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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群琛 实习记者 王戬

通州通州冷冷知知识识
两位将军两条路两位将军两条路

通州区的诸多城市道路中有两条路的路名格外醒目通州区的诸多城市道路中有两条路的路名格外醒目，，一条是位于运河边一条是位于运河边，，与北运河近乎平行的赵登禹大街与北运河近乎平行的赵登禹大街；；另一条是位于通州另一条是位于通州
老城区南北走向的佟麟阁街老城区南北走向的佟麟阁街。。就像中心城区的佟麟阁路就像中心城区的佟麟阁路、、赵登禹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一样张自忠路一样，，通州区的这两条路也是为了纪念两位抗战英通州区的这两条路也是为了纪念两位抗战英
烈烈，，同样历史悠久同样历史悠久。。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今年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80周年周年，，我们走在路上我们走在路上，，不忘其背后承载着的中国军民不忘其背后承载着的中国军民
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

两条道路曾多次更名

从地铁六号线北运河西站C口沿着玉带河东街向西行
走，第一个路口向北就进入赵登禹大街了。这条大街是以
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132师师长赵
登禹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一条比较倾斜的道路，与旁边流
淌的北运河近乎平行。道路东侧的现代商务楼内，包括复
地金融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营业部、合
景·悠方天地购物中心等，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之一；道路西侧是西上园和中上园两个居民小区，此
外通州区教师研修中心实验学校也在赵登禹大街西侧，前
身是清朝光绪年间创办的“东关初等小学堂”，这是一所百
年老学校，刚刚度过了 120岁生日。另外，赵登禹大街也便
利了周围市民通行，从上营大桥来的居民可以通过这条道
路直接驶上新华东街。

佟麟阁街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街，从玉带河东街一直
向南延伸到新华东街与新华西街的交叉口，这里是老城
区。如今这里看不到标有“佟麟阁街”的路牌，但是路边的
公交站站名还是提醒着来往行人，这条大街承载着不一样
的故事。潞河医院、红旗厂等通州人的集体记忆分列在佟
麟阁街两侧；米开Town文创园、北京ONE等现代建筑则见
证着日新月异的发展。

这两条路的路名由来很直接，就是纪念佟麟阁与赵登
禹两位抗日名将，均命名于1946年，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的
第二年。随着岁月变迁，两条道路经历了命名、扩建、改名
等过程，其中赵登禹大街伴随着周边地区改造一度消失，不
过最终再次出现在了通州的地图上。

先说赵登禹大街。这条路其实在明代就有，那时的通
州漕运通济，已成为漕粮物资等北上进京的第一站，所以大
量的珍稀物资在通州市场上都能看到，而当时的赵登禹大
街不仅是售卖这些物资的场所，更是储存的仓库。同时这
条与北运河平行的街道，因地处通州城东关，且街道自东门
向南，被称为东关大街。1946年，通县百姓为缅怀赵登禹，
将东关大街更名为赵登禹大街。1981年，依《北京市地名管
理办法》，不以人名为地名的原则，复名东关大街。

佟麟阁街同样如此。清代时，其南段为自新城南门进
入西仓(今北方精密机械厂）的仓道，因位于新城南门内，曾
称十字街。清光绪三十一年，由马玉昆主持将大街向北延
伸，开路至新城北街（今中山大街）。1946年为纪念抗日将
领佟麟阁，将这条街道命名为佟麟阁街。1955年延至新华
大街。上世纪七十年代与新华北街、新城南路统称为人民
路，将佟麟阁街南段并入，1980年潞河医院扩建时，将佟麟
阁街囊括其中而消失。1981年，因现街道在新华大街之南，
命名为新华南街，并与新城南路相连。全长 800 米，宽 30
米，车行道宽14米，两侧设行人步道于绿荫之中。

后世没有忘记两位抗日名将的功勋。1985年10月，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时，为缅怀在抗日战争中做出
杰出贡献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经县人大、县政协提议，县
政府同意，报市地名领导小组批准，将新华南街更名为佟麟
阁街，以恢复因旧城改造而消失的佟麟阁街之名，东关大街
向南的主街道，恢复赵登禹大街名称，以示后人。

不过赵登禹大街之后又经历变化。2009年随着上营棚
户区的拆迁改造，赵登禹大街随即消失。到了2015年8月，
赵登禹大街正式亮相，这一次它成为通州新城核心区的一
条南北向重要通道，同时也是该区域内首条通车的新建道
路，强化新华大街、故城东路、玉带河大街等城市主干路间
的联系。

同一个城市有两对路名一样的道路，
这是完美的历史巧合。1946 年道路命名
时，现在的北京市通州区叫通县，归属河北
省管辖，两地都在缅怀这两位抗日名将。
赵登禹和佟麟阁或许跟通州关系不大，但
是他们所属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29 军曾
经驻扎在通州附近，甚至与抗战初期爆发
的通州起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35 年 7 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
向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平津。10
月，侵华日军指使河北省香河县汉奸暴动，
占领县城，非法组织伪自治政府。11 月，
又策动各地汉奸推行所谓“华北自治运
动”。这时，充任蓟密、滦榆两区专员的殷
汝耕网罗通县、顺义、密云、昌平、唐山、宝
坻等 9地区的所谓“36友”，迫不及待地于
11月在通州文庙挂出“冀东防共自治委员
会”的招牌，升起“红黄蓝白黑”五色傀儡旗
帜，诡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殷汝耕自任伪政府政务长官，由他的
亲信池宗墨任伪政府秘书长，统辖冀东通
县、香河、三河、昌平、怀柔、顺义、平谷等
22县及唐山市、秦皇岛港。为维护其反动
统治，并设有保安队 4支，有万余人，分驻
通州、顺义、唐山等地，并有教导队常驻通
县。日军则在通州设立以细木繁为头目的
特务机关，并在伪政府各厅、局、保安队及
各县安插“日本顾问”，在通州、唐山还分别
设立日本领事馆。从此，殷氏卖国政府与
侵华日军狼狈为奸，相互勾结，狐假虎威，
奴役百姓。他们大肆进行经济掠夺，竭力
推行奴化教育，疯狂实行法西斯专政，将冀
东人民置身于亡国奴的水深火热之中。殷

汝耕的叛国，侵华日军之暴行，激起全国人
民一致反对。以至殷汝耕“每日接到全国
各地抗议书、唾骂信等不下数百件”。

不过殷汝耕的伪政府中还是有心系家
国的有识之士，在伪政府中担任保安队队
长的张庆余和张砚田就是代表。他们两人
本是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的队
长，听命于曾经的河北省主席、第 51军军
长于学忠。1935 年，第 51 军奉命开往西
北，由于特警总队不算正规军所以没有一
同前往，临行前于学忠曾密召张庆余和张
砚田，要求他们“好好训练部队，以待后
命。”也就是在这一年，汉奸殷汝耕在通州
建立伪政府，张庆余和张砚田的特警总队
被编成保安队。身在伪政府，眼里却看着
日军和伪政府官员日日欺压百姓，心中愤
愤不平，但是也只能忍辱负重。

时间来到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
后，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宣言，进一步激发
了爱国力量的抗日斗志，另外驻扎在北平
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29 军奋勇抵抗。据
通州本土作家王陆昕介绍，当时通州的南
城外就有一支29军的部队，而且通州处于
敌后，也是日军运输的重要通道，正是由于
29军这支部队的驻守，使这条交通要道处
于断绝状态。

当得知城外有 29军的部队后，张庆余
和张砚田立刻派遣心腹与之取得联系，并
向第 29军 37师师长冯治安请示机宜。冯
治安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
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待我军开
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
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冯

治安嘱咐说，可委派心腹人员与29军参谋
长张樾亭经常保持联系。张樾亭将冀东保
安队第一、第二总队编入战斗序列。

然而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仅 20天后，
即 27日凌晨 3时，日军突然出现在通州城
南的城墙上，向第29军驻地（城南菩萨庙、
火车站）开炮，遭到第 29 军将士迎头还
击。日寇出动飞机进行狂轰滥炸，伪冀东
防共自治政府保安队多次向日军飞机展示
傀儡政权的旗帜，仍惨遭轰炸。保安队被
激怒，也开始用机枪向前来轰炸的飞机进
行扫射。

7月28日，日军大举进攻29军，并令保
安队配合日军行动。但是驻扎在通县旧城
南门外的冀东保安队没有执行日军的部
署，他们对空放枪，放走 29 军驻通官兵。
残忍的日军轰炸了保安队的驻地，这一事
情激怒了本不甘心当汉奸、早有起义准备
的保安队。张庆余、张砚田认为部队起义
时机已到，决定于 7月 28日夜里 12时在通
县起义。起义外指挥机关设在通州北关岳
庄的吕祖祠，内指挥机关设在通县东大街
保安队指挥部。张庆余对起义进行了精心
部署：第二总队派兵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
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解决车站日本警
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兵分三路
突袭日寇守备队、敌伪机关等。

29 日拂晓，通州城内枪声大作，起义
战斗打响。队伍按照战前部署，关闭城门，
断绝城内交通，占领电信局及无线电台，并
包围冀东伪政府，活捉了殷汝耕。战斗一
直持续到29日上午10点，由于日军派空中
力量支援，起义力量寡不敌众，只能撤退。

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的佟麟阁是我
国抗日牺牲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11
年，佟麟阁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部下历
任排、连、营、团、旅、师长等职，因治军
有方，屡屡晋职，1935 年初，提拔任 29
军副军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
他在全军干部动员会议上慷慨陈词：“吾
辈首当其冲。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
辱。荣辱系于一身者轻，而系国家民族
者重。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
死报国。”他以军部的名义向驻守卢沟桥
的 110旅旅长何基沣下达坚决抵抗的命
令。7 月 28 日晨，日军集中兵力向南苑

发起猖狂的进攻。佟麟阁将军亲临前
线，指挥部队英勇抗击。中午时分，佟麟
阁率部队到大红门，继续与日寇苦战，在
腿部中弹的严峻情况下，不顾包扎伤口，
坚持指挥战斗，在遭敌机狂轰滥炸之时，
不幸头部受重伤，壮烈殉国。

1937 年 7 月 31 日，国民政府追赠佟
麟阁为陆军上将。1946年 7月 28日，国
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
的灵柩从柏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兰涧
沟坡地上。

赵登禹出生于山东省菏泽。1914年
在陕西冯玉祥陆军第16混成旅入伍。以
后，由传令兵逐级晋升。1933年 3月，著

名的喜峰口战役中，赵登禹率领部队共
歼灭日军五六千人，因战功卓著升任132
师师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132师奉命开赴
北平近郊，7月27日到达南苑。28日，在
指挥卫队旅和大学生军训团向大红门一
带集结准备反击时，突然遭到日军伏击，
壮烈殉国，时年39岁。

赵登禹殉国后，国共双方都对其作
出积极评价。1937年7月31日南京国民
政府发布命令，追赠赵登禹为陆军上
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对
卢沟桥西道口的赵登禹烈士墓进行了多
次修缮。

路名背后的历史渊源

不忘英烈铮铮铁骨

副刊·文化

在位于通州的五河交汇不远处，气势磅礴的大光楼附近，立着一块特殊的标志碑，蓝框白底，“京杭大运河北起点”八个字清晰标注着这里的位置。北
运河地处京杭大运河北段，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蜿蜒远去，它流经河北香河、天津武清至大红桥注入海河，将京津冀诸多城市地区“搂入臂弯”，又奔向渤海。

古老的大运河，历史上就曾便捷京津冀地区的经贸往来，串联三地的水脉乃至“文脉”，成为三地交融的“源头活水”。如今，三地水务部门协同治水护
水，协调联动防洪排涝，三地市民如愿共享运河治理成果，共同传承大运河文化。不见昔日“排污河”，大运河恢复往日盛景，重焕勃勃生机。

从今天开始，本报陆续刊发如您所愿·携手治河系列报道，介绍三地联动治理大运河，为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环境的故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胡子傲胡子傲//文文 常鸣常鸣//图图

今天是第18个国际档案日，6月9日
至13日期间，北京市档案馆围绕“请听档
案说”主题推出6大类18项活动，面向社
会开放2万余件档案，邀公众共赴一场精
彩纷呈的档案文化之约。

1500余件档案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为继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北京
市档案馆联合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等华北五省区市档案馆，自6月9日起共
同推出“胜利烽火——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京津冀晋蒙档案史料展”。展览分为“华
北危急 救亡图存”等五个部分，精选了
1500余件档案、资料等，再现了抗战时期
华北军民顽强不屈的英雄气概和浴血奋
战的历史画卷。

6月9日至13日，京津冀晋蒙五地档
案馆将在活动现场设立专区，集中展示
抗战主题的编研成果，包括《北京抗战图
史》《北平地区抗日活动档案汇编》《日本
在津侵略罪证档案图集》《铭记历史 圆
梦中华——河北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图片
集》等抗战主题的编研成果，用档案再现
中国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的光
辉历程。

京津冀民生档案
共享利用平台上线

6月 9日起，京津冀民生档案共享利
用平台上线试运行。三地联动资源共
享，实现京津冀民生档案“跨馆查阅、异
地出证”，为三地群众提供更加便捷、高
效、智能的档案服务。

北京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平台是全国首个跨省域数据集中式民生
档案查询利用平台，可实现三地 46家省
市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共享利用，在此基
础上将逐步向区县级档案馆延伸拓展，
不断丰富共享利用的民生档案门类。

北京市档案馆与16家区级档案馆在
已有婚姻登记、招工、调动、独生子女、学
籍、再生育子女审批等13种门类基础上，
自 6月 9日起，新增学生名册、收养两类
民生档案，跨馆利用的档案门类达到 15
种，持续拓展档案资源共享服务内容。

面向公众开放2万余件珍贵档案

国际档案日期间，北京市档案馆还面向社会开放15个全宗
共约 2万余件档案，涵盖北京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劳动
局、北京市人事局、北京日报社等单位，公众可以从中了解北京
各行业的发展历程及成就。

这次开放的档案中亦不乏亮点。例如《北京市东安市场
1945年市场蓝图》，这件档案记录了 1945年北京东安市场的平
面布局。从图纸上，能看到至今耳熟能详的老字号，如吉祥戏
院等，展示了东安市场当年的面貌，侧面反映了老北京的市井
生活和经济活动，也见证了东安市场的历史变迁和发展历程。

此外，北京日报社 1951 年至 2000 年的档案 80 件一一呈
现。包括栏目计划、编辑方针、工作总结和各类宣传报道；报纸
订阅、发行、改扩版等方面的情况汇报；《北京晚报》筹备试版工
作材料、《北京日报》创刊三十周年信息简报等。

除集中开放一批档案之外，北京市档案馆还将举办档案学
术交流活动，包括第四届首都档案治理体系学术论坛，以及两
场档案学术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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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岸活动丰富
河北的队伍来北京划龙舟

“没想到今年龙舟大赛有这么多人来看，还有河北的
家人们专程来给我们加油。劲头更足了，明年继续加油。”

——河北美术学院主教练刘东辉兴奋地告诉记者。

下腰、抓水、抬体，一遍遍有节奏地重复着以上动
作，一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燃情上演……就在刚刚
过去的端午假期，北京北运河水域举办的龙舟大赛
上，龙舟竞发，好不热闹。来自河北美术学院的12个
小伙子铆足了劲儿，动作整齐，划着龙舟向终点冲
去。“跟齐了桨！注意桨下效果！”临近终点，主教练刘
东辉朝着学生们大声喊道，给他们加油鼓劲儿。

比赛前一天，这些大二、大三的学生就已从石家
庄来到北京，在北运河上开展适应性训练。比赛当
日，他们共参加了三个项目，状态越来越好，最终在
500米直道竞速赛中获得了第三名。

北京端午节龙舟大赛创办于 2009年，今年比赛
升级为“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京冀等地多支龙
舟队参赛。同时，运河西岸步行街也开启“狂欢”，
特色摊位颇具人气，还有各式各样具有地域特色的
文创潮品，吸引三地市民慕名而来。来自廊坊的王
祺特意和北京的朋友相约来看龙舟赛，又被运河边
交织着烟火气与文化味的市集所吸引。“河边逛街
很舒服，逛累了还能坐在岸边座椅上看河景，空气
也很清新。”

从四惠骑行出发，途经大运河森林公园，再骑至
河北大厂民族宫，这是骑行爱好者彭达钟爱的骑行路
线之一。沿途，北运河碧波荡漾，岸边树林阴翳、野花
摇曳。“北京大运河沿河专门建起了骑行步道，体验特
别舒服。”他们每次都期待看到运河美景。“也有河北
人专门从香河沿着北运河骑到通州。”一位骑行爱好
者补充。如今，北运河骑道已成为京冀两地骑行爱好
者的热门打卡线路。

记者从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了解到，北京、香河
曾同步启动北运河综合治理工程，双方对河道的疏
浚、拓宽等标准都进行了统一，甚至统一了河道开口
的宽度。随着杨洼船闸的竣工及投入使用，京杭大运
河京冀段全线 62公里实现互联互通，京冀协同再进
一步。

在北京，乘船顺北运河而下，市民游客可以看到
岸边高楼林立的运河商务区，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
等风格各异的跨河桥；北运河香河段，可以看见运河
春色、河湾湿地、半岛寻芳等十大水上景点和四大陆
上景区，勾勒出一番别样的运河景致。

运河恢复生机
北京的水滋润着天津的庄稼

“水环境水生态是一个整体，上游的水质好了，中下
游的水质才能跟着好。”

——北运河管理处调度运行科科长王云海介绍。

“村里灌溉水源来自运河支流。”天津市武清区南蔡
村镇粜粮务村村干部刘天民表示，天民田园合作社种植
基地距离北运河直线距离仅有千米左右，这里种植了西
红柿、黄瓜、芹菜等农作物。

到了夏天，武清区筐儿港水利枢纽以北，一望无际的
盐碱水稻在微风中荡起层层绿波，耐碱水稻能成功种植，
也离不开北运河的浇灌；距筐儿港不远的山珍园里，大棚
中一朵朵黑木耳茁壮生长，用来喷洒木耳的是经过净化
后的大运河水；此外，武清的水果萝卜、“小鹊登枝”番茄
等农产品更是频频出圈……这里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的
一个“菜篮子”。

一条大运河，为沿线百姓提供灌溉之利。如今，运河
两岸，农田绿意盎然，农作物拔节生长，正绘就一番乡村
振兴的新图景。

北京西北山区奔流而出的河流汇聚北运河，北运河
水越过杨洼闸等闸口向下游奔腾而去。

天津北运河边的农作物，靠着来自上游北京的水源
滋养。北运河管理处调度运行科科长王云海介绍，每年
到了三四月份春耕时节，北运河管理处总会接到来自下
游武清、宝坻等地区水务局防汛办公室的请求，希望北京
上游能够加大补水量，满足下游的灌溉需求。“我们一般
会把槽蓄量放到生态水位的下限，协同三地开闸放水，补
水一般持续两周，支持下游庄稼春耕所需。”

“北运河水质提升达标，这是用于农业灌溉的前提。”
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科长王子龙介绍，当
前，北运河干流出境水质由劣Ⅴ类水体逐步提升并稳定
到Ⅳ类，个别月份可达Ⅲ类，水生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

王子龙回忆，曾经，北运河地处“九河末梢”，承担着
中心城区九成面积雨水的排水任务，一度成为北京城的

“下水道”。“别说鸟，连鱼都很少见。”近年来，京津冀三地
不再“单打独斗”，从“分段治水”变成“全域同治”，三地按
照统一标准加强水环境保护，推进水污染联防联控。

一场北运河水质的“提质攻坚战打响”。干支流持
续截污治污，开展生态调度，建设生态湖岸，种植挺水植
物，加密“水下森林”……经治理，北运河成为候鸟迁徙
的驿站和栖息的乐园。不仅在北京通州，河北香河、天
津武清等地的北运河水质，通过上下游左右岸的综合治
理也稳定达标，河岸水草丰茂、鸥鹭翔集，一派生机
盎然。

防洪疏浚保安全
三地水资源调度信息实时共享

“我们这边下泄多少水量，取决于下游泄洪多少水量。”
——每次北运河河道预泄腾容，北运河管理处调度运行

科科长王云海都紧盯“水情信息传递群”，及时开展调度。

在北运河流域，有三条主要京津冀水路通道。第一条，
水经北关分洪闸，通过运潮减河流向潮白河入河北界；第二
条，北运河干流经杨洼闸出市界入河北香河；第三条，港沟
河经港沟河进水闸出京后入天津武清。北运河贯穿京津冀
三地，三地协同调度北运河水资源，命运从此“休戚与共”。

三地水务部门，合作越来越默契。王云海举例，“去年
起，河北土门楼泄洪闸、吴村闸开始改建施工，大运河北京段
作为上游在泄洪时，需要更精准地把控泄洪量，减少对施工
的影响；杨洼闸河道检修时，需要北运河上游把水放到下游，
上游的水务工作人员才能对护坡塌陷情况进行整体摸查，这
就需要北运河香河段配合降低水位、开闸放水。”

6月 1日起，京津冀地区上汛。每次接到流域内的强降
雨预警，王云海手机里一个特殊的微信群就会派上大用场。

“北运河流域水情信息传递群”，内有约90位成员，除了北运
河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还有来自廊坊市水利局、香河县水务
局、武清区水务局、宝坻区水务局等多家单位的工作人员。
防汛关键时期，各部门实时在群里分享闸坝的变闸信息，传
递水情信息，为各地的防洪决策提供更及时的数据基础。

一次，强降雨来袭。当天下午4点多，北运河管理处就提
高了杨洼闸的闸门开度，加大下泄流量。工作人员于下午 4
点半左右在工作群里通报了变闸信息，5分钟后，香河县水务
局就根据这次调整情况，对杨洼闸下一级的北运河香河段曹
店橡胶坝进行两次降坝操作，总计下降 60 厘米；又过 10 分
钟，再下一级的青龙湾减河泄洪闸也分两次提闸，提请相关
单位注意水情变化……不到半小时的时间，京津冀各单位就
实现了协同统一。

杨洼闸是位于北运河北京段最下游的一座拦河建筑物，
闸的左岸是北京，右岸是河北。陈晨是杨洼管理所副所长，
平时，他需要和同事们维护河道水环境、保障机闸运行、维护
设施设备、调控出境水量……“平时的水量调蓄，主要是根据
上游榆林庄闸的下泄流量。如遇强降雨，接到统一的调度命
令后，我们便根据总体情况逐步调整闸门开度进行控泄，减
少洪水对下游河道的冲刷。”

北运河上下游、干支流每次闸坝变化时，微信群都会及
时传递信息，方便掌握水情。北运河流域当前已形成“上蓄、
中疏、下排”防洪布局，通过上游北关分洪枢纽等工程统筹调
度过境和本地洪水，与下游联防联控保障沿河城市防洪
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