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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市便民也扰民

6月12日清晨，笔者早早来到隆福寺街，发现早市上
已经人头攒动。赶早市已经成为周边居民的一种习惯。

“十多年来几乎天天过来逛早市，都成习惯了。眼看着这
早市就要关了，就想着过来拍几张照片留个纪念……”住
在隆福寺街附近的赵大妈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对笔者
说，“这里卖的东西多，价格也公道，有时候赶上快收摊
了还能更便宜，不光我们住这附近的爱来，好多人还专门
坐公交地铁过来买东西呢！”

像赵大妈这样在最后一个早市赶来拍照留念的市民并
不在少数。实际上，从一开始的自发形成，到后来逐渐规
范化、管理化，隆福寺早市因其交通便利、贩卖商品种类
齐全、价格低廉等优势，已成为了很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
一部分。

然而，早市也给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造成诸多影响。

“早市五六点钟就开始了，经常吵得周围居民睡不着觉。
并且这早市又属于占道经营，经常造成拥堵。”周边的一
位居民说。

笔者看到，尽管道路上每隔十余米就站着一位安保人
员维持秩序，但市场秩序依旧较为混乱。摊位占据了道路
两侧，中间只留一条很窄的过道供行人行走。而作为一条
通往东四大街的主要通道，这条路还担负着“消防通道”
的重任，“消防通道都被堵得这么严实，一旦里面真出了
什么事，连消防车都进不来，后果不堪设想。”一位居民
不无担心地说。

●曾是核心商业区

笔者了解到，隆福寺区域商业活动的历史十分久远。
有句老话说：“南有夫子庙，北有隆福寺”，隆福寺在旧时
的繁盛程度从中便可见一斑。

隆福寺，又称“东庙”，始建于明景泰三年 （1452
年），曾是朝廷的香火院之一，与“西庙”护国寺遥相呼
应，寺前为当时京师最重要、最热闹的庙会之一。在清
朝，旧历每月的一、二、九、十开庙，每逢庙会，人流如
织。清乾隆年间，隆福寺庙会在京城庙会中列“诸市之
冠”，在这里“一日能消百万钱”，其商业地位自是不言而

喻。到了清朝末年，隆福寺庙会已演变为纯商业性集市。
开庙时节，“百货俱备，游人甚多，绝不礼佛”。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利用隆福寺殿堂建成了常
年营业的大棚式商场，后逐渐翻修成砖墙瓦顶的“东四人
民市场”。上世纪80年代，在东四人民市场的原址上，曾
经红极一时的隆福大厦最终建成，名列北京四大商场之
一。隆福寺街形成以隆福大厦为核心的特色街区，成为北
京核心商业区。然而，1993年一场大火过后，隆福大厦开
始走下坡路并长期萧条，最终导致整体风貌错乱，业态低
端混杂。

●将注重内涵发展

隆福寺早市的出现给周边百姓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
但与此同时，其长期存在的扰民、占道经营、堵塞应急通
道、环境脏乱等问题，已直接影响了地区的整体风貌和居
民的正常生活，老北京原生态的“胡同—院落”肌理被严
重破坏。北京市、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出议

（提） 案，呼吁早日重现隆福寺地区往日的繁荣与辉煌。
为了彻底改善隆福寺地区的环境，提升服务品位，东

城区对其启动了全面的改造升级。鉴于隆福寺早市属于占
路市场，其占道许可已经到期，隆福寺早市已于 12 日结
束营业后闭市。按照总体安排，将对隆福寺街道路进行占
道围挡施工。同时，为方便居民生活，隆福寺地区为居民梳
理了景山街道及周边地区的菜市场名单，供居民参考。

东城区有关方面表示，改造升级后的隆福寺地区将发
展成为以文化休闲体验与文化创新创业为核心，体现北京
城市风貌特色的“首都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示范街区”。
未来的隆福寺商业区将与中国美术馆、首都剧场、三联书
店、华侨饭店等现有文化、商业元素有机融合，注重城市
内涵发展，提升产业和环境品质，走低碳化、可持续发展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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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史超500年 曾为“诸市之冠”

隆福寺地区启动改造升级
李梦迪

图为市民在隆福寺早市购买水果蔬菜。
杨可佳摄 （中新社发）

笔者日前从北京市东城区了解到，为恢复北
京古都风貌，进一步传承城市历史文化，实现与
周边文化资源共融共生，沉寂了 20多年的隆福寺
地区即将旧貌换新颜。它将通过改造升级，最终
实现区域业态提升、城市环境改善和重振百年老
街的目标。其中，隆福寺早市已于 12日结束经营
后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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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首都博物馆里
的压箱宝将陆续上线展示，人们
在世界各地动动鼠标就能欣赏到
京味儿文物。近日，首批10022件

（套） 文物精品率先在网上亮相。
这批藏在首都博物馆的文物大部
分都是首次与观众见面。

北京市文物局介绍，这是国内
首个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线上展
示平台。该馆普查过程中的75万枚
古钱币数据信息等也将陆续上网。

据了解，该可移动文物普查成
果线上展示平台，展示了从商代到
民国时期的文物藏品，共计 10022
件（套），包括金器、玉器、瓷器、铜
器、银器、文具、印章、钱币、佛像、
玉杂、绘画、契约等12类。

观众在“把玩”文物时，可
以同时浏览到它的“身份证”。除
了文物的高矮胖瘦外，年代、质
地、质量、来源、完残程度等也
一目了然。每件文物的清晰图像
都提供下载功能，可以当做壁纸
使用。而且，观众仅靠一个字也
能找到最想看的文物。这种技术
的学名叫无限瀑布流，观众模糊
搜索后，同关键字的文物图像就
会自动聚集在一起供具体查找。

目前，北京市已普查可移动
文物藏品超过 638 万件 （套），位
居全国前列。一批“新”文物被
认证了身份。

为何“新”字要加引号？以
首博的 75万枚钱币为例，这些钱币是上世纪
80 年代之前就存下的，在这次普查中才获得
了文物身份的认证。其主要来源有考古发
掘、基建工地发掘、捐赠等，甚至还有一部
分来自铜厂和废品回收站。首博专家介绍，
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破四旧”运动，一批古
钱币变成了“废品”，被装在麻袋里堆放在铜
厂甚至废品回收站里。文博界的有识之士将
一些铜钱抢救下来，交给了博物馆收藏。

此次首博普查的 75万枚钱币，按朝代划
分，上至商周下到晚清民国，几乎贯穿整个
中国历史阶段，形制包括贝类、刀布类和方
孔圆钱。以汉代的五铢和北宋的钱币最多。
还有一批燕刀币也拿到了文物“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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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清洁能源 打造开放社区

北京城市副中心主打低碳牌
本报记者 赵鹏飞

神武门的对门是景山。山上有五座
亭，除当中最高的一亭外，多被破坏。东边
的山脚，是崇祯自杀处。春天草绿时，远望
景山，如铺了一层绿色的绣毡，异常清嫩可
爱。你如果站在最高处，向南望去，宫城全
部，俱可收在眼底。而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无
线电台，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三条胡同的协
和医院都因怪不调和而被你所注意。而其余
的千家万户则全都隐藏在万绿丛中，看不见一
瓦片，一屋顶，仿佛全城便是一片绿色的海。不
到这里，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像得到北平城内的
树木是如何的繁密；大家小户，哪一家天井不有
些绿色呢。你如站在北面望下时，则钟鼓楼及后
门也全都耸然可见。

三大殿和古物陈列所总得耗费你一天的工
夫。从西华门或从东华门入，均可。古物陈列所因
为古物运走的太多，现在只开放武英殿，然仍有不
少好东西。仅李公麟《击壤图》足够消磨你半天。那
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没精神的，姿态各不相同。

三大殿虽空无所有，却宏伟异常。你如果富于
幻想，闭了眼，也许还可以见那静穆而来的随来的班朝见的文武百官们
的精灵的往来。这时有很舒适的茶座。坐在这里，望着一列一列的雕镂着
云头的白石栏杆和雕刻得极细致的陛道，是那末样的富丽而明朗的美。

你还得费一二天工夫去游南城。出了前门，便是商业区和会馆区。从
前，汉人是不许住在内城的，故这南城或外城，便成了很重要的繁盛区
域。但现在是一天天的冷落了。却还有几个著名的名胜所在，足供你的留
连、徘徊。西边有陶然亭，东边有夕照寺、拈花寺和万柳堂。从前都是文士
们雅集之地。如今也都败坏不堪，成为工人们编麻索、织丝线之地。所谓万
柳也都不存在一株。只有陶然亭还齐整些。不过，你游过了内城的北海、
太庙、中山公园，到了这些地方，除了感到“野”之外，他便全无所得的了。
你或将为汉人们抱屈；在二十几年前，他们还都只能局促于此一隅。而内
城的一切名胜之地，他们是全被摈斥在外的。别看清人诗集里所歌咏的
是那末美好，他们是不得已而思其次的呢！

而现在，被摈斥于内城诸名胜之外的，还不依然是几十百万
人么？

南城的娱乐场所，以天桥为中心。这个地方倒是平民的聚集
之所；一切民间的玩意儿，一切廉价的旧货，这里都有。

先农坛和天坛也是极宏伟的建筑。天坛的工程尤为浩大而
艰巨。全是圆形的；一层层的白石栏杆，白石阶级，无数的参天
的大柏树，包围着一座圆形的祭天的圣坛。坛殿的建筑，是圆
的，四围的阶级和栏杆也都是圆的。这和三大殿的方整，恰
好成一最有趣的对照。在这里，在大树林下徘徊着，你也便
将勾引起难堪的怀古的情绪的。

这些，都只是游览的经历。你如果要在北平多住
些时候，你便要更深刻地领略到北平的生活了。那
生活是舒适、缓慢、吟味、享受，却绝对的不紧
张。你见过一串的骆驼走过么？安稳、和平，一步
步的随着一声声丁当丁当的大颈铃向前走；不
匆忙，不停顿；那些大动物的眼里，表现的
是那末和平而宽容，负重而忍辱的性情。

这便是北平生活的象征。
1934年11月3日写
（作者为已故著名作家。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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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百年老站青龙桥火车站上演时空穿越表演，天然舞台演绎中国
铁路百年发展历程，以独特的方式纪念先贤业绩，弘扬爱国精神。

本次活动由北京铁路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文化局、延庆区人民
政府主办。活动以长城为背景，以青龙桥火车站站台为舞台，40名演员
身着民国服装，借助“流动雕塑”和“互联网+”虚拟现实等形式，穿越
回到100多年前清末民初时期，共同演绎中国铁路从无到有的历史飞跃。

大图：活动现场演员们上演百年穿越剧。
小图：一名演员身着民国服装参加表演。 陈 康摄 （千龙网发）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及各楼
宇之间将不设围墙，公共活动区域将面向市民
最大限度开放。近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工程建设办公室负责人张亚芹在第二届中
美气候智慧型/低碳城市峰会上透露，北京城市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已铺开了一幅低碳排放建设
蓝图。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位于通州区潞
城镇，将是四套班子和市属委办局办公所在
地，也是北京未来对外的一个重要窗口。“行政
办公区的建设将落实开放和共享的理念。”张亚
芹介绍，行政办公区内的建筑群将采取组团式
布局，可分可合，突出建筑功能的开放与交
流。公共活动区域将面向市民最大限度开放，
行政办公区及各楼宇之间将不设围墙，并按照
开放要求规划建设停车设施、文化设施、体育
设施、会议中心、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活动
广场等。

“从建筑规划而言，行政办公区的规划与建
设将突出建筑与环境相协调。”张亚芹称，未来
将按照职住平衡的要求，就近安排居住用地，
同步建成水、电、气、热等市政基础设施和配
套服务设施，实现工作与生活相协调。

该区域将率先践行小街区模式，打造开放

式社区。具体来说，街区尺度控制在 150 米至
200米的范围内，规模控制在1至2公顷 （即1万
至 2 万平方米），通过增加路网密度和临街面
积，促进交通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向居住街区
有机渗透。居住区域还要设置完善的配套公共
服务设置，服务半径为居民
步行10至15分钟的距离。

“创新理念是我们组织推
进办公区建设的核心要求，
贯穿到项目规划、设计、建
设、施工的始终。”张亚芹透
露，目前已经开展了绿色生
态、低碳能源、地下空间、
功能分区、综合管廊、绿色
交通、市政设施、固废资源
利用等规划研究。同时，为
了节约水资源，区域内将优
先利用自然排水系统，使城
市开发建设后的水文特征接
近开发前。

办公区同时打造了深层
地 热 、 浅 层 低 温 能 、 太 阳
能、燃气分布式能源互为融
合的功能系统，实现可再生

能源与常规能源的智能耦合运行，力争使清洁
能源利用率达 100%。办公区内还将实现全光网
络覆盖，率先应用5G移动通信技术，并将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应
用于智慧楼宇。

图为2月24日，施工人员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施工。
罗晓光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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