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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环抱，日异月更，6平方公里的行政办公区正
悄然发生巨变。

近日，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首度正
式亮相。施工中，行政办公区采用“机器人”等多项高
科技装备，未来这里还将成为绿色城市、森林城市、海
绵城市、智慧城市的示范区。

【率先建新型绿建】
约10米深的基坑中，满眼都是密密麻麻的钢筋笼，

工人们来回穿梭，抬料、安装、捆绑熟练上演。
几个月后，运河东大街将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

区大致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市委大楼与市政府大楼分
布运河东大街南北，市委大楼南侧还布局着市人大、市
政协办公楼，而市政府大楼东西两侧则为委办局办公楼。
“4个月完成地下两层，但地上总共5到7层的整体

结构差不多3个月就能封顶。”负责东侧委办局办公楼施
工的中建一局总工刘剑涛掐着手指给笔者数月份。

地上结构如此庞大，为何建设速度会更快？除了地
基要长时间施工保证稳定外，地上采用的钢结构也为办
公楼建设大大提速。与地下部分普通的浇筑混凝土不
同，地上的钢结构几乎不使用混凝土，天津运来的材料
在工厂提前预制好，现场焊接和安装，一下子能搭出来
好几层。“实际上起码能提速20%。”刘剑涛说。

更重要的是，钢结构建筑不但具有保温、防火等性
能，遇到地震等灾害也会“歪而不倒”，而这里也成为一
项试点，未来还将逐步面向全市推广。

不仅如此，笔者也从负责市政府大楼施工的北京建
工获悉，市政府大楼施工中也将在墙板上采用装配式施
工的方式，并不现场浇筑，而是将在工厂预制好的墙板
运到现场拼装。这样一来，施工效率提高了，施工环境
也能更干净。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民用建筑节能发展规划》提

出，未来5年全市将开展不少于30万平方米超低能耗建

筑示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推动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
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指挥部负责人透露，城市副中
心行政办公区现规划建设两栋被动式超低能耗公共建
筑，项目建成后，建筑节能率在现行公建节能65%的基
础上再节能60%。

【扫码查钢筋质量】
运河东大街两侧，塔吊密布，钢筋重重。材料棚

下，一位工人拿出手机对着钢筋上的条码一扫，质量信
息一目了然。

城市副中心工程建设需要供应大量钢材，而为了保
障工程建筑钢材的供应及质量，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工程建设办与河钢集团签订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机关办
公区工程建筑钢材采购框架协议》。

这位负责人介绍，河钢集团在其电子质保书查询系
统上，专门为城市副中心工程开通了“河钢集团副中心
工程质保书查询校验”平台，城市副中心工程目前已全

面启用该平台进行质量信息验证。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成为国内首个通过手机

端实现钢筋标牌及质保书信息查询验证的项目。”他说，为
了钢筋进场验收时更准确、便捷校验产品真伪，工程办与
河钢集团共同开发并完成了手机端扫描查询验证功能，通
过扫描货物标牌条形码验证货物标牌及质保书信息。

【机器人派上用场】
手持设备上轻轻定位一个施工点，三脚架支起来的

放线仪自己动了起来，上下旋转后最终确定了具体施工
位置。在行政办公区建设中，这种三维激光放样机器人
派上了用场。
“以前起码得两三个人操作半天才能找准施工点，而

现在一个人操作机器人就能完成。”操作设备的北京建工
负责人介绍，从效率上，放样机器人的使用比以前提高
了五六倍。

行政办公区建设中，机电系统众多、管线错综复
杂，空间结构繁复多变。三维激光放样机器人则能实现
扫描现场实景，形成带有点云数据的三维空间，进行归
档及记录，便于质量检查与纠偏。他介绍，从准确度上
看，三维激光放样机器人的误差在1毫米范围内，克服
了纯人工现场放样带来的放样误差大、无法保证施工精
度、功效低等诸多问题，从而真正提升施工质量。

同时，施工中还专门配备了监控机器人，全程监控关
键工序。“利用监控机器人全程监控关键工序的施工过
程。”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专门举例，施
工中，监控机器人对混凝土的浇筑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并将
视频存储起来，及时发现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并控制改正。

各种科技装备的上马，一方面能提升质量，另一方
面则是保证建设工期。根据行政办公区4家施工单位披
露的施工进展，目前，行政办公楼各区域基本处在基础
施工阶段，明年春节前后陆续封顶。

（据《北京日报》）

说起老北京的果脯，还得从我

小时候说起，我对老北京的果脯一

点都不陌生。

小时候的皇城根，留下了许多记

忆。吃着北京的小吃，唱着“风来了，

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的儿歌，

一天天长大。然而好景不长，1928年

“国府南迁”，我们全家迁到东北沈

阳，家里的奶妈、保姆和亲戚等十多

人都随着父母去了东北，这些随行的

人员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人，对北

京小吃都有研究。

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们全家

从沈阳回迁北平，从此，我就没有

离开过北京。

北京传统的小吃，那花样太多

了，在我看来，主要分为糕点和果脯。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小吃是甑糕，也

叫顶糕，一次只能蒸一个。食料是糯

米粉，主要做法是，把糯米粉撒进模

具里，加青红丝，蒸熟后往下按模，甑

糕被顶起后，托在纸上。那时食品包

装没有今天的花哨，无论什么食物，

用一张纸，四四方方包好，就齐了。

小时候印象深的老北京小吃，还

有面茶。我记得我喝过的面茶，是用

糜子面调的，糜子面煮熟调好后，上

边放麻酱、撒芝麻盐，味儿那叫一个

地道。喝面茶不能用筷子，也不能用

勺，而是手端着碗，转着圏喝，面茶是热的，碗是凉

的，面茶喝净了，碗的内壁光光的，非常干净。

再说老北京的果脯，全部是手工制作，没有

今天的现代化机械设备，所以生产的量小。老北

京的果脯非常讲究，从外表上看着要透亮，吃起

来要爽，糖分虽大，但是不能粘。从颜色来讲，黄

色是正宗，苹果果脯是最高级的，其次是杏脯。瓜、

藕可以做果脯，但是梨、桃不能做，主要是因为梨的

水分大、桃的果肉软。

瓜条、藕片做果脯也比较简单，原料切好

后，用小火煮、放好糖、抽出水分，就是果脯。

老年人喜欢瓜条、藕脯，这两样东西健脾开胃，

营养丰富。苹果、杏干是黄色，瓜条和藕脯是白

色，所以，老北京人还给它们起了个好听的名

字，叫“金玉满堂”。当时，果脯摊子的小贩也会

吆喝，一张嘴就是：黄金不贵，何贵，您老吃呗！

果脯注重颜色，大体有红、黄、蓝、白、黑几种。红

就是京糕条、苹果脯之类的；黄就是杏干、杏脯；蓝也

就是绿，用绿色代替，如青梅；白就是冬瓜条和藕；黑

在果脯里说不上，习惯把金丝蜜枣划为黑的一类。

老北京果脯整形也是重要的一道工序。有鸡

心形、圆形、尖形。有了形，还要注重颜色搭配，什么

青丝呀红条呀，看着没吃呢，心里就喜欢。就拿瓜条

和藕片来说，要四棱见线，不大不小。

要说整形，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打蜜供。蜜

供是一种老北京小吃，属于糕点类的小食品。蜜

供要呈塔形，一层层，中间是空的，码好后，放

在一个木托盘里。糕点铺子，一般是零存整取，

就是附近的住户，平时把零钱存在柜台，到春节

时，给打好了，通知客户来取。蜜供的形状好像

一个方塔，二尺多高，空心，吃时是个整坨。

吃老北京的果脯，实际上吃的是文化，尝的

是品位。新中国建立前，果脯虽称不上是金贵的食

品，但是穷苦的老百姓还是吃不起。现在好了，五

颜六色的果脯种类齐全，想买啥样的，就买啥样

的，想吃啥就吃啥。

希望让世上更多的人品尝老北京的特色小吃。

（作者李滨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
剧家协会会员）

本报北京电 近日，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北京市“十三五”时期环境保护和生态
环境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确定生态环保
目标。依据规划，2020年，北京市PM2.5年均浓
度比 2015 年下降 30%，降至每立方米 56微克左
右，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超56%。
“十二五”期间，北京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

（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
总悬浮颗粒物（TSP）等主要污染物年均浓度平均
下降27.4%。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后，细
颗粒物（PM2.5）浓度比2012年下降15.8%。

依据规划，到2020年，大气和水主要污染物
排放总量持续削减；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土壤环境质量总体清洁，生态环境质量保持
良好。2020 年，PM2.5 年均浓度比 2015 年下降
30%，降至每立方米56微克左右；全市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的比例达到56%以上。

关于能源结构清洁化，规划提出，北京市以
“煤改气”“煤改电”“太阳能+辅助热源”等多种
改造方式，推进压减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地区居民
用生活散煤。到2020年底，实现全市基本无燃煤
锅炉，平原地区基本实现平房采暖“无煤化”；经
营性服务行业的燃煤设施全部改用清洁优质能

源；清洁优质能源比重提高到 90%以上。同时，
加快退出低排放标准的机动车。

依据规划，北京市还将继续淘汰建材、化
工、机械、印刷等行业污染排放大的企业和污染
排放较大的落后工艺。2017年底前，完成全市50
个重点区域、200个重点行政村的“散、乱、污”
企业清理整治，19个市级以上工业园区全部建成
生态工业园区。到2020年，完成400家以上企业
的清洁生产审核，其中强制性审核150家，实现节
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的全过程管理。

北京是水资源紧缺城市。“十三五”期间，北
京市将遵循“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的原则，实施全市用水总量调控，形
成量水发展新模式，提升水环境容量。到 2020
年，全市用水总量将控制在43亿立方米以内。同
时，保障饮用水源安全，聚焦黑臭水体和劣V类水
体治理，综合治理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业污水，
继续提高污水处理能力，推进污水管网建设，加
大水资源调配、补给力度，改善水环境质量。

此外，根据规划，2020年全市森林覆盖率提
高到44%。北京将加强西、北部生态涵养区的生
态保护和建设，结合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保护，强化生态服务和水源涵
养功能。

11月12日，“2016国际友人眼中的昌平”活动在昌平
区十三陵镇举办，吸引了驻华使馆官员、在京外籍友人等
近百人参加。本次活动由北京月讯杂志社、北京对外文化
交流中心、昌平区旅游委共同主办，并得到了北京市政府
新闻办的大力支持。

作为第十三届北京?昌平?小汤山温泉文化节的系列活
动之一，活动伊始，外国友人一行首先来到了金隅凤山温

泉度假村，体验温泉休闲旅游与中医养生茶道。“整个度
假村依山而建，温泉池也分为室内和室外两种。”工作人
员在刻有“凤山温泉”的石碑前介绍说，每个室外温泉池
都根据周边景物命名，比如藤萝泉、迎春泉等。“这里是
昌平最高点，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昌平的景色。”

接着，外国友人还在现场体验了中医养生按摩。“这
是一个难得的体验机会。”来自德国大使馆的武官顾思齐

说，“我来北京1年多了，还是第一次来这里体验温泉。这
里环境优美，景色迷人，有机会我和家人还会再来的。”

说起昌平的温泉旅游，昌平区旅游委副主任王宇红如
数家珍。“昌平旅游资源丰富，特别是温泉产业久负盛
名，迄今已有1500年历史。”王宇红表示，自元代起，昌
平温泉就被辟为历代封建帝王专有享受。如今，昌平温泉
因独特的医疗价值、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成为健康旅游的最
佳结合点，昌平区也被评为“中国温泉之乡”。

品鉴“全素宴”是主办方专门为此次活动设计的一个颇
具匠心的环节。在十三陵镇仙人洞村，民俗旅游成为一大
特色。“全素宴”上，很多人一看到菜单中的菜名，会认为食
材中包含肉类，但令人称奇的是，这里所有以肉相称的菜
品均是素食。“比如说这道福禄寿喜汤，就是由豆腐、山
药、粉丝、‘四喜丸子’等分别代表福、禄、寿、喜4个

字，用纯素食材料做成的。”一位民俗户的负责人说。
到了昌平，明十三陵是必游之地。当天下午，外国友人

们漫步十三陵神道，近距离感受北京皇家文化的魅力。“明十
三陵是明朝迁都北京后13位皇帝陵墓的总称，是中国古代帝
陵建筑中的代表作。”走在十三陵神道上，讲解员介绍说，两侧
36尊石像生由石兽、石人组成，均是左右对称，且狮子、象、
马、麒麟等6种石兽各有蹲姿和立姿两种，形态各异。
“这里的石雕造型精美，神态逼真，看起来就像真的

一样，当然这里面也有中国文化独特的含义。”利比亚大
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雕像都是用一个个巨大
的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经历了几百年历史，仍然这样栩
栩如生，中国人的智慧真让人佩服。”

最受外国友人欢迎的要数苹果采摘环节。在十三陵神
道旁的一处果园里，只见红彤彤的苹果挂满了树枝，压弯了
枝条，外国友人们也尽情地享受着采摘的喜悦。他们纷纷表
示，昌平既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多样的现代景观，乡村
里的民俗旅游也很有特色，期待着以后有机会再来昌平。

近日，新建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官厅水库特大桥正在加紧施工。据介绍，该特大桥是

新建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重要节点工程，全长9077米，主桥采用8跨110米的变截面钢桁

梁跨越官厅水库。目前，大桥主桥129根桩基和9个主桥主墩承台已全部完成。

图为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官厅水库特大桥建设工地的施工场面。

杨世尧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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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活动现场。 陈 硕摄

图为外国友人体验中医按摩。 陈 硕摄

逛十三陵 品全素宴

外国友人体验美丽昌平
本报记者 赵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