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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击击 北 京京

5 月 11 日，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在
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多位国
际顶尖骑手与中国选手同场一较高下。
图为英国选手本·马赫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公 磊摄

我对贝家花园感兴趣是始自 2005年，那一年温家
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理工大学讲演时，提到法国大诗人
圣·琼·佩斯写长诗《阿纳巴斯（远征）》是在北京西郊海
淀，多年之后于1960年他因这部长诗荣获了诺贝尔文
学奖。这个消息引起北京民间的文史工作者的极大兴
趣，便到海淀区去寻找那创作诗歌的地方。功夫不
负有心人，居然被他们找到，是在海淀区管家岭

的一个被称作“桃峪”的小地方。我曾随着文史
专家张文大先生去过那里。他是海淀北安河

村的人，自幼就熟悉那一带。他又顺便带
我看了桃峪附近和法国朋友有关联的景

点，其中就包括“贝家花园”。我去
的 时 候 “ 贝 家 花 园 ” 尚 未 开

放，但保存得不错，门窗
都用砖封上，免得闲

杂人员入内。
贝熙叶

大夫建“贝家花园”是在上世纪 20年代初，距今已有
90多年。雕楼的门额上至今保留有李石曾先生题写的
石匾，上有“积德济世”4个大字。雕楼分上下三层。
每层面积大致 25平方米。原来这是贝熙叶大夫在郊外
的诊室。贝大夫的口碑非常好，对那些贫苦村民和农
民他免费看病，不收一文钱，还主动给药。他是个大
人道主义者。雕楼底层是候诊室，二层是他的诊室，
有小洗手池，三层是药房，三层之上有平台，登上去
可眺望四外，远远地一直能看见北京城。

在上世纪上半叶，北京西郊妙峰山下曾经是法国
朋友们喜爱的一个地方。中法大学附中建在这里，实
验林场也在这里。李石曾先生也曾在这里建设他的新
生活基地和模范村，推行他的新生活运动，又办学
校，又建医院，还建新农村，而李石曾又是中法大学
的创始人和中方校董，一向和法国有着密切的交往，
可称是近代中法友谊的奠基人和核心人物之一。著名
的中国进步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就是在他的推动下
轰轰烈烈地展开的。就因为如此，“贝家花园”选择了
建在这里，其他的法国朋友，如蓝荷海先生，也是一
位中法大学的教员，也在此建有住宅。圣·琼·佩斯不
仅选择在这里小住，还住在桃峪的一座小道观中写
诗。另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铎尔孟教授不光喜欢这
里，甚至还在这里买下了一块坟地，准备长眠于此。

而他们都为中国做了大

量好事，是中国人民最可信赖的好朋友。
鉴于如此，我曾建议将闲置了半个世纪的

“贝家花园”修建成一座“中法文化交流纪念馆”，
集中展示以贝熙叶、铎尔孟和圣·佩·琼斯3位为代表
的法国朋友的杰出事迹，让它变成一座伟大中法友谊
的闪亮窗口。这个建议迅速得到了有关领导的赞同和
支持，也得到了法方朋友的热烈响应，还得到了小贝
大夫的赞成。北京市和海淀区也积极行动起来，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

如果在2014年下半年的某个时间这座在“贝家花
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法文化交流纪念馆”真
能够揭牌落成的话，那无疑又是送给中法建交50年
纪念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可以和习近平主席刚
刚在法国里昂市为之挂牌揭幕的中法大学历史
博物馆交相辉映，成为一对纪念中法友谊长
久的双子座。

我昐望它能成功！
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法国医生

贝熙叶，他是不朽的。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

究馆馆员）

【告别上千年小煤窑开采史】

走进这家占地6000余平方米的博物馆内部，厚重的
历史文化感扑面而来：除了数百件照片、书籍、实物展
品外，还以光影及纱幔墙为载体对香会内容进行了生动
再现。蓝天之下，朱红色的中式建筑环抱于青山之中，自成
一道美丽的风景，让人很难想象这里3年前的景象。

“这里曾是个灰窑，是我们桃园村的主要产业，窑上主
要出产石灰石。”曾在灰窑工作过16年之久的吴久会告诉

记者，“村里没有别的厂子，这里的石灰石又好卖，所以都
在这里开窑，挖的越多赚得越多，灰窑到处都是。”

常年的过度开采，导致山体多处出现采空区，周边生
态系统大面积退化。“一刮风，村里就没法待了，黄土、粉尘
飘得到处都是，天灰的呀，啥都看不见。”吴久会说。

为了促进地区可持续发展，北京市将门头沟确定为生
态涵养发展区。随后，该区对不符合功能定位和影响环境
的资源性开采行业进行了彻底清理整顿：全区270个乡镇
煤矿全部关闭，结束了地区上千年的小煤窑开采史。

“退出了采矿业后，我们通过采坑回填的技术，将山体
的地下采空区进行了回填修复，消除了安全隐患。随后，我
们又通过生态袋堆叠、护坡连锁砖等技术对山体的生态植
被进行修复。”妙峰山镇镇长曹子扬说。

【下岗矿工博物馆再就业】

在退出了采矿业的同时，门头沟区结合自身丰富的
旅游文化资源，转型发展旅游休闲文化产业。在为博物
馆选址的时候，民俗专家一眼就相中了坐落在桃园村的

这座废弃矿山，“这里距离妙峰山近，又挨着进香古道遗
址，游客们可以对香会文化有个更直观的认识。”

香会博物馆重新开业了，曾在这座矿山开采石灰石
的吴久会也回来了。从此，他将和十几位昔日的矿工工
友、村中剩余劳动力一起在这个香会博物馆负责其安
保、卫生、交通引导等工作。

“我从 1988 年在这里上班，一直到 2004 年厂子关
闭。”尽管工作强度非常大，但是挣钱一点儿都不多，老
吴说，“最开始每月 100元，后来 1000块钱。”而现在吴

久会在博物馆上班，一方面工作没有重体力劳动、轻松
了也安全了，另外工资达到1400多元一个月。

【老矿区变身滨水生态城】

山还是那座山，却已经不是了原来模样。近年来，
门头沟投资26.2亿元实施京津风沙源等生态治理工程，森
林覆盖率达到41%；投入10亿元对永定河、清水河进行治
理，形成青山绿水百里画廊。

门头沟投资 30亿元，新建和改建了 43个城市公园，

治理了 5条排洪沟，建成了‘一湖十园五水联动’景观
体系，过去“黑白黄”的老矿区，变成了如今的现代化
滨水生态山城。

生态修复—大项目入驻—经济发展—富民增收，门
头沟已步入良性产业发展轨道。今年 1月，门头沟交出
了全面转型后第 3 年的成绩单：地区生产总值约 123 亿
元；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历史性地达到20.7亿元；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228亿元，总量和增速连续3年居首都5个
生态涵养发展区首位。

民国时期繁华地段 原有风貌或将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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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鹏飞

有着百年历史的香厂新市区有望恢复民国时期风貌。近日，北京
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牵头召开针对西城区香厂新市区的保护建
设可行性方案研讨会，邀请多位专家进行讨论研究。

根据初步规划，该区域将不再兴建高层建筑，临街道路以西洋式
为主，香厂路等重要历史道路保留现有路况；同时，改善区域内人居环
境，增加周边居民区的居住面积。初步方案制订后，将征求民众意见。

名 家 话 北 京

关闭270个乡镇煤矿 建设青山绿水百里廊

北京门头沟 废弃矿山 博 物 馆
本报记者 贺 勇 文/图

北京门头沟区的妙峰山上，
昔日斑痕累累、黄土裸露的废旧
矿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
设计精美、展陈丰富的博物馆。
近日，全国首家香会博物馆在北
京市门头沟区妙峰山镇桃园村落
成并正式对游客开放。这家坐落
于废旧矿山上的博物馆，全面记
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妙峰山香会文化的发展过程和历
史风貌。”

图为游客在妙峰山香会博物馆参观

香厂新市区泰安里仿照上海的石库门里弄式住宅而建。 郭 谦摄

北京国际马术大师赛举行

5 月 10 日，第七届北京中医药文化
宣传周暨第六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
在北京地坛公园开幕。图为市民在活动
中了解药用植物。

陈晓根摄 （新华社发）

首批300辆智能渣土车上路

本报北京电 据北京市政府新闻办
消息，北京市首批选用的300辆智能渣土
车已正式上路运行。新型渣土车加装了
密闭装置、GPS 定位、智能控制系统，
标志着北京绿色渣运正式开启，对于减
轻北京市的环保压力将有一定作用。

据介绍，北京市目前在用的渣土车
中约有 2000 辆可以通过升级改造达到新
标要求，对这些实施改造的车辆，政府
将给予改造费总额 50%的补贴，最高补
助1.5万元；对购置全新车辆的企业，政
府将给予每辆车5万元的补助。

“十二五”末
北京将实现低保城乡一致
本报北京电 （魏薇、邓淑文） 记者

近日从北京市民政局获悉，北京将大力推
动《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的贯彻落实工作，
推进低保标准城乡统筹，力争“十二五”末
实现全市低保标准城乡一致。

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
红兵介绍说，截至目前，北京市共有城乡
社会救助对象 10.1 万户、18.3 万人，现行
城市低保标准为家庭月人均 650元，农村
低保最低标准为 560元，各区县在此基础
上制定本区县农村低保标准。目前全市已
有 7 个区县实现城乡低保标准统一。2013
年底，全市城乡低保对象 9.54 万户、16.55
万人，全年支出资金9.7亿元。

京城举办中医药文化宣传周

曾是当时京城CBD

“这里是北京首先主动引进西方文明的地区，也有北
京唯一的标准上海里弄——作为香厂新市区组成部分的泰
安里采用了石库门式样，在北京可谓独一无二。”研讨会
上专家表示，香厂新市区是民国政府为振兴都市而开展的
区域试点，是当时北京重点建设的新市区，在北京城乃至
全国都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香厂新市区”位于西城区虎坊桥路口东南侧，总面
积约22公顷，建设于1914年至1918年。民国政府在此建
造了大量西式建筑，配备电梯、暖气等前卫的基础设施，
区域内汇聚了众多剧场、电影院、曲艺场和中西餐馆等，
是当时北京城最西化、最繁华的地区。

“香厂新市区”的“新”字源自它的设计和规划。北
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街区首次引入西
方建筑及管理理念，以“新”、“奇”、“特”而出名，曾首
设路灯、汽车出租行等新鲜事物，是北京当时的 CBD。
上世纪 30 年代，随着政治、经济变化以及人口的迁移，
香厂新市区的繁华逐渐褪去。近几十年，该区域的风貌遭
到严重破坏。

现存10处民国建筑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认为，该区域已由原来规划的
中高档消费区蜕变为低端商业、公建和住宅混合区，除东
方饭店外，商业档次不高，业态混杂，居住环境拥挤，公

共服务设施不足，环境质量普遍较差。
“传统建筑的衰败，环境脏乱的现

实，让我印象深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
霁翔表示，文物保护要与现实居民生活
良性互动，要与提升民众生活、改善生
态环境、培养健康情绪等相结合，让历
史街区成为民众喜欢的地方，提升生活
质量。

据介绍，该街区总建筑面积为 17.5
万平方米，居住用地占 50%，居住人数达到数万人。
规划部门建议，棚户区地块维持原有临街建筑形态，允许
地块内增加层数，通过建筑平面的调整、地下空间的利用
增加居住使用面积，增加电梯等必要的配套设施。同时，
建议放宽审批中对日照间距的要求，通过内部平面的调整
及配套设施的增设改善使用环境。

据规划部门初步梳理，香厂地区现存民国时期建筑共
10处，包括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2处、普查登记在册文物 2
处、其他未登录历史建筑6处。其中东方饭店是目前香厂
地区仅存的保持原有名称和业态的民国公建。未来将通过
认定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历史街巷等方式扩充保护
对象，进一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

设为历史文化街区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香厂地区的
历史价值较高，街区格局尚存，建筑特征较为明显，因此
建议将该区域划定为历史文化街区。“应重点加强对建筑

遗存及街廓空间的保护，进行整体引导，以保留历史记
忆。未来整个街区应以低层、多层建筑为主，不再兴建高
层建筑，沿街主要道路建筑风格以西洋式为主。”

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组成员王世仁认为，香厂新
市区是北京城市建设历史链条中很典型的节点，这样的古
建筑一旦遗失，损失很大。“既要复兴香厂新市区的历史
风貌，还要恢复其历史记忆，这应该是保护过程中的两个
标准。”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建议，以香厂路、万明路为重
点，保护香厂新市区内现有街道，控制沿街建筑风貌及体
量，保持原有道路样式及宽度，并严格控制沿街建筑退
线。同时，相关负责人还以上海新天地为例，建议将香厂
路的商业与住宅楼房建筑的外墙与结构进行保护性修护，
还原历史原貌。

针对一些已经消失的历史建筑，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院表示，可在原址上进行标示，使用文化探访路等方式将
历史遗存地址串联在一起。对于已经建好的现代化建筑也
应进行遮挡，使建筑风貌保持一致。

身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