂，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超人，连电视
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水，可以打水仗、游泳、溜
冰、采莲……”

“我写运河十五六年了，我的文学、我的认识
是沿着运河向前发展的，所以运河一直是我写作
重要的背景，也是我以文学方式认识世界有效路
径。”徐则臣说。

小说《北上》绘大运河的精神图谱

时间回溯到2018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
说《北上》面世。这部作品以三十余万字的篇幅，书写了流贯南
北的京杭大运河穿越百年的命运变迁。小说出版后得到了很高
赞誉，并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如是说：“围绕大运河这
一民族生活的重要象征，中国人的传统品质和与时俱进的现代
意识在21世纪新的世界视野中被重新勘探和展现。”

《北上》的时间跨度从 1901年开始，一直延续至 2014年，
空间上则完成了京杭大运河全长1797公里的跨越。一百多年
前，意大利人“小波罗”和弟弟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
国的期待，先后来到中国。该书的主人公之一谢平遥作为翻
译陪同他们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
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
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将一个想象中的“马可·波罗的中
国”，转化为一个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而当他们最终
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因意外离世。同年，
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端。

一百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对于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
化讨论。当书中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
新相聚，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本孤立
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徐则臣介绍，“北”不仅是地理之北，也是文脉、精神之
北。书中故事力图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究普通国人与中
国的关系、知识分子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探讨
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
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和一个民族的
旧邦新命。

运河沿线的茶馆饭庄，拉纤工的底层生活情貌，衙门里的官
员生态，乃至秦楼楚馆，在小说中均一一呈现。而更宽阔的是中
国大地上发生着的大事，战斗、行军、义和团风波、乡间的族姓械
斗。在当代时间的叙述部分里，则出现了运河船民、知识分子、中
产阶级小老板乃至谢望和这种影视节目工作室小负责人的生活
图景。细致入微的生活画卷书写，源自他多年的积累积淀。

“二十年来，我一点点地把运河放进了小说里。”徐则臣
说，因为对运河的特别情结，他也因此培养出了对运河的专门
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都要认
真地收集和揣摩。为完成这部小说，徐则臣完成了大量的案
头工作，搜集了大量关于运河的绘本、照片、电影、从宋朝至今
关于运河的地图等资料，研读了运河历史著作、当下运河研究
著作，以及苏伊士运河、伊利运河和阿姆斯特丹、俄罗斯运河
的研究文献。

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南到北断断续续走了一遍，他觉得各
地对于运河文化的理解与表达还是过于简单和直白，“从此
地到彼地，所见者大同小异，都是商业旅游的统一制式，有种
庸俗琐碎的繁华。”他认为，即使有地方能够因地制宜地植入
一些本地的历史文化符号，在盛大的商业旅游模式的喧嚣
下，也多半被忽略和淹没，文化带让位给了商业带。在徐则
臣看来，运河文化带应该是一段高度浓缩的、与运河相关的
本地史志与生活志。只有将大运河真实的历史样貌、文化样
貌、生活样貌展现给读者，才能唤起他们对这条河流的关切
和热爱，他努力创作。“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
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
愈加清晰的希望。”徐则臣说。

电视剧《北上》青春的目光回望历史

一条花街，一方小院，一条生生不息的大运河，长达
数分钟的长镜头里，满是烟火气的牌楼、码头、船只……
运河人家跌宕起伏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年幼的夏凤华牵着初来乍到的马思艺，穿行于周
家、夏家、谢家，最后步入邵家。沿着斑驳的青石板路，
观众也随着剧中的人物走进了这个温暖朴实的花街小
院，全程见证 6名青年的成长蜕变。童年的两大关键事
件——马思艺如何融入大家庭，以及谢老大因过分乐观
集资换船——成为叙事的基点，同时成为孩子们坚定守
护这片精神家园的信念源泉。他们在花街里相伴成长，
在运河边追逐梦想，最终沿着这条流淌千年的河流，奔
赴更广阔的天地。

电视剧《北上》总导演姚晓峰介绍，从最初孵化到拍
摄，再到如今呈现在观众面前，历时近7年。小说内容厚
重、形式独特，剧集改编充满挑战。“为了更精准地传递
原著精神，我们与徐则臣、编剧赵冬苓沿着运河实地采
风，反复研读文本，深入探讨。最终确立了改编方向——
用青春的目光回望历史，以年轻一代的昂扬姿态拥抱时
代浪潮。在影像表达上，我们力求既忠实于原著，又能
以耳目一新的方式呈现大运河的故事。”姚晓峰说。

“2023年，我来到了苏州巴城，运河岸边，一艘巨大
的船只缓缓驶过，船身如高墙般笼罩岸边的我们。那一
刻，我深受震撼。”姚晓峰回忆，回望身后的小街、青石板
铺就的小巷，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心目中的“花街”。“我
们在这片水畔搭建码头、牌楼、酒楼与小院。小院里，90
后的成长奋斗构成了剧集主线。”姚晓峰表示，从无忧无
虑的童年，到北上拼搏的青春岁月，再到回归故乡的沉
淀，他们继承了父辈的坚韧，在互联网时代的浪潮中闯
出自己的一片天地。2014年，千年运河迎来新生契机，
剧中远在他乡的夏凤华等人得知大运河申遗成功，欣喜
万分，最终选择回归故土，以青春之力投身家乡建设。
京沪高速通车、北京奥运会、互联网兴起、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大运河申遗成功等时代事件贯穿其间，个体命运
的沉浮与时代发展的浪潮融合展开，青春的记忆翻涌而
来，观众纷纷表示“泪目了”。

诺基亚手机、搪瓷缸茶杯、金猪储钱罐……这些具
象化的元素在作品中轮番出镜，让观众于细节之处穿越
回20年前的生活场景，烟火气十足。剧中饰演华子妈妈
李燕的演员涂凌介绍，为了更贴合人物形象，华子妈妈穿
的衣服都是直接用的旧衣服，一个风风火火、辛勤劳作、
善良坚毅的劳动妇女的形象翩然而来。“演完这部剧，豆
花长鱼面等小吃我可是信手拈来。”涂凌笑着说道。

剧组着力还原运河的苍茫厚重感与花街的烟火气
息。“花街小院”里，生活气息浓郁，每一户人家的饮食起
居和手艺技艺都经过精心设计。炸油墩子、长鱼面、绿
豆糕……这些细节不仅是生活本真的呈现，更是运河精
神“包容、互助、生生不息”的象征。

随着时代变迁，船运逐渐式微，运河人家陷入困
境。然而，他们并未轻言放弃，而是相互扶持，共同面对
生活的起伏。可以说，运河是《北上》的筋骨，邻里情是
它的血肉，而那股乐观向上的精神，则是这部剧跳动不
息的心脏。

NORTHWARD
与通州
与运河

副刊·文化

本报讯（记者 李若晨）行政办公区北侧，
运潮减河之上，远远地便可望见一座已经完
工半幅的桥梁。而在河岸南侧，工人们正在
加紧进行南半幅桥梁的桥墩施工。这正是北
京城市副中心步行和自行车系统示范段工程
的关键节点，完工后，一条专供骑行和步行的
城市绿道，将北连含章园和宋庄文化园区，南
至行政办公区，中设景观桥，穿越路县故城遗
址公园，为市民提供休闲漫步、骑游观景的慢
行通道。目前运潮减河以北道路已经完成路
面基础结构施工，整体工程预计今年 6月建
成投用。

从通州区政府西侧停车场走进施工现
场，记者看到运潮减河上搭起围堰，南侧的河

水已经抽干，工人们正在进行南段桥梁桥墩
的钢筋安装。“走！走！”只见十来个工人手握
一根刚弯好造型的钢筋，正在不同位置配合
着将其送入桥墩的钢筋主体结构中。建设单
位北投集团建管中心工程主管刘亭君介绍，
整条线路全长约3公里，地面段长度约2.8公
里，桥梁段长度约206米，项目从去年10月正
式开工，目前已完成北段桥梁和北段道路主
体部分建设，南段道路正在进行路基铺筑。

“伴随着行政办公区二期投入使用，从含
章园到行政办公区的通勤压力增大，现在得
从含章园向东走到通济路，再穿过丁各庄桥
绕行，开车需要 40分钟，但其实两地之间的
直线距离只有 1.8公里，骑自行车只需 15分

钟，骑电动车只需8分钟，工程完工后两地通
行时间将大幅缩短。”刘亭君说。

站在景观桥上俯瞰，桥身和两岸树木倒
映在水中影影绰绰，刘亭君展开手机中的效
果图向记者介绍：“完工后整条线路中间将铺
设 5米的骑行道，两侧是各 2米的慢步行道，
跨河桥面做了加宽，增设了观景平台，让市民
们在骑行漫步之余，可以小憩片刻，凭栏观
景，夜晚桥身还会亮起灯光，未来这里将成为
副中心的网红打卡地。”

此外，工程穿过路县故城遗址公园段，利
用了公园内长530米的一条贯通南北的已建
成园路，园路宽约 3.5米，可满足双向两车道
骑行。刘亭君介绍，项目沿线还将打造 8个

停车驿站，每个区域能容纳 30-50辆自行车
停放，其中在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南、北进出口
位置，将结合附近停车场，设置两个节点广
场，供市民实现交通方式的转换。同时示范
段工程沿线周边正在规划园林景观提升，未
来市民可以一路过林荫、观河景、逛公园，享
受悠闲惬意的慢行时光。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步行和自行车
系统示范段工程将发挥示范作用，打造集园
林景观、市民休闲及慢行系统于一体的多功
能城市道路，未来工程有望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延伸，与六环高线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
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等相连，在城市副中心
搭起四通八达的“绿色长廊”。

副中心步行和自行车系统示范段工程6月将投用

从前40分钟的路，今后8分钟就到

非遗里的北京通州

陆辛庄少林武术传承人高士忠为武馆学生指导动作。刘淑玲/摄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近日，北京
城市副中心又有三宗地块成交，成交
价为 20.3 亿元。记者注意到，这三宗
地块均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地区，总面积近 41000平方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宗地块上将建起
高120米的地标性建筑。

本 次 成 交 的 三 宗 地 块 分 别 为
FZX—0101—0307（1），FZX—0101—
0306、0307（2）、0309 以 及 FZX—
0101—0307（3），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综合交通枢纽地区，东至通运路，南
至副中心站南街，西至紫运东路，北至
副中心站前街（规划路名以最终批复
地名为准）。另据上述地块的“多规合
一”协同平台审核意见函（以下简称意
见）显示，三宗地块的地上建筑面积超
过 15 万 平 方 米 ，此 外 FZX—0101—
0309地块将建起一座高 120米的地标
性建筑。

意见显示，三宗地块的地上建筑
应以副中心站屋盖区域为中心，在周
边建筑空间围合下，形成中间低、向两
侧 逐 渐 升 高 的 城 市 天 际 轮 廓 。 在
FZX-0101-0309地块北侧打造 120米
地标建筑，体现六环的门户作用，形成
错落有致的天际轮廓线。鼓励在建筑
首层设置零售、展览、康体、娱乐等活
跃公共功能，提升街道活力。

建筑风格方面，整体建议采用现
代简洁的建筑风格，突出副中心交通
枢纽、商务中心的现代国际性功能定
位，体现通州历史人文传承，打造具有
国际魅力、现代活力的城市形象。建
筑色彩应强调副中心水彩清韵、朴雅
相容的色彩定位，鼓励近人尺度建筑
的色彩多元性；高层办公应以高明度、
低艳度的灰色为主色调，突出现代感。

其中，塔楼采用高品质新材料体
现建筑现代感，宜采用石材、环保材
料、金属板材、玻璃幕墙等，采用较高的窗墙比，强调横向
或竖向线脚划分。底层商业以落地玻璃窗搭配浅色石材
为主，局部采用保留本体色彩的木、竹、砖、石、瓦制材料，
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商业展示空间。第五立面方面，塔楼建
筑顶部设计应采用简单、收敛的形体，塑造经典永恒的形
象，助益天际线的整体效果，禁止设计与建筑主体无关的
夸张屋顶形式，并建议设置屋顶绿化降低热负荷并为周边
塔楼提供良好的视觉感受。

同时，三宗地块建成后也将留出充足的停车位，供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停靠，停车泊位按照低配建、上限控制的
原则，配建标准按照每100平方米建设0.4个停车位进行控
制。其中FZX-0101-0306地块停车位不少于51个；FZX-
0101-0307地块停车位不少于241个；FZX-0101-0307（1）
地块停车位不少于 68个，FZX-0101-0307（2）地块停车位
不少于 121 个，FZX-0101-0307（3）地块停车位不少于 52
个；FZX-0101-0309地块停车位不少于317个。停车位为
普通自走式停车位，并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安装条
件。提倡对建筑配建机动车停车位采用错峰停车和分时
调配的灵活管理模式。这三宗地块还将配建不少于352个
非机动车停车位。

正在建设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亚洲
最大的地下交通枢纽。一体化范围内地上建筑总规模约
139万平方米，集五星级酒店、5A级写字楼、公寓、文化艺术
展览、商业、休闲等业态于一体，预计 2025年底基本建成。
副中心站枢纽建成通车后，未来依托京唐城际铁路和城际
铁路联络线可实现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5分钟
直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河北唐山市，1小时内直达雄安
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形成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的高效衔
接，真正实现高效辐射“京津冀”、快速衔接“中心城”、便捷
服务“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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