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

点 击 北 京京

责编：赵鹏飞 邮箱：hwbjjb@sina.com

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2014年1月21日 星期二北京时间

【“城市病”首入政府工作报告】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北京已经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综合竞争力、国际影响力持续
增强。但在长期快速发展中，也积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

‘城市病’，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在北京市十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开幕当天，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政府工作报
告中谈及2014年主要工作时开篇提到。

北京市社科院副院长赵弘认为，报告首次直面“城
市病”。“这是第一次在‘两会’报告中明确承认北京在
取得了举世瞩目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城市病’，出现了
一些阶段性特征、阶段性矛盾和问题，已经影响了北京
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了民生。”

分析人士指出，从去年12月22日至23日召开的中共
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全面打响治理“城市病”
的攻坚战，到如今“城市病”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足见北京市敢于正视“城市病”和碰硬的决心与信心。

所谓“城市病”，是对由于人口及相关发展要素向大
城市过度聚集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问题
的统称。赵弘指出，当前，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
已经降低了老百姓的幸福感。这次报告明确提出加强人
口规模控制、全力治理大气污染、着力推进垃圾污水治
理等方面的具体举措，打出组合拳，为解决“城市病”
提出了明确的路线图。

【大医院年门诊人次两个亿】

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和
发展，首都北京已经跃升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但也必须正视，随着北京经济社会的长期
快速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凸显，人口增长过
快、交通拥堵、大气污染、部分地区环境治理滞后等

“城市病”加剧滋长蔓延，已经成为影响首都形象和人民
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因素。

北京要直面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加快治理“城市
病”。王安顺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现在的“城市
病”，集中表现在人口过快增长，从 2000 年到 2010 年，
北京市人口平均每年增长70万人，2012年和2013年也有
50万人左右。人口增长过快，所有的公共基础服务、公
共事业跟不上，无形当中带来各种矛盾。

“北京各大医院一年的门诊人次为2亿人次，住院300
多万人次，平均每天6万人住院，三甲医院中60%的门诊
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指出，北京的
民生保障能力在全国都属较高水平，但目前的挑战是如
何让800多万常住人口在京享有均等化服务，这也是特大
城市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人口、资源、环境的问题怎么解决？郭金龙表态
称，去年起，北京提出全面打响治理“城市病”的攻坚
战，今年将向纵深推进，“这个仗一定要打下去”。

【小商品市场外迁至市郊】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认为，
北京“城市病”问题的症结是太多功能集中在中心城
区，且功能间冲突得厉害，实现功能在市域和区域合理
分布，是总体规划方向。“我们的思路是通过功能的疏
解，带动人口的转移。”

随着西城区“动批”搬家时间表逐步落定，有着20多年

历史的“淘衣圣地”北京动物园批发市场将外迁至
市郊或其他省市。北京市副市长陈刚表示，为改变
北京市中心城区人口过度聚集，未来还将有多个中
心区小商品交易市场、大型医院涉及整治和外迁。

“人口迁移是需要把人引导出去，并非简单推
出去。比如，百姓从城市中心区迁出，但城郊的
教育水平、就业水平都应该匹配，这样才能真正
疏解城市功能。”北京市人大代表、朝阳区区委书
记程连元指出。

王安顺表示，北京市政府将坚持把新型城镇
化作为治理“城市病”、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抓
手，修改城市总体规划，推进经济发展规划、城
乡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三规合一”，划定城
市开发边界，优化城乡功能和空间布局，坚决扭
转城市发展“摊大饼”，提升城镇化质量。

此外，推进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也成为北京治
理“城市病”的一个重要方向。北京市政协委员方炎
说，应该加强京津冀地区在产业、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统
筹规划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这有利于北
京及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心城区功能太集中 人口过快增长是病根

北京两会 求 解 “城市病”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各国冰雕高手北京比拼

日前，第十届北京龙庆峡国际冰雕比赛在延庆开
幕。来自世界8个国家，25支代表队参加比赛。图为一
名选手正在雕刻作品《搏》。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京城小学生寒假献爱心

1 月 17 日，北京奋斗小学寒假“手拉手 献爱
心”活动启动。图为北京奋斗小学三年级 （7） 班的
几名同学在家长的带领下，到西城区福寿轩敬老院
看望老人。 新华社记者 刘莲芬摄

一年一度的北京市人大、政协两会正在举行。围绕改革创新发展的要务，特别是首都北京
未来如何走得更好更远，又将拿出哪些具体举措，破解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难题，代表、委员
们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社情民意，从各个角度积极建言献策。

在一系列“城市病”中，人口过快增长是“病根”，而控制人口规模的根本是调整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这在与会的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已成共识。

聚 焦 京 城

在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小组会间隙，来自民
建和工商联的委员们继续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方 非摄 （千龙网发）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
的新年 （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

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
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

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
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

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
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

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
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

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 （杏仁、核桃
仁、瓜子仁、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

干、菱角米……） 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
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
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
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
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
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地上年货，街上加多
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
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

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
快一些。在胡同里，

吆 喝

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
月才出现的，像卖历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
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
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
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 （花生、胶枣、
榛子、栗子等） 与蜜饯掺和成的，普通的带皮，高
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
的用榛瓤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
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
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
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
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做新鞋新
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
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
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
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多少
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
瓜形。按旧日的说法：有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
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
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
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
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

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
房。必须把

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
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
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
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
们，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
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
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
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
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
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
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
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
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
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
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

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
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
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
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
的 铺 子 ， 大 家 并 不 很
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
以轮流着去逛庙、逛
天桥和听戏。

（发 表 于 1951
年 1 月，《新观察》
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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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名 人 话 北 京

据新华社北京1月19日电 （记
者李斌） 科研人员经过 10 多年考证
和研究发现，尽管部分建筑被人为
拆毁，但北京中轴线主要部分建筑
至今保存完好，保存了元明清三代
京城原有的 32 座各类形式的主要建
筑。

北京中轴线北起钟楼北街与豆
腐池胡同交汇的丁字街路口，南达
永定门，纵贯宫城、卫城、禁城、
皇城、内城、外城六重城，全长约8
公里。北京古都总体规划布局，以
中轴线为中心主轴，向东西两侧对
称展开。元明清三代京城共规划建
筑 了 宫 、 殿 、 陛 、 桥 、 门 、 楼 、
阙、亭、廊、广场、御道、万岁山
等建筑空间形式 64 个，其中建筑空
间区域12个，建筑群组15个，门22
座，建筑物遗存至 20世纪初共有 45
座。

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科学
技术史学会建筑史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兼秘书长郭超指出，尽管部分建
筑已拆除，北京古都中轴线空间规
划及其建筑群基本保持了元明清三
代京城的历史规划原貌，使人们今
天仍能看出北京古都六重城的建
制，代表了中国古都最高规格的建
筑形式，成为中国古都规划的“活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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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红灯笼”俏销富农民
1月 19日下午，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红庙村“喜庆吉祥灯笼专

业合作社” 的社员，抓紧时间为客户制作色彩缤纷图案各异的“宫
灯、红灯笼、生肖灯、彩灯”等灯笼，“节日红灯笼”为村民带来了可
观的收入。图为村民正在专注地为客户赶制“春节红灯笼”。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