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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建都七八百年，历经辽、金、元、明、清五
朝，当然有很多讲究。这里先谈谈夏天的吃喝。

夏天的饮料，以“酸梅汤”为唯一清凉饮料。
如为地道熟水所制，对于夏日卫生，实有裨益，既

可解渴，因酸梅又入厥阴经脉，又可以祛暑平
肝。古人一饮一馔，皆有深意，不似后来，

只以热需凉解为目标的浮浅理解。酸梅即
乌梅，市头所售酸梅汤，依制法可分

为三种：一、以沸水浸泡酸梅，
滤去渣滓，兑以真二贡蔗

糖 ， 俟 其 自 凉 后 ，
或 加 桂 花

木樨，兑以适宜熟水，再于罐外环以碎冰，饮时碗中绝
不加冰，酸而不烈，甜而不酽，冰而不钻牙床。如北京
琉璃厂“信远斋”及各大府第，即是此种制法，可称京
市第一。近亦有仿其名号制售者，大致相同。二、水煮
酸梅，其他滤去渣滓一切方法均与第一种相同，只以浸
泡酸梅，消耗过大，时间亦久，所以改为水煮酸梅，味
道亦与第一种相似，只不及第一种香醇、浓淡相宜罢
了。如西四“隆景合”“九龙斋”及各大干果店，全是
这种制法。三、即市头所售之酸梅汤，以为水煮酸梅，
滤去渣滓亦颇草草，较大一点的摊子尚能兑以热水，其
他小贩，则以冷水相掺，并且这种酸梅汤所用白糖，亦
不尽为二贡糖，且例于碗中另加冰块。

北京早年都是河水，难免污秽，饮者又频摇酸梅汤
碗，令冰尽化，造成不少秋后时症。还有一种专卖苦人
的酸汤，只是些纯粹冷水。又有用杏干及糖精的，给得
多，冰得凉，盆内 （不用罐） 大块坚冰，载浮载沉。庙
会卖酸梅汤摊子，也用盆盛汤，上有铁网，满布大块冰
糖，意在表明真为冰糖所制。实则好酸梅汤，并非以冰
糖为上品，不过尚用熟水，较一般摊贩为佳。

北京老梅汤摊 （干果铺亦如此） 于冰桶上直插月牙
戟，悬小牌写“冰镇熟水梅汤”字样。售者手执两只铜

碗，两碗相叠，大指、小指卡住下碗，二指、
三指挑动上碗，频频相敲，有断有续，发出“得
儿铮——铮”的声音，听来异常清凉，名为“打冰
盏”。尤以午睡醒来，门外送来冰盏声音，使人有不
得不大饮三杯之感。

和酸梅汤性质相同，别样制法的有：酸梅卤、酸梅
糕 （糕亦称糖）。卤即酸梅汤的精英稠质，买来冲以适
当水量，即成上述第一类酸梅汤，不过不易兑得恰到好
处。酸梅卤亦以“信远斋”为佳。糕以糖为主，掺以酸
梅汁，用模型磕成各种花样，可以嚼食，也可以冲
汤，远不及酸梅卤。售者极多，北城有“酸梅糕玉
子”，一生业此，年逾七旬，夏日串什刹海茶棚，
携篮卖酸梅糕及其他自制糖食。凡北京携带幼童
的老茶客，都因他说话令人心喜而照顾一两
匣。

（作者为已故著名曲艺史家、民
俗学家。选自作者作品集《老北
京的生活》，题目为编者所
加，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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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酸梅汤
金受申

北京时间

本报北京电（耿诺） 7月16
日，北京市启动国际征集北京
城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重
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方案，预
计年底前这项工作就将完成。
100多位各界专家参加了当天的
会议，他们从世界各处赶来，
都是为了给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规划建设出谋划策。

今年 6 月，北京向全球 50
家优秀设计团队发出了意向邀
请，希望他们参与北京城市副
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
详细城市设计。

通过专家评审，主办方从
中 外 联 合 设 计 团 队 的 整 体 实
力、主创规划师和设计师的经
验阅历、参与类似项目的业绩
等方面，综合考评了应征申请
人的资格。在 16 日的会议上，
相关负责人公布，最终有来自9
个国家和地区的 12 个联合设计
团队，共 26 家单位参加此次北
京城市副中心城市设计工作。

北京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设计师们深入挖掘以
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价
值，延续城市文脉，充分体现
中华元素、文化基因，塑造特
色城市风貌。“在规划中，要以
自然为美，副中心不要建得全
是高楼。”他说，把好山好水融
入 城 市 建 设 中 ， 突 出 水 城 共
融，形成水系和绿化交织、清
新明亮的空间格局。

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
将使得城市的格局发生转变。
在每一家提交的方案中，都将
体现出城市副中心如何处理与
北京中心城区、东部地区和廊
坊北三县地区之间的关系。同
时，建议规划师们广泛集成和
运用国际一流的节能环保理念
和最新的技术，突出绿色、低
碳、可持续理念和标准，打造充
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和宜居社区。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
说，副中心范围内，有6处地区
需要做详细城市设计，而这也将成为设计师
们发挥所长给予规划设计的重点地区。“每个
地区的特点都是十分鲜明，这次的城市副中
心规划也应是一个创新的规划，要改变以往
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没有时间给垃圾分类、对垃圾种类分辨不清、缺乏给
垃圾分类的动力……种种原因导致分类垃圾桶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都更像是一种“摆设”。为改善这一现象，今年年
初，北京市开始推广智能垃圾回收机。这种新型回收机能
自动扫描二维码并按照垃圾的种类开启相应垃圾桶。市民
将垃圾放入后，还可精确称重，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云平
台，可供分析。

家住西城区大玉胡同玉廊东园小区的李女士近日养成
了给垃圾分类的好习惯。7月15日下午，笔者来到小区时

看到，虽然下着大雨，李女士下楼扔垃圾时仍不忘带着手
机。只需扫一扫二维码，就能开启相应垃圾桶，等李女士
把整理好的垃圾放入后，系统便会自动精确称重，按照重
量返给她相应的积分。

“1 个多月前，小区新添了 3 台密闭智能垃圾回收机，
不仅美观环保，而且扔个垃圾还能兑换礼品呢！”李女士
对笔者介绍说，“一公斤厨余垃圾算 4 分，一公斤其他垃
圾算1分，攒够一定积分就能兑换洗衣液、大米、香皂等
生活用品。这些东西虽然不贵重，但的确激发了我们居民
给垃圾分类的热情。”

笔者注意到，3台密闭智能垃圾回收机都有着不锈钢
的外壳、两个密封盖，一边可投放厨余垃圾，另一边则投

放电池、保鲜膜、塑料袋、废手纸等其它垃圾。据了解，
从 6 月初起，小区物业便挨家挨户发放了一堆二维码标
识，绿色的代表其他垃圾，红色代表厨余垃圾，每次扔垃
圾时把垃圾袋扎紧后贴上一个，分类投放就能现场称重变
成积分。

说到这几台智能回收机的“神奇”之处，市民张先生
对笔者说：“这几台机器刚来的时候我们都不怎么会用，
有一回我把厨余垃圾不小心扔错了。没想到物业很快就找
上门来，耐心地给我解释了机器的正确使用方法。我当时

还纳闷儿呢，他们怎么知道我扔错了呢？”
原来，秘密都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二维码标识

上。一个二维码对应着一户居民，当居民扔垃圾时，先要
扫码才能扔入回收机。回收机在称重核算的同时，通过网
络设备将信息回传到小区物业的云数据终端机，实现了垃
圾可追溯，这样既可以掌握每家每户垃圾的产生数量，还
能精确分析每天垃圾投放的高峰时刻。

“这种云数据监控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实现垃圾清运分
类化、精准化。”负责该项目研发的北京必发世纪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宗武表示，“智能垃圾回收机是密闭
的，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不会混装，我们也不会混运，
而是根据监控里的数据调控运输车辆，什么时间点派什么

车、派多少辆一目了然。”
类似玉廊东园小区的智能回收机已经在西城区3个小

区、2条胡同进行了试点推广，首批投入使用 35台设备，
采购费用全部由区财政承担。“我们正在考虑市财政补贴
一部分，在‘十三五’期间进行推广。”北京市市政市容
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三五”期间，北京市将施行更加
注重效果的垃圾分类模式。部分居民小区的分类垃圾箱将
陆续升级为2.0版本，今年年内，预计3000台新型密闭智
能回收机将进驻近1000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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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监控172家企业

市民热线随时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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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在线监控 三类企业随机查

北京治污用上“千里眼”
本报记者 赵鹏飞

新《大气污染防治法》今年开始
施行，上半年，北京环保部门以大气
和水污染治理为重点，开展了“大气
污染执法年”行动和水环境监察执法
行动。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日前通
报，上半年全市共立案处罚环境违法
行为 4531 起，处罚金额 4656.45 万
元；172家市级重点排污单位全部安
装监控探头，实现 24 小时在线监
控。同时，北京市还首次发布了
2016年第一批环境违法十大典型案
例。

截至6月底，北京市环保系统共立案处罚环境
违法行为4531起，处罚金额4656.45万元。环保部
门贯彻执行新环保法，严厉查处110起环境违法案
件。

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北京市不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环境执法监管力
度，违法案件数量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上涨，表明
北京企业的守法意识和环境治理水平不断上升。

目前，全市通过建设和运行污染源自动监控
系统，对达到一定规模、污染物排放量相对较大

的重点排污单位实施 24小时连续监控，一旦发现
违法行为立即制止并组织查处。据了解，通过在
重点监管企业安装在线监测设备，可实时分析其
传输的监测数据、视频图像，掌握排污单位的排
污状况，及时发现违法排污行为，迫使排污单位
加强自身管理，减少污染物排放。

“这些探头真正成了‘千里眼’。”北京市环境
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全市已有172家
重点排污单位安装了在线监测设备，并纳入环保部
门的自动监控系统，接受24小时实时监控。

执法过程中，北京市环保部门按照重点监管
对象重点管，一般监管对象随机抽查的原则，采
取环保执法人员有组织监管与发动社会监督市民
举报相结合的形式，全力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北京市环保部门建立并落实了‘双随机’抽
查制度。”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建立市区两级污
染源和监察人员信息库，以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
为“双随机”对象，按照不同抽查频次随机抽
取。根据不同性质将污染源分为“重点”“一般”

“特殊”三类，采取不同的监管频次开展检查。
以市级污染源和监察人员信息库为例，重点

类是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单位企业，目前

有172家，每年必须抽查一次；一般类是普通污染单
位，按照执法人员人数进行配比，每名执法人员
每月抽取3家进行检查；特殊类是曾有过违法行为
的企业，按照50%抽查率，连续两年进行抽查。“上
半年，通过‘双随机’抽查了7542家排污单位，效
果不错。”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一些小企业或无证照小作坊隐蔽排污的
情况，环保部门充分发动社会监督，利用市民举
报途径，上半年全市共受理环保投诉举报1.8万余
起，全部实现按时办理。据了解，市民可以通过
热线 12369、网络信箱进行举报，所举报的重大、
重点违法行为一经核实，将获得一定的物质奖励。

针对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影响相对较大
的行业和领域，尤其是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
散、乱、污行业和地区，北京市环保部门开
展专项行动，整治重点排污行业和重点领
域。今年上半年，北京市环保部门部署开展
了汽修、印刷、家具制造等3个专项大气执法
检查；落实水环境治理措施，开展了废水排
入地表企业和污水处理厂等专项执法检查。

新颁布实施的大气法对燃煤的污染防治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下半年的“采暖
季”，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相关负责人透露，
从9月份开始，除了继续加强对汽修、印刷等
高污染行业的执法检查外，还将对燃煤、燃
气的单位、企业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接下来对环境保护的监管力度不会减
少。”就北京市环保部门今年下半年的环境监
管和执法计划，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一些
散、乱、污的企业还要加强专项检查治理，
继而转入日常监管，做到“治理一块，巩固
一片”。在大气方面，继续开展行业的执法检
查并配合日常监管；水环境方面，对地表水
和工业排放废水等企业还将加大执法力度。

扫码分类投放 称重可换积分

3000个智能垃圾箱将进小区
李梦迪 何美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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