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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北京，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首都”。不过，
“政治中心”却不能概括这座城市的全部。作为一

座具有 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与当今世界的中心
城市之一，北京积累的文化资源得天独厚，可谓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新兴文化色彩斑斓”。

拿传统文化这棵“老树”来说，古代皇
家文化、官府文化、市民文化、胡同文化的符
号在北京诸多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
都有所体现。例如，我们常见的老北京四合
院，其通常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组
成，既蕴含着传统宫廷文化的投影，又是
普通市民生活的场所。四合院外观规矩，
中线对称，往大了扩展，就是皇宫、王
府，往小了变化，就是百姓住宅。

到了民国，北京同样是这一风云
变幻时代的中心，但这一时期它所
形成的公寓文化、会馆文化，却又与
上海、天津有所不同。后来，新中国
的成立及其之后开展的社会主义

工业化建设，又为北京带来了大院文化、市民生活文
化以及工业街区文化。因此，如果就文化这个层面来
说，从古代到近现代再到当代，北京都可以称得上是
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文化资源富集区。

如果说悠久的历史奠定了北京文化资源的丰厚
“家底儿”，那么如今这座城市汇集各方人才所创造
出的众多新文化、新品牌、新创意就是“文化之
树”上长出的蓬勃新枝。比如提起烤鸭，大家可能
会想到驰名中外的传统老字号“全聚德”，但是如今
新字号“大董烤鸭”也成为了来京游客每每必点的
一道北京菜，这就是在传统饮食文化基础上成功创
新的鲜活案例。

另一个“老干新枝”的例子就是位于北京朝阳
区酒仙桥的798艺术区。那里原本是国营798厂等电
子工业的老厂区所在地，是新中国电子工业大发展
起点的一个标志性地区。后来工厂搬迁，艺术家们
通过改造空置厂房，使这一区域逐渐发展成为艺术
中心、设计公司、餐饮酒吧等各种空间的聚合，历
史元素与当代城市生活成功融合，成为当代北京一
道闪亮的文化名片。

众所周知，著名艺术家阎肃先生并非土生土长
的北京人，但他基于自己在北京的生活体验创作出
的歌曲《前门情思大碗茶》却脍炙人口，这就从一个
侧面体现了北京文化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再比如，
当下北京人艺和开心麻花等团体之所以在年轻
白领群体当中颇受欢迎，并非因为其自身有什么
悠久的历史，而是北京丰富的院团文化资源经
过创造性转化后形成全新艺术载体的结果。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推进，北京的
非首都核心功能被逐步疏解，其作为文化中
心的功能正在相应提升。文化正成为北京发
展的最核心的功能之一。这不仅仅是原有
地域文化的弘扬，也是当代文化创新的展
开。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聚
集于此，文化创意也乘着“互联网+”的
东风，更接地气，也将走得更远。随着时
光流逝，尽管今天的“新枝”也将会慢
慢积淀为“老干”，但可以肯定的是，北
京文化产业的未来注定会更加繁荣。

（作者张颐武为著名文化学者，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文化的“老干新枝”

日前，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召开“2016 年北京市清明节群众祭扫服
务工作”新闻发布会，倡导“节地生态
安葬，平安文明祭扫”。今后，北京将重
点推行骨灰深埋、撒海、树葬、花葬、
草坪葬等节地生态安葬。

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
李红兵介绍，节地生态安葬具有占地面
积小、资源浪费少、材料可降解的特
点。北京经营性公墓将建造双 0.5 的墓
位，即占地面积小于 0.5平方米、高度低
于0.5米的小型墓地。

“这不是简单的面积缩小、墓碑降
低，其实质是景观建园、文化建园、生
态建园。”李红兵指出，遵循“建墓不见
墓”的理念，提高绿化水平，增加园林
景观，减少石材、水泥等不可降解材料
的使用，从而改变传统墓地造成的青山
白化、土地硬化现象。

节地生态安葬符合绿色发展的理
念，使安葬活动充分体现人与自然的和
谐发展。近年来，骨灰撒海、深埋和景

观撒散等不占地的安葬方式，也逐渐为
更多人所接受。据了解，1994 年到 2015
年，北京共举办 339 批次骨灰撒海活动，
1.37万余份骨灰撒入大海。骨灰撒海数量
从 2009 年的 307 份持续增加，2015 年突
破了 2000 份，当年的骨灰撒海比例占年
火化量的2.21%。

此外，各公墓因地制宜地发展树
葬、草坪葬、花坛葬等，既适应了“入
土为安”的传统殡葬习俗，又满足了社
会群众多样化需求，同时实现了绿色生
态殡葬。骨灰墙、骨灰廊等立体安葬设
施，也大大节省了骨灰安葬用地。

以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例，其北山区

域已经建设成一个集生态安葬、城市绿
地、休闲健身、旅游踏青于一体的多功
能生态墓园。笔者看到，园内绿植遍
布、繁花似锦，假山拱桥相映成趣。骨
灰埋于草坪之下，地面上仅留一块略大
于手掌的石碑供亲属祭扫悼念。这种将
安葬融于园林景观之中的做法，凸显了
人文关怀和自然特色。

为了倡导节地生态安葬，北京实施
了多项惠民政策。比如，骨灰撒海全额
免费，财政补贴从原来的 2000 元提高到
4000 元，可免费参加撒海活动的逝者亲
属名额由2名增至6名。

李红兵同时强调，对传统殡葬习俗

的改革，一定不能靠“一刀切”的方式来实
现。北京公墓经营机构将秉着“多样化、可
选择、有鼓励”的理念，大力推广节地生态
安葬，通过积极引导和激励扶持，让大家
发自内心地选择更加绿色生态的方式。

2015 年，北京市节地生态安葬比率
占年安葬量的45.9%。到2020年，全市要
实现骨灰安葬生态化比例达到年安葬量
的 50%，骨灰撒海数量达到年火化量的
4%以上，骨灰景观撒散数量达到年火化
量的 2%以上。同时，随着殡葬改革的推
进，集体公祭、家庭追思、网络祭扫、
鲜花祭奠等更加文明环保的方式将越来
越受到推崇。

本报北京电 （记者贺
勇）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

获悉：今明两年，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将进行
成套系“精装修”。整体设计方案以如意、祥云、

莲花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主，预计今年内进行三
环路以内区域景观提升，全线工程将在明年完成。

此次长安街及其延长线景观提升工程的范围东起通州
区宋梁路，西至门头沟区三石路，全长55公里，以建筑物外立

面、城市家具、标志系统、市政设施、城市照明、道路及附属设施、
绿化景观、广告牌匾等8个方面为重点进行“中国风”装修。通过景

观提升改造，实现长安街“物物皆景观、处处是精品”。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环境整治处处长闫剑峰介绍，如意、祥

云、莲花等传统文化元素符号将运用到城市家具、标志系统、
市政设施、城市照明四大类30种设施，包括交通护栏、公交
护栏、绿地护栏、标志系统、各类箱体、井盖、电话亭、垃

圾箱、邮筒、公交候车亭及站牌等各处。
以人行道护栏为例，其设计全部为古铜

色，采用不锈钢材质，装饰上运用了莲花
柱头、莲花腰花、莲花基座、如意

图案等式样。

长安街将作“精装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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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保铁路助力京津冀一体化。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三地产业协同发展提速，图为首钢京唐二期项
目启动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俊义摄

京津冀启动环境执法联动机制京津冀启动环境执法联动机制，，图为工作人员在北京图为工作人员在北京
市大兴区供暖管理中心观音寺供热厂进行执法检查市大兴区供暖管理中心观音寺供热厂进行执法检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罗晓光摄摄

京津冀协同发展加速推进

从“开步走”到“快步走”
本报记者 赵鹏飞

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以来，三地协同发展加速推进。在博鳌亚洲

论坛2016年年会“京津冀一体化”分论坛上，京津冀如何“齐步走”引发与会嘉宾热

议。空气污染治理、交通互联互通、产业转移合作，这三大领域成为三地协同发展的着

力点和关键词。

聚 焦

京 城

近年来，空气污染治理成为百姓
关注的热门话题。京津冀三地加快生
态合作，此次在博鳌论坛上都晒出了

“成绩单”：北京去年有蓝天白云的天
数是 185天，煤炭消耗量从 2014年的
2300万吨压缩到去年的1300万吨，两
年关闭了1100家工业企业。天津去年
优良天数较上年增加45天，PM2.5的
平均浓度降低 15.7%。河北省去年
PM2.5 指数比 2013 年下降了 28.7%，
空气优良平均天数 190天，比 2013年
增加了 61 天，重污染天数 36 天，比
2013年减少了44天。

北京市常务副市长李士祥表示，
每年供暖开始和供暖结束前后几天，
都是雾霾发生的“危险期”，每到这些
时候就会提早做好准备。“数据显示

北京的空气质量逐渐向好的方向变化，但是仍
未达到老百姓的期望值。”

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强调，京津冀是一个
利益共同体，只有协同起来才能共同把霾治
好。“河北绝不放松努力，要一直治下去。京津
冀同心协力，共同向霾宣战，一定把它治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认
为，三地共同治霾的力度一定要加大，找准
突破口。散烧煤是造成冬季雾霾的重要原
因，河北省就将压减散烧煤作为下一步的重
点。但是，治霾涉及到整个经济结构和能源
结构的调整，需要一个过程，今后仍需不断
进行宣传，提醒市民采取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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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一体化中，交通先行。三地交通互
联互通过程中，将推进“单中心放射状”通道
格局向“四纵四横一环”网络化格局转变，

“轨道上的京津冀”值得期待。
天津市副市长赵海山介绍说，去年天津高

铁“两通两建”，天津至河北保定的时间缩短至
40分钟。同时，从东北来的列车可通过天津和河
北相连，天津成为了京津冀的铁路枢纽站。今
后，天津至河北可以实现两小时基本覆盖，三地

之间的经济往来将更加密切。
针对“轨道上的京津冀”，李士祥说，京津冀

三地和中国铁路总公司去年成立了京津冀城际
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规划到2020年，整个京津冀
轨道的交通里程将达到1333公里。

张军扩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总体目标是
建成世界级城市群，还要打造首都经济圈，这
些都需要解决好交通问题。我们设想，将来在
京津冀城市之间 100 公里范围内，基本上就靠
市郊铁路加上城际铁路，超过 100 公里就靠城
际铁路再加上干线铁路。“轨道上的京津冀”
将改变很多人的出行习惯和方式。

共建“轨道上的京津冀”

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关键环节和重中之重。“京津冀一体化的
大前提是协同发展，协同发展就是共赢，只是
各自的分工不同。就北京而言，主要是做疏
解。”李士祥表示，北京在一定意义上是产业
过剩，所以疏解首先是疏解产业，疏解与这座
城市的战略定位、这座城市的功能没有必然关
联或者叫联系不紧密的产业。

李士祥表示，从2014年2月至今，北京已经
向河北、天津分别输出了产业，河北是6300个项
目，天津是 836个项目。同时北京也向外输出了
技术合同3600个，相当于1200亿元。

张军扩认为，从整体定位来说，北京是科
技创新中心，在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方面不仅
服务于京津冀，而且服务全国；天津在打造先
进研发制造基地、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同时，还
要在制造业的研发和产业创新研究方面有所作
为；河北要扩大科技成果的转化、运用，对传
统制造业实现转型升级。

“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
现代服务业是我们的发展目标，但传统产业我
们不可能抛弃，需要提升，迈向中高端。”张
杰辉说，河北将利用北京和天津的科技资源，
来提升产业和产品的竞争能力。未来河北无论
发展新的产业，还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一定
要有核心竞争力，这个核心竞争力将建立在创
新驱动上。

建墓不见墓 入土不占地

北京推行节地生态安葬
郑 磊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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