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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23时45分，有着106年历史的清华园火车
站送走了永久停运前的最后一趟列车。为配合京张高铁
北京北至清河段引入北京铁路枢纽工程施工，北京北站
（在西直门）、清河站、清华园站3个站自11月1日起停止
办理客运业务。其中，北京北站、清河站将停运3年，而
清华园站则永远停运。

毛主席进京第一站
清华园站是京张铁路上的一站，这条铁路是由中国

人自行勘测、设计、施工的第一条铁路，詹天佑为总工
程师。最初的清华园站位于现在的清华大学附近，站名
因位于圆明园外延清华园而得，建成于1910年。

在百年历史中，清华园站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新中国
成立前夕，毛泽东和其他党中央领导就是从清华园站进的
北京，开启了一个新中国。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
《毛泽东传》记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开完
七届二中全会，在3月23日离开西柏坡。”3月24日，他们
“中午到保定休息吃午饭，傍晚抵达涿县，住在第四野战军
四十二军军部大院里。3月25日清晨，他们从涿县改乘火车
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随后坐车到颐和园休息。”

现在的清华园站已经不是当年党中央领导下车的那
个原址。上世纪50年代初，清华大学扩建，时任校长蒋

南翔促成了清华大学东侧的京包线往北至清河的一段铁
路线东移，因此，清华园站也由原站址向东南方向移动
1.5公里，来到目前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近。

自此，清华园老站结束了客运历史，只作为货运
站，主要给学院路的八大高校和周围单位供给煤和油，直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才彻底停止使用。目前，老站的候车
室仍在，但铁轨已经无存。
“现在的清华园站是按照原来的老站房建造的。”清

华园站站长刘凤强告诉记者，2008年为了配合北京奥运
会，站台进行了加高，原有的货场因为城市规划的需
要，历经两次修整也全部拆除。

火车将从地下穿过
停运消息一出，不少市民前来告别留念。阎师傅是

干了42年的火车司机，看到清华园站要停运的新闻，10
月27日这天就和几个原来的老同事来到清华园站准备再
坐一次火车。“原来的站台没这么高，也没有这么多
楼。”阎师傅跟记者比划着原来站台的高度，他以前开的
是货运车，常跑京包线，清华园站是必经的一站。

自由职业摄影师董先生和他的摄友们赶在早上9时左
右来到清华园站，他们知道，绿皮火车4471次会在9时
19分到达清华园站并在这里停靠22分钟，这趟火车从北

京北站发出，终点是河北承德。
慕名来买4471次以及返程4472次火车票的人这几天

尤其多，特别是10月30和31日两天的票早早售罄。在售
票窗口，不少人在买北京北到清华园、清华园到清河的往
返票，跟他们聊起来才知道，大家并不是要坐火车，而是要
留一张票面上带有清华园字样的火车票作为纪念。

临近中午的时候，市郊铁路 S2线列车驶入清华园
站，这趟车开往八达岭长城。每年的开学季以及国庆小
长假都是清华园站客流的小高峰，周围院校的不少学生
就是坐着这趟车第一次去了长城。

未来，乘客再去八达岭长城搭乘的就是京张高铁
了。火车从北京北站出来后进入隧道运行，清华园隧道
全长5.33公里，建成后，京张高铁现有地上平交轨道路
口将消失，所有进出城区的火车都走地下隧道。五道口
那段地上铁路将全部拆除，但清华园站站房将保留下来。

我从小在北京南城的珠市口四圣

庙胡同长大，算是一个老北京人，对

北京人的情怀感触特别深。在我看

来，老北京人有情有味、有情有义、

有情有道，都是“情”字在前。

北京人讲情义，关心人。我印象

很深的是，小时候住在大杂院，会有

掏粪的工人来清理茅房，这时候家里

大人就会主动跟孩子说——“去，问问

师傅喝水不喝”。家里大人也会主动上

前问，“您喝水吗，师傅，您受累了”。不

过，人家师傅从来不在院里喝水。那个

时候，往往一个大杂院里少则住几

户、多则住着十几户人家，清理茅房

的工作量可不小。

所以，老北京的老街坊们，从心底非

常感激清洁工人，并没有因为人家是掏

粪的清洁工人就嫌弃人家。有的孩子比

较淘气、不懂事，看着工人正在干活，会边

捂着鼻子，边说，“哎呀，臭啊，臭啊”。这时

候，家里大人往往都会教育起小孩，要尊重人、懂礼貌，有

时候口头教育还不算，严重点的甚至会动手打几下。

北京人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既包容也大气。我记

得小时候，如果有外地朋友到北京问路，北京人有时候

会跟他说，“您就一直往东走，第六根电线杆往西伸一

下头，往南一拐就是了，这是走大道。要是走小道，

您就从北边过去，绕几道弯，也能走到。”但如果按这

样东、西、南、北的说法给人指路，人家很有可能就糊涂

了，不理解。真正的北京人往往会说，“得了，您别费劲

了，我给您送过去吧”。家里要是有大人，一般也会让

孩子给帮忙领个路。

还有，我小的时候，孤寡老人吃的东西是最好

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那个时候，我住的大杂院里一

共有13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张姥爷和一位王姥爷都是

孤寡老人。院里住的人家多，给这两位老人的关心照

顾也多。只要谁家包个饺子，或者炖个牛肉，一定会

给这两位老人端去两碗。所以，张姥爷、王姥爷家里

的饭菜永远是大杂院里最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两

位老人就既不“孤”，也不“寡”了。

为什么北京人有情有味？从小教育是重要原因。

我们小时候见了长辈必须得“叫人”，也就是主动打招

呼，这是在平时。早晨起来上学，还要站在院里比较

中央的位置，喊上一声——“张大妈、王大妈、二大

爷、四姥爷，我走了哈”，然后各个房间里又会传来不

同的声音——“别淘气啊，下学赶紧回来”；放学回来

了，也要向各位长辈打招呼，这时候，长辈们又会关

心地说——“看看你们家的火打开了没有，暖壶里有

水”。话语虽简短，但透着浓浓的人情味，温暖人心。

北京人重情义，给人的印象是大大咧咧，其实这

里面还有一些历史原因。我理解，京味文化包括两大

块，一个是紫禁城文化，另一个就是南城文化。后者

又包括两大部分，一个是以大栅栏为首的传统商业文

化，另一个是以琉璃厂、荣宝斋为首的士大夫文化。

南城有一个重要的地点——牛街，那里主宰着北京南

城的市民文化、平民文化，拿行业来说，有文的、武

的，各行各业，五行八作，样样都有。

不客气地说，社会各行各业都是有机联系的，谁

也离不开谁，要能够多体谅、多关心、多理解人才

行，“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理念还是应当继续提

倡、传播和践行。

（作者李嘉存为中国铁路美术家协会主席）

环球主题公园全面开工
本报北京电（董禹含）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环球

主题公园全面施工建设。近日，在北京环球主题公
园及度假区项目一期工程场地，举行了北京环球主
题公园及度假区项目场地土方填垫工程开工仪式。

土方填垫是环球主题公园项目的重要基础工
程，将为后续桩基、主体施工奠定基础，该工程的
施工单位为北京建工集团。土方填垫也可以理解为
“场地形成”工程，对场地现有的松散土进行清挖
后，重新逐层回填、压实，最后形成清洁、密实、
具有较高承载力的场地条件。上垫高出地面1.5米的
基础上，各个景区还会有不同的地形设计，总土方
施工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

据介绍，4平方公里度假区地下存在约250万立
方米杂填土，为土壤和建筑垃圾、其他固体废弃物
和杂草混合物，需要进行清挖处理。

北京建工集团这次将中国第一条移动式建筑垃
圾资源循环利用生产线用于该工程。若按照传统模
式外运消纳，需占用消纳场地400亩，并外购大量素
土，成本高昂；而此次施工实际采用的创新模式，
对杂填土进行原地加工处置，使其成为可用于土方
工程的回填材料。
“我们的杂填土资源化技术能够‘过滤’掉塑

料、金属、垃圾等杂质7万立方米，这样消纳场地只
需10亩即可，外购素土也由250万立方米减少为7万
立方米。”北京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大量杂填
土“变废为宝”，资源化率高达97%。

图为10月25日，列车驶出清华园火车站。

鞠焕宗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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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创大戏百余场 互动体验受追捧

北京文博会的创新范儿
赵鹏飞 闫 恺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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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高铁施工 老站房将保留

百年清华园站停运
本报记者 尹晓宇

10月 27日至30日，第十一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
意产业博览会（简称“文博会”）在京举行。本届文博
会由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
主办，以“激发文化活力，引领产业创新”为主题，举
办综合活动、展览展示、推介交易、论坛会议、创意活
动、分会场六大系列百余场活动。在诸多活动中，创新
主题贯穿始终，一些特色展示活动引人关注。

【跨界融合新机遇】
本届文博会上，各种文化创意产品涌现，跨界融合

成为一大看点。特别是以虚拟现实（VR）为代表的一批
高新技术被应用到文化创意产业中，加速了文化科技融
合。在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国际论坛的现场展示区，笔者
看到，VR主机游戏、实景社交游戏、消费级智能机械
臂等项目吸引了众多与会者的注意力。
“在多种技术手段跨界融合的推动下，动漫游戏产业

的受众正逐渐从少儿延伸到更大范围的年龄段，呈现载
体也从电视、电影扩展到互联网和VR等平台，随之形
成的新模式、新业务将极大地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
展。”北京动漫游戏产业联盟秘书长刘春刚表示。
“文化+旅游”也催生了大量的旅游新业态。全球第

一VR动景平台“塔购”成为中欧“一带一路”智慧商
旅的协同平台；全球首创的出境旅行智能搜索引擎“妙
计旅行”，可以定制最优旅行方案并打包成可供购买的实
际行程。体育展区则集中展示滑雪体验，助力冬奥。

由于文创行业“轻资产、高风险”的特点，吸引社
会资本投资，推动文化金融共赢，成为加快文创产业发
展的共识。在中国文化金融创新峰会上，北京市最具投
资价值文创企业榜单发布，共50家企业入选。“此举旨
在推动金融资本与优质文化创意企业高效对接，促进企
业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也为中小文化创意企业提供一个
展示、交流的平台。”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北京市
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任梅松表示。

【传统文化引关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展示传统文化魅力，是本届文

博会重点展示的一个领域。在北京东城区展区，笔者遇
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脸谱绘制”项目传承人盛

华。“所谓‘谱’，指的是遵循一定的谱式，根据角色特
点进行设计，一笔一画皆有章法可循。京剧脸谱是历史
文化积淀下来的瑰宝，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盛华表示，希望能让更多人增进对京剧脸谱文化的
了解，逐渐推动京剧脸谱艺术的发展。

除了京剧艺术，本届文博会还集中展示了很多具有
传统文化底蕴的特色展品。例如，在故宫博物院展区，
故宫馆藏的艺术品不再是“皇家专享”，各种形象也被制
成类型多样、极具特色的文化创意产品。

笔者注意到，北京各区展台布置各具特色，西城区
展台布置以“中国式生活”为主题，展示老字号风韵；
海淀区展台将“书籍出版”作为核心，风格清新；石景
山区展台把“篮球文化”发展到了极致；怀柔展区则紧
扣“电影文化”的主题，电影海报随处可见。

此外，京津冀文化交流明显升温，本届文博会推出
了工艺美术联展，共集纳了三地数十种经典工艺品，包
括北京工艺品的“四大名旦”景泰蓝、雕漆、玉雕与象
牙雕刻，天津的杨柳青年画、泥人张泥塑，河北的磁州
窑、缂丝等，引来众多参观者驻足欣赏。

【“炫彩世界”促交流】
“这是‘卡卡博’，阿尔及利亚的一种传统打击乐

器；这种锅叫做‘塔津’，用它烹饪能最大程度保留食物

的美味；还有阿尔及利亚特色服饰和鞋子，您看女鞋与
男鞋相比多了不少装饰品呢。”在国际特色文化展上，来
自阿尔及利亚的留学生海德娅如数家珍地向笔者介绍起
自己国家的特色展品和文化。

除了阿尔及利亚，还有多个国家在“炫彩世界 2016
北京国际特色文化展”上登台亮相。该文化展是本届文
博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北京文博会举办以来首
个以国际文化交流为核心内容的主题活动。

笔者在俄罗斯展位前看到，一位手工艺人正在制作
俄罗斯特色的布娃娃。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工艺品的俄
语发音近似“阿看”，是俄罗斯北方民族的特色，使用当
地常见的白桦木作为主干，并利用彩色线条和布艺搭配
组合，最终形成一个栩栩如生的俄罗斯劳动妇女形象。
俄罗斯展位负责人表示，这次来参加北京文博会，主要
是希望通过一些微观的文化产品，让更多中国人对俄罗
斯民族特色文化有一个直观、感性的认识。

据了解，本次参展的国家主要以“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为主。此外还同步举行了“外国漫画家眼中的北
京”展览，展示来自7个国家的10位漫画家笔下的北京
形象，呈现国际文化交流的成果。

北京文创大赛专刊发布
本报北京电（记者赵鹏飞）10月27日，北京

文博会开幕当日，首届北京市文化创意创新创业
大赛组委会举办《北京文创人物说》和《文化产
业导刊》专刊发布会。

通过挖掘优秀文创项目、访谈31位项目创始
人，大赛组委会将这些创业故事集结成《北京文
创人物说》，呈献给更多的创业追梦人。同时，组
委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文化产业导刊》杂志，
编辑、出版、发行大赛专刊，旨在反映参赛企业
亮点，促进企业与投资者对接。

活动主办方表示，本次发布的一书一刊记录
了优秀创业者们的成长故事，催人奋进，北京文
创大赛愿继续成为助力创新创业者起飞的平台。

链接

图为市民现场体验文创产品。龚文豹摄（人民视觉）

名 家 话 北 京

10月29日，深秋的北京层

林尽染，秋韵甚浓，美景无

限。图为北京角楼。

郭俊锋摄（中新社发）

京城秋韵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