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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洪水导致运河改道特大洪水导致运河改道

提起“老河底”，不少老通州人都能津津乐道，这是人们对运河故道的
一种“昵称”。到底何来此名，记者在通州区潞城镇的小东各庄村找到了答
案。记者驱车来到小东各庄，在村边一处杨树林中，立有一座石碑，碑上刻
着一段文字，讲述了关于“老河底”的故事。

小东各庄村是大运河畔的古村落之一，辽代成村，金元时期成为大
运河通州段水路交通和商贸运输的重要节点。该村随着漕运而兴盛，
为京城发展作出贡献。嘉庆十三年，随着水量逐渐减少，运河改道，这
里逐渐形成运河故道遗址，后人称之为“老河底”，至今仍保留着故道的
原始风貌。

如何判断这里就是运河故道的呢？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卫
华介绍，这经过了专家们的反复论证。“2012年，附近的谢楼村村民盖房
子，从河道里挖泥沙时，挖出一个大铁锚，成为了这里曾是运河故道最
有力的实物证明。”王卫华说。

在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教授陈喜波的《说说通州水系那些
事儿》一书中，也有关于这段运河故道的记载。北运河原来从小圣庙向
西南流经张家湾，凉水河从张家湾城南汇入，然后向东南流至里二泗，
再一直向东，流经崔家楼、谢家楼，接着东南流经马坊后折而西流，至儒
林、供给店后折往南，经长陵营、马头村、耿家楼折向东，经肖家林进入
香河县境。在 1928年绘制的《顺直水利地形图》上，还可以看到明确标
注的流经崔家楼、谢家楼附近的运河故道遗迹，也就是如今“老河底”所

在地附近。
直至清代早期，北运河河道还比较稳定，自乾隆以后，小圣庙以下北

运河河道开始发生变化。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京畿地区由于连续强
降雨，发生特大洪水。北运河在大棚村附近溃决，河水改走康家沟直接下
注，正流不再流经张家湾大运河故道，由此，张家湾运河故道日渐淤浅。
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北运河河道淤浅严重，漕船行走不便。

据记载，当时仓场主管官员德文、李钧简上奏皇帝，因北运河淤浅，
请求当年漕运船只暂时由北上航行至通州交漕，同时请示挑修流经张
家湾的北运河。从记载来看，至少在嘉庆十一年之前，漕船依旧走张家
湾运河正道。直至嘉庆十一年，因运河浅涩，漕船不得不暂由康家沟行
走。嘉庆十二年，朝廷继续疏浚张家湾河道，至嘉庆十三年竣工，此后
仍然令漕船走张家湾北运河故道。

不幸的是，嘉庆十三年六月、七月，通州一带连遇大雨，北运河河水
暴涨，并在小圣庙附近决口，张家湾处的河底比康家沟的河底高出一丈
多，长约十数里，无法疏浚，漕船改走康家沟新河道。自此，北运河河道
自大棚村以南不再向西经上马头至张家湾一线，而是向东南沿大棚、小
圣庙、黎辛庄、刘各庄、甘棠、武家窑一线形成运河新河道。尽管清政府
不遗余力地疏浚，力图复归正道，但改道已成定局，只能作罢。随着时
间推移，运河故道逐渐废弃、淤浅，但“老河底”的故事依然在当地口口
相传，曾经的辉煌也被铭记在石碑上。

古老的大运河宛如一条灵动玉带，横贯南北，承载着千年沧桑与辉煌。它因漕运而兴，成为古代
经济命脉，更架起文化交流的桥梁。然而，明清时期，洪水多发使河道反复淤塞，发生改道。这些故道
记录了当年的漕运兴盛，更见证大运河的绵绵不息与时代新生。那么，如今的运河故道遗址究竟藏身
何处？它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佳航谢佳航 王戬王戬

副中心冷副中心冷知知识识

运河故道竟在运河故道竟在““ ””中中

蜿蜒的河道，静淌的河水，古时的千帆竞泊虽已不再，但那份古老
的意蕴从未走远，与“漕运”有关的种种，已深深扎根于大运河沿岸，这
种印记和传承，在皇木厂村可见一斑。

皇木厂，顾名思义历史上是加工皇家专用木料的地方，而皇木特指
皇家要用到的建筑用木料。这些木料取自南方，由运河运抵皇木厂后，
经过加工再送进京城。通州有两个皇木厂村，都曾与皇木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

如今的张家湾镇皇木厂村宁静而优美，漫步其中，村中的别墅或公
寓式住房精致典雅，错落有致。房与房之间，小桥流水潺潺，宛如江南
水乡。村中有一处池塘，盛夏时节荷花盛开，众多游客慕名而来；平日
里，这里也是钓鱼爱好者的休闲胜地。池塘边的标志碑上注明，此处就
是北运河故道。

据旁边的碑刻介绍，元代到清嘉庆十三年（公元 1808年）北运河改
道之前，皇木厂一带河流纵横，港湾码头客货运输盛极一时。现村落位

于通惠河故道与古运河夹角处，运河文化、历史文化遗迹较为丰富，村
内留存多处元代与明代前中期皇家所设国家机构遗址群，见证了昔日
辉煌。

张家湾码头素有“京杭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自元代设立漕粮
转运码头后，张家湾以商贾云集、漕运发达闻名天下。当时张家湾古
城由于是运河节点，古城内不仅商业十分繁荣，还有各地商贾与外国
使节的会馆，可谓一片繁荣。“第一码头”的兴盛带动了周边发展，漕运
鼎盛时期的皇木厂和附近的盐厂、花板石厂等地终日繁忙，到港入仓
的货物均以此为出发点，或内转或外运，舳舻蔽日的盛景享誉一方。

“元至明中期，此处为大运河北端张家湾码头区域，如今水面也
有 1000 多平方米，故道两侧还搭建蜿蜒竹廊。水畔立有一块石碑，
上书‘舳舻千里’，可遥想当年运河之上商船首尾相接，绵延千里的繁
荣景象。”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北京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任德
永介绍。

漕运文化印记深深印刻漕运文化印记深深印刻

运河故道今变城市运河故道今变城市““绿肺绿肺””

其实，在副中心，还有一段运河故道广受游客青睐。2020年9月，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正式开园。其中的一段运河故道，便是备受游客欢迎
的打卡点之一。

从绿心公园的西门进入，步行不远便见一条小河。两岸的道路设
计别具一格，不同于铜帮铁底的水泥护砌，这条运河采用纯自然驳岸，
营造出一种特有的古朴之感。沿线遍植垂柳、芦苇等植物，水中还有鸢
尾等水草，水绿交融。这条长 2.5公里的运河故道，不光见证了辉煌的
历史，也在当下重焕生机。

据了解，在绿心公园启动建设之前，专家们进行了细致的文物勘测
工作。通州区一位文保工作者回忆，在勘探小圣庙村北时，他们发现了
嘉庆初年大运河改道的岔口。故道呈现不规则形状，是大面积的滩地，
横贯整个小圣庙村。

大运河曾是京城命脉，南方的漕粮、建材、食盐、丝绸源源不断通过大
运河北上。通州因水而兴，一度因漕运而掌握着整个京城的南货定价
权。“要把副中心打造成千年之城，不但要有水绿交融、清新明亮的好生
态，也要为城市留下珍贵文脉。”绿心公园宣传负责人鞠玮桐介绍。本着
这一原则，绿心公园在设计规划之初，就决心挖掘并展示这段故道。

规划方案显示，故道景观带的很多设计灵感来自乾隆年间的《潞河督
运图》。在前期设计中，北投集团开展了大量的历史文化研究，设置故道溯
源、秋萍望月、蒹葭苍苍、汲汲轻帆、码头驿站、运河田圃、故水溪林七大景
点。其中的漕船、驿站、码头、浮桥等元素，都自古画和史籍中提炼而来。

“我们参照清代《潞河督运图》打造故道景观，全长2.5公里，宽度50
米，整体以自然生态的空间尺度展示为主，结合绿心的雨水收集综合利
用，运河故道沿线营造荒芜感，展示运河改道前后的景象。”鞠玮桐说，设

计修建中，最大限度还原了这段故道的“历史场景”。
故道旁边还有一座石桥，名为通蕖桥，站在桥上，可以将故道景色尽

收眼底。浮桥造型参考了《潞河督运图》中的描绘，采用木制结构，水下
部分由船体相连，确保安全稳固，两侧设有木制栏杆。利用水的浮力，浮
桥会根据水位的变化自动调节高度，始终呈现亲水效果。石舫的大小则
参考了漕船尺寸，设置为长 23米、宽 3.1米，游客可以登上石舫，参与互
动体验。

运河故道是皇家运粮进城的中转站，漕粮从运河大船卸载到张家湾
码头，再从张家湾改成运粮车进入京城。修建绿心公园前，这里的自然
村落名为“上马头村”，即是原张家湾运河码头所在地。如今，这里也已
成为绿心公园内的著名景点——上上码头，大运河前世今生的有机串
联，在这段故道、这个景点得以集中体现。

绿心公园在上马头村附近还原了运河故道景象：东西岸各设一
处码头，同历史记载西大东小，两个码头之间通过船型浮桥连接，
成为游赏观水的步行通道。西岸码头向南通过一级园路与公园
西侧入口门区相连，东西码头之间用浮桥相连，东岸码头则可通
往星形环路。

古语有云“漕运盛而通州兴”，依托河盈万象、海纳百川
的豁达包容文化精神，商贸繁盛的文化氛围，临河而居的
文化景观，构成绿心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如今，曾经的
上马头村已成为绿心公园的一部分，但站在这里，仿佛
仍能感受到运河的沧桑与往昔的辉煌。运河故道也
成为了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网红打卡地，副中心独
有的运河历史文化记忆正在这里悄然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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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个新增重点在谈项目破浪来

今年区投促中心全面发力，落地、在谈
一批重点项目。截至目前，全区新增重点
在谈项目 400个，已注册重点企业 230个，
其中落地外资项目 47 个。央企二三级公
司、市属国企累计落地 176家，其中央企累
计落地107家，市属国企69家；央企子公司
方面，今年以来促成华油五粮（北京）供应
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建海龙（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等项目落地；市属国企招商方
面，推动北京京投站城融合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落地，配合区发改委、区国资委，深化
第二批市属国企搬迁招商服务；在重点民
企方面，促成华清元泰新能源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康威视通科技有限公司、牛津石松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星火源创科技有限公
司等重点项目落地。同时，促成浪潮集团
通州基地正式启用，将进一步在云计算、大
数据服务等领域与副中心深化合作，助力
城市副中心实现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两区”项目库新增
入库项目 375个、落地 204个，新增预计投
入资金百亿元。其中，新增入库外资项目
86个、落地47个，均居全市前列。

改革筑基优化营商谱新篇

聚焦全区招商引资工作市场化、专业
化、系统化改革，区投促中心制定《关于北

京城市副中心招商体系的改革实施方案》，
构建“1+1+6+N”一体化招商体系，成立区
属招商公司——北京通州产业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通州产投”），注册资本 2 亿
元。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首个全域国有招
商平台，通州产投的成立标志着通州区在构
建市场化招商体系、强化产业精准导入方面
迈出关键一步，开启市场化招商新征程。

同时，相关部门聚焦“6+3”重点产业招
商，建立“招商服务专员”机制，紧密连接各
方资源，为 22个乡镇街道配备招商服务专
员，主动走访，挖掘项目线索，听取企业诉
求优化营商环境，实现城市副中心招商体
系区域全覆盖。区投促中心还为全区 30
多家单位开通北京市招商引资大数据平台
账号并开展一对一培训，确保“两区”项目
及时上报，高质量开展“两区”全年招商工
作任务。

上半年，“产业促进专题会”统筹调度
作用凸显，全力保障了北京瑞宝超限装饰
材料建设智能家居数字化产业、宋庄艺术
家工坊、探路者等产业用地项目、安贞未来
医学创新谷等项目落实。

同时，依托“全域场景创新之城”工程，
做强场景招商，以场景服务链接企业，升级
招商育商模式，挖掘企业核心竞争力 40余
个，为落地企业或重点项目业务拓展、强链
补链提供场景支持。依托“科创资源倍增
工程”，做优科技招商，促成企业地区总部
和研发中心在副中心落地，提升区域创新
能力。依托“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

聚焦重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引进和
培育，促成产业集群发展。

广聚合力促成项目落地

强化外资专班招商，区投促中心发挥
外资专班作用，累计储备芬兰脑磁图 me⁃
gin、牛津智能、欧力士、开市客、The Cross⁃
ingLab、RS Technologies 株式会社等外资
在谈项目 106个，促成全程吉顺国际贸易、
诺曼韩贸易等21个项目落地副中心。

开展“四区结对”工作，促成海淀区康
威视通科技有限公司、初色美刻动画科技
有限公司，朝阳区北京华清元泰新能源技
术开发有限公司等重点项目落地副中心，
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共同绘
就副中心产业繁荣的美好蓝图。

塑造“城市副中心”品牌，开展活动招
商，举办G20青年企业家联盟走进副中心
活动，促成全国首个G20青年企业家联盟
（中国）国际会客厅挂牌成立。“引进来”举
办 2025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发布产业发
展“三大工程”，组织 10 余场“走进城市副
中心”活动，强化招商服务；“走出去”赴杭
州、广州、武汉等地开展招商。借助2025中
关村论坛年会，区投促中心围绕大会主题，
深度参与大会多项核心环节。会上，通州
区实现五大签约项目，涵盖医药健康、绿色
能源等领域，累计投资金额预计将达 40多
亿元。这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重要成果，更
彰显了企业在副中心投资的信心。

砥砺前行将设国际招商机构

据了解，下半年，区投促中心将以科
创资源倍增工程、“全域场景创新之城”
建设工程、“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
产业发展“三大工程”为抓手，探索新机
制、狠抓新项目、构建新格局，助推城市
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间，将围绕“3+1”功能定位，聚焦
6+3 主导产业，建立央企二三级公司、市
属国企等重点目标企业项目库，主动对
接走访，加速重点企业落户，促进产业集
群化发展；设立国际招商联络机构，提升
招商国际化水平，着力形成“市场化、专
业化、国际化”的招商新机制，制定外资
招商工作方案，与街乡镇开展重点外资
项目联合招商，加强与国内外各大商协
会沟通协作；盯紧抓实产业链条，争取其
上下游更多产业项目落户。

借力服贸会、京港会、进博会等高端展
会活动，区投促中心将吸引优质资源要素
集聚。“引进来”“走出去”，借助市级资源，
对接重点商协会，策划组织系列活动；加大
招商推介力度，在京外境外设立招商工作
站，实施精准招商；建立企业白名单制，加
大走访频次，促进政企深度对接合作；加强
与北三县联合招商，建立常态化联合招商
机制，引导适宜产业向北三县延伸，续写副
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鹏赵鹏

奋进招商路奋进招商路““两区两区””将增百亿投入将增百亿投入

副中心新增重点在谈项目副中心新增重点在谈项目400400个个
当城市发展的号角在“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篇的历史交汇点愈发激昂，一幅以产业招商为笔、以经济发展为墨的崭新画卷，正在

城市副中心徐徐铺展。昨天，记者从区投促中心获悉，上半年全区新增重点在谈项目400个，“两区”外资项目新增量领跑全市。亮眼成绩
背后还藏着新的招商密码，副中心下半年即将启动央企二三级公司、市属国企等重点目标企业项目库建设，设立国际招商联络机构，奏响
更激昂的招商强音。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记者从中国铁路
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北京
局）获悉，由国铁北京局联合河北省发改
委、中旅集团共同打造的京津冀首列观光
旅游列车——“星光·燕赵号”已完成全部
调试与运营准备，将于今日从北京站首
发。届时，旅客可乘坐这趟移动的文化风
景，沉浸式体验“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
画卷。

本次全新打造的“星光·燕赵号”旅游
列车，创新功能设计，实现从交通工具向

“移动观景客厅”的华丽蜕变。列车编组 7
辆，由全景观光车、多功能娱乐车、主题餐
车及4节观光车组成，形成集观光、餐饮、娱
乐于一体的移动文化空间。列车外观采用
蓝色渐变色系设计，将绿水青山与中国文
化元素融入外皮涂装设计，首创“九宫格”
高清实景呈现，赋予车身动态美感。车厢
以“旭日东升”展现蓬勃朝气，融入传统艺
术图案，通过差异化视觉叙事共同构建移
动的文化风景。

车辆内部升级打造“移动观景客厅”，
旅客可在快旅慢游中，畅享山河美景。甄
选掐丝珐琅、景泰蓝等非遗工艺装点车厢
内饰，使窗外流动风景与车内生态美学相
映成趣。创新采用超大观景窗设计，提供
更为开阔的观景视野，让旅客享受“车在景
中行，人在画中游”的极致体验。创新设计
车厢功能布局，提供卡座、头等舱尊享座
椅、私享包厢多种选择，旅客可在品茗畅
聊、临窗观景中随意切换。突出适老化、舒
适化的功能设计，围绕银发客群优化座椅、
便器的尺寸和布局，增设防护报警等功能。

此外，“星光·燕赵号”还精心策划了非
遗手工体验、各类文娱巡演和互动活动，并
为旅客准备了“燕赵佳膳”特色餐饮，创新
一站式产品销售形式，以管家式服务提升
旅客出行品质。

列车采取班列式开行，以旅客需求为
导向，定点发车、准时到达。7月 9日，列车
8 时 35 分从北京站出发，15 时 8 分到达承
德；7月 10日，15时 48分从承德返回，20时
40分到达北京丰台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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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韩梅）近日，雄安新区第 12个绿色建造示
范工程——复兴220千伏变电站投运。

这座圆形钢结构变电站，变电容量360兆伏安，是雄安新
区220千伏分区环网重要枢纽变电站。将担负起启动区总部
聚集核心区域供电任务，为北京疏解企业和高校用电提供强
有力保障。

复兴220千伏变电站的投运，形成了启动区内“王阳-复兴”
双站南北对角供电格局，进一步提升了启动区主网架结构强度；
同时为110千伏启动区18号站、21号站年内投产提供了可靠的
上级电源布点；为构建中国星网雄安总部、雄安宣武医院、雄安
体育中心3组10千伏双花瓣结构提供坚强的上级电源支撑。

该变电站以“复兴中国梦，圆梦未来城”为立意，以“新城
原动力、启航能量场”为设计理念，是雄安新区首个全生命周
期“近零碳”变电站。

在复兴 220千伏变电站工程建设中，施工方国网河北建
设公司，深度融合海绵城市、碳足迹管理、能耗重组等 8项绿
色建设技术解决方案，精确核算建材碳排放，并应用智能化
系统、水资源循环、零碳监测等15项低碳技术，精细管理站内
设备用能数据，实现全生命周期“近零碳”。

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全流程介入工程建设，依据基建
站竣工验收标准，对主变压器、组合电器、开关柜、交直流一
体化系统等主要设备及高压电缆敷设、附件制作、在线监测、
防火设施等附属工程与交接试验进行全方位高水平验收。

据介绍，国网雄安新区供电公司将加快推进复兴变电站
配套10千伏出线工程实施进度，确保年底前形成启动区首批
双花瓣网架结构，有力保障北京疏解企业和高校的可靠电力
供应，为服务雄安高质量发展与保障生产生活用电需求提供
坚实支撑。

雄安新区首个“近零碳”变电站建成投运

暮色四合，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迎来了一天中最动人的时刻。晚霞的金色光芒泼洒在运河之上，潺潺流水裹挟着碎金般的波光，水面化作流动的镜面，倒映出两岸的
古今交响——左侧的燃灯塔巍然矗立，右侧的高楼大厦折射霞光，线条凌厉的现代建筑与古朴庄严的古塔遥相呼应，共谱华章。

这幅生态画卷的背后，是副中心“蓝绿交织、水城共融”规划理念的生动实践。晚霞不仅点亮了城市天际线，更见证了副中心在高质量发展中守护的生态底色——这里既有历
史沉淀的厚重，也有现代都市的活力，而其中流淌的运河，始终是串联古今、滋养生命的绿色纽带。

记者 黄漠/文 阎建庆/摄

运河畔的黄金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