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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京 城聚 焦 京 城

冬日京城旭日照，稻花田里传喜报。近日，农业部
宣布：北京京西稻、平谷四座楼麻核桃正式成为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同时，海淀、房山、平谷三区农业遗
产保护区建设已经启动，政府和人民群众正齐力传承京
西稻和麻核桃文化。

“京西稻米香，炊味人知晌，平餐勿需菜，可口又清
香”。颗粒圆润、晶莹透亮的京西稻早已编入老北京歌谣
中传唱至今，北京城的饭食中缺不了京西稻的记忆。

300多年前，乾隆帝下江南时，将紫金箍水稻种子携
带至京西试种，所产谷米品质优良，故称“京西稻”。此

米蒸成米饭香甜细嫩，仅供宫廷食用，因而又誉之为
“贡米”。如此金贵的稻米在封建时代，普通老百姓很难
吃到，即使在京西稻的产地，主妇们也只将一点京西稻
与小米混合蒸煮，称为“二米子饭”。

京西稻的产地主要在北京西面的海淀和房山。过
去，京西稻田傍依着北京的西山，以玉泉山、万寿山为背
景，穿插于清代御园之间，与皇家园林相得益彰。种植地区
水网密布，水面与稻田交织在一起，荷花飘香，小桥流水，
曾让乾隆皇帝慨然赋诗“十里稻畦秋早熟，分明画里小江
南”。独特的皇家历史文化底蕴、层次分明的农业湿地景
观，与悠久的稻田民俗文化，维系着北京人的记忆和乡愁。

京西稻在种植过程中需要纯净的水源、特殊的光照
和局部的温差。2000年前后，由于水资源匮乏、城市扩

建，京西稻种植面积每年锐减1万亩至2万亩，由上世纪
80年代的10万亩，锐减到目前的2000亩，成为了濒危品
种。

在充分考量了京西稻的历史性、系统性、持续性、
濒危性后，京西稻被评为国家级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同
时划定专门农业遗产保护地，种植面积只能增不能减。

“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就更重了。”
北京市农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
一样，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并非入选后就一劳永逸，“农业
部会定期检查，如果出现种植规模缩减、生产品质下

滑，或者种植环境被严重破坏等现象，这块牌子照样会
被摘走。”

培育和传承京西稻的任务也落到了实处。海淀区今
年开展“园外园”（颐和园至玉泉山静明园区域） 水环境
治理，为京西稻种植提供优质水源。同时，育种专家也
将对京西稻品种进行提升，并把水稻种植的经验向当地
农民推广，集民众之力共同将稻米种植扩大化。

据统计，截止今年上半年，在北京玉泉山东侧的御
河南北两岸，已恢复种植京西稻150亩，明年将继续恢复
100多亩。除此之外，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京西稻的
魅力，水稻生产区在丰收时节开展了包括割水稻、打新
米、运粮食等活动在内的京郊旅游项目以及科普休闲项
目，让久居城市的市民体会到稻花香里的秋收快乐。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
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

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

饭的。不过因为他们的组织，他们演戏的技术和“舞台”的
形式的新奇，他们是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

戏剧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它能够由视觉与
听觉，直接打动民众的心灵而支配其生活的意念，它

能够最敏快地最牢紧地把握住民众的情绪。
在近代，随着社会组织的细密，戏剧已经
成为一种繁重的艺术。这种现象，使戏剧

在某一点上，脱离了民众。这种事实，
处处明显地表现着。尤其在都市

里，能够到戏院去的人们，
是很少的。

然而，

一般的贫苦的人们，也是需要戏剧的，这或者，比别的人
还要迫切，他们过度地疲劳，是渴望着安慰与调剂的。

于是，在都市里，就有一种新的“剧场”来供给他们。
北平的地台戏的精采，在别的地方是不容易见到的，

这或者因为北平是“京戏”发源地。
地台戏的演出，差不多全是京戏。我们知道京戏在北

平是最普通的，上自达官贵人，下及劳苦大众，没有一个
人不在喜爱着这种玩意。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
空地，就成了台面。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
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
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
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戏应有的其他乐具，
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
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
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

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
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也不化装，也不照规定动作，小孩子只是站在这
里唱。唱的很不错，我们可以猜想，他们曾经怎样地刻
苦着学来的。

我曾看见这么一回事，一个小孩饰曹操演《捉放宿
店》，在他要出场的时候，领班的拍了拍他的头发说：“用
力唱，唱完给你买包子吃。”为了“吃”，那小孩就格外地卖
着力气。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
人最多的时候，他们可以得到三角或五角。平常的时
候，只能得到两角来钱。

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来接近广大的群
众，而能得到艺术的效果，是很值得我们来
探讨的。

（原载1934年11月29日、30
日，12 月 1 日天津《大公
报》。本报有删节）

本报北京电（刘冕） 12 月 5 日至 6 日，
北京平谷至三河、平谷至蓟县南线和北线3
条班线正式按照公交化运营模式开始试运
营。这些线路成为京津冀省际毗邻地区主
要通道客运班线公交化改革的首批试点班
线。

以往，跨省道路客运班线多为“点对
点”运营模式，乘客须到长途车站等指定
地点乘车。而新开通的线路则效仿了公交
模式，乘客可以就近在多点上下车。不仅
如此，省际客运单一票价也在新线上转变
为按里程计价。除了省际客运，北京还开
通了 30余条跨省市的公交线路，主要服务
郊区及毗邻的周边市县。

北京市交通委介绍，最近一年，京津
冀三省市交通运管部门多次召开联席会议
协商改革工作推进事宜。此次开通的线路
将为京津冀毗邻地区主要通道短途跨省客
运班线全面实施公交化改革提供标准和借
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交通运输服务
保障。

【南中轴将建新“奥森”】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如何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疏解非首都功能，成为北京城市发展
面临的重要课题。对接京津冀区域“一核、双城、三
轴、四区、多节点”的特点，北京将形成“一主、一
副、两轴、多点”的空间结构。

其中，“一主”为中心城区，即城六区减去海淀山
后、丰台河西之后的区域，主要功能是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未来要严控增
量、改善环境，2020 年疏解 15%的人口、近 200 万人；

“一副”为行政副中心即通州，将重点承接北京市属行政
事业单位及相关服务部门的疏解转移；“两轴”为中轴线、
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多点”为顺义、亦庄、大兴、昌平、房
山、怀柔、密云、平谷、延庆、门头沟 10 个新城和海淀山
后、丰台河西、北京新机场地区 3 个重要城镇组团，将有
序承接中心城区人口和适宜功能的疏解。

在新版本的规划中，长安街和中轴线将是北京城市
格局的两条轴，并有所延长。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表
示，南中轴将建设一个与北边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同等
规模的公园，使中轴线及延长线形成“公园对公园”的格
局；而长安街及延长线上，东边是通州及大运河，西边则
是新首钢产业区和永定河，形成“河对河”的结构。

【建立通风廊道系统】

近年来，北京城市建设步入快车道，但也存在人口无
序过快增长、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人们称
之为“大城市病”。此次总体规划修改，将在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和产业布局基础上，在生态保护、交通疏堵、职住平
衡等多个方面，实现城市整体效能和宜居性的统筹。

在生态方面，将恢复和新建一批公园绿地，以拒马
河、永定河、温榆河、潮白河、泃河为主的河湖水系要
逐步恢复生态功能，远期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5%至
47%，减少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盲区，2020年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6.5平方米。

目前，北京市已计划在中心城建立多级通风廊道系
统，打造 5条 500米以上宽度的一级通风廊道，10余条
80米以上宽度的二级通风廊道。通风廊道上游将加强生
态保护和修复，不宜进行大型的建设开发，而划入通风
廊道的区域也会严格控制建设规模。

“ 修 改 后 的 规 划 还 为 交 通 疏 堵 带 来 一 个 ‘ 妙
招’——构建面向区域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王飞
表示，除了加强地铁、道路、微循环系统建设外，北京
将建设步行和自行车友好城市，2020年绿色出行比例超
过75%，自行车出行比例不低于18%。此外，机动车使
用强度也要下来，2020年，小客车出行比例和车均出行
强度降幅至少要达到25%。

【40万人疏解至通州】

备受外界关注的行政副中心规划已经基本确定，其
功能定位得到明确，主要是以行政及其配套为主，同时
带动部分文化旅游、商务办公等功能疏解。到 2017

年，北京市属行政事业单位整体或部分迁入工作取得实
质性进展，远期将带动约40万人疏解至通州。

“我们将在通州与中心城之间构建‘半小时交通
圈’。”王飞说，还将规划面向京津冀区域的开放交通系
统。整个系统包括3条轨道交通——京唐城际、京滨城
际、京秦二城际；S6号线将与平谷线共同联通周边新城
和北京市两个机场；轨道交通与各类交通方式的换乘距
离控制在100米以内。

目前，北京市65%的就业集中在中心城区，人口疏
解压力大，职住失衡问题突出。“我们将逐步提高通州
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吸引力。”王飞表
示，通过整建制引入中心城包括三甲医院、重点中小
学、幼儿园等在内的优质基础教育和医疗资源，通州的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将不低于中心城。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起点，通州历来是北京市多河富
水的区域。未来通州将建设水水相连的“蓝网”系统，
大力治理提升水环境，通过治理，使通州水质由劣五类
水升级为三四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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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人在拆除北京丰台大红门地区的方仕国
际鞋城的标志。 罗晓光摄 （新华社发）

陈芳颖

北平的地台戏
孙 犁

近日，国际顶级单板滑雪赛事“沸
雪”官方训练营落户张家口市崇礼县密苑
云顶乐园，这是这一赛事训练营首次落户
中国。密苑云顶乐园在为“沸雪”选手提
供训练场地的同时，还将与他们联手开展
多种融合运动与体育赛事。密苑云顶乐园
又称为“云顶滑雪场”，是2022年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的比赛场地。图为游客在密苑
云顶乐园雪场滑雪。

新华社记者 李俊东摄

“沸雪训练营”落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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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收获季节，游客在海淀公园体验京西
稻收割的乐趣。 凌福平摄

图为市民在水稻收割季节学习筛新米。
高健钧摄 （新华社发）

2020年能实现什么？

京西将现十里稻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