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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高
敬、梁天韵）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
市长蔡奇6日在北京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上说，北京已经开始全面实施 2017 年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加强大气污染治
理，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

他介绍，北京市空气质量整体在
逐步改善，去年全市 PM2.5 浓度为 73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9.9%；优良天
数 198 天，同比增加 12 天；空气重污
染39天，同比减少7天。

“虽然空气质量不断改善，但是和
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确实还有很大
差距。只要重污染天气一来，群众的
感受就要打折扣。”他说。

北京今年要采取的主要措施包
括：一是推进“清煤降氮”。在去年减
煤 200 万吨的基础上，再减 300 万吨
煤。二是抓好高排放机动车的管控。
将推动六环路重型柴油车限行，严格
管控外埠过境的高排放重型柴油车。
三是加大工业治污减排力度。今年再
关停一般制造业的污染企业500家。四
是通过实施工地路面硬化等具体措
施，严格控制扬尘污染。五是实行更
加严格的督查检查。六是强化区域联
防联控。

“北京的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十分突
出。”蔡奇说，以水资源为例，2016年
北京的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
平的 1/10，北京核心区人口密度每平
方公里超过2.3万人，由此带来交通拥
堵、房价高涨、资源超负荷等大城市病。

“如何破解矛盾？就要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的大空间中，抓住疏解非首都
功能这个‘牛鼻子’。通过疏解提升城
市建设管理水平，更好地进行公共服
务资源配置，最终体现在改善民生，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蔡奇说。

蔡奇介绍，北京市将压缩生产空
间的规模，适当提高居住用地及配套
用地的比重，大幅扩大绿色生态空
间。在城乡统筹上，将加强规划整
合，实现城市规划和用地规划合一。

今年年底，北京市级政府机关将
启动搬迁至位于通州区的城市副中
心。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游
及城市综合功能目前正在加紧布局。

日前，随着气温逐渐
回暖，在北京市密云区北
庄镇暖泉会村，10 余只
野生白天鹅在清水河中嬉
戏、觅食，犹如水中的精
灵。

陈振海摄
（人民视觉）

【建筑施工：应用先进科技】

“2月 2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这里。”在副中心
行政办公区建设工地的大门口，工地保安对笔者说。

2016年 8月，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开始施工，工程以
平均“三天半一层楼”的速度快速推进，前不久实现了
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在施工现场，镂空中国风的建筑顶
端从蓝色防护网上面露出来。数个高吊塔环绕在建筑周
围，高效有序地作业着，“铿铿”的钢铁碰撞声从路两旁
的工地不断传来、此起彼伏。

在副中心建筑的建设过程中，建设理念先进和科技
含量高是其重要特点之一。被视为“建筑业未来趋势”
的BIM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于副中心建筑施工始终。
通过BIM的动画演示，工人能快速了解施工计划，提高
管理效率。这里的建筑还广泛应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绿
色建筑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行政办公区为例，不
仅100%使用清洁能源，而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比
例要达到40%左右。

“要求高、做工精”是副中心建筑施工的另一特点。
施工方所使用的每一根钢筋都必须经过手机扫描二维码
来验证货物标牌和质保书信息，不通过者不使用。每打
一段混凝土，施工方必须录制、保留一份完整的视频资
料，以便随时抽检，防止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以次充
好”。

据了解，随着主体建筑的封顶，周边拆迁工作也已

按计划完成。今年底前，北京市 4大市级机关和相关市
属单位将率先启动搬迁。

【功能定位：推动协同发展】

通州的功能定位是北京市行政集中办公区、国际一
流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京津冀区
域协同发展示范区。聚焦通州定位，不是现在才提出来
的，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酝酿和深入思考。

2005 年版北京规划将其定义为“面向未来的新城
区”，同时预留行政办公发展备用地。2012 年，北京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落实聚焦通州战略，打造功能完
备的城市副中心”，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地位被首次提及。
2015年 7月，北京市委明确“市行政副中心定位通州”。
由此，通州进入城市副中心建设全面提速时期。

“副中心建设是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在谈到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初衷时，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
说。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纲要》，北京将沿京津、京保
石、京唐秦等通道打造“三轴”，推动产业要素沿轴线聚
集。王飞表示，通州正处京津发展轴和京唐秦发展轴，
将成为北京东部服务京津、面向环渤海区域的综合服务
中心。

建设北京副中心，亦将优化城市整体空间布局。王
飞说，按照规划，北京副中心远期将带动约40万人疏解
至通州，并推动核心区的产业向顺义、亦庄、大兴等地
转移。

【重大项目：5年落地297个】

“十三五”期间，297 个重大项目建设将在通州落
户，基础设施将实现“国际一流”。据北京市市长蔡奇介
绍，副中心规划方案凝聚全球顶级设计智慧、经过 5次
修订。区域由12个综合性、功能不同、密度合适的组团
构成，配套设施齐全，学校、住宅、商业、医院、城市
空间等都有设计。建筑布局以中轴线为依托，借鉴传统

“山林风水”理念，副中心建设彰显了浓郁的现代建筑中
国风。

与此同时，交通网建设快马加鞭：2014年底，地铁
6 号线二期开通；2015 年，作为连接通州城区至朝阳北
路的城市快速主干路——东关大道通车；2016年，广渠
路二期通车，大大缓解了京通快速路的交通压力。此
外，通州正在加强与津冀交通互联，建设京唐城际、京
滨城际、京秦二城际，优化调整与中心城轨道交通、快
速路的联系，实现半小时来往的可能。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也将提升。王飞说，通州将整建
制引入中心城优质基础教育、医疗资源，打造15分钟生
活圈，保障市民步行10分钟到达公园，增加剧院、博物
馆、图书馆等设施。根据规划，人大附中、人大附小、
景山学校等多所名校将在通州开办分校。

如今，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 5 大领域的重点工程
已开工百余项，“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
态城市正在生长成型。

“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一句歇后
语道出了北京卢沟桥的独特魅力。这里既是
中华民族掀开全民抗战序幕的地方，又是一
座无与伦比的“石狮艺术博物馆”，桥上的
281 根望柱共雕有 501 头狮子，且形态各异。
这些狮子都雕刻于哪个时代？迄今没有科学
研究。为解决这个问题，今年，北京市丰台
区卢沟桥文化旅游区首次启动石狮断代研
究，预计9月份完成。

据记载，卢沟桥始建于 1189 年，1192 年
建成。1961 年，它和相邻的宛平县城一起被
公布为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800多年来，卢沟桥历经风雨，桥上的石
狮也不是一个时代完成的。“最早肯定是建桥
时雕刻的，历代有所增补。1967 年拓宽时，
更换了 91根望柱上的石狮。此外，由于交通
碰撞、战争破坏、自然风化等原因，也会有
损毁和修复。”卢沟桥文化旅游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卢沟桥石狮的雕刻跨越了金代、元代、明代、
清代、民国和新中国6个时代，最年轻的狮子仅20岁。

“人们知道卢沟桥，更多的是作为抗日战争爆发
地。但作为石狮艺术博物馆，作为燕京八景之一‘卢
沟晓月’所在地，卢沟桥还有它柔美的一面。”旅游
区相关负责人说，卢沟桥石狮是研究不同时代石刻艺

术的珍贵史料。做好断代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总结和
展示卢沟桥石刻艺术的价值和文化内涵，让卢沟桥文
化旅游内容更厚重。

随着石狮断代研究正式开始，北京石刻艺术博物
馆退休研究员、曾参与上世纪 50 年代卢沟桥基本状
况调查的专家吴梦麟，石刻艺术研究专家刘卫东、范

贻光等受邀参加。研究将主要从不同时代石
刻艺术的不同风格入手，结合相关史料进行
断代。

“从年代来看，金元时期的狮子身体瘦
小，目光有神，狮嘴中间不掏空，类似于假
张的状态。明代石狮的嘴方且大，中间是空
的。到了清代，选用的石材又以暗红色为主。
民国时期的就比较粗糙。”旅游区工作人员介
绍，这些既有研究成果都将成为断代依据。

为什么不采用碳 14元素检测等先进技术
对石狮进行断代分析？对此，工作人员解
释，比如 1967年那次更换望柱，用的石材有
的就是拆城墙时留下的，石材本身历史久
远，但雕刻手法却是现代的。所以，碳 14元
素检测并不适用于卢沟桥石狮的断代研究。

同时，卢沟桥石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
也将启动，对象包括石狮、栏板、华表、碑亭等。

“我们将通过3D扫描技术，为石狮建立数字化档
案。”旅游区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关于石狮的档案
材料多以照片为主，都是平面的。游客上桥参观，因
为有护栏隔离，只能看到石狮的3个面，看不到石狮
的后背。但石狮后背的发髻、绶带、尾部图案等，都
非常有欣赏价值。有了数字化档案以后，观众就可以
欣赏到立体的卢沟桥石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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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说：“春脖子短。”南方
来的人觉着这个“脖子”有名无实，

冬天刚过去，夏天就来到眼前了。
最激烈的意见是：“哪里有什么

春天，只见起风、起风，成天刮
土、刮土，眼睛也睁不开，桌子一天
擦一百遍……”

其实，意见里说的景象，不冬不
夏，还得承认是春天。不过不像南方的
春天，那也的确。褒贬起来着重于春
风，也有道理。

起初，我也怀念江南的春天，“暮春
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
飞。”这样的名句是老窖名酒，是色香味
俱全的。这四句里没有提到风，风原是看
不见的，又无所不在的。江南的春风抚摸
大地，像柳丝的飘拂；体贴万物，像细雨
的滋润。这才草长，花开，莺飞……

北京的春风真就是刮土吗？后来我有
了别样的体会，那是下乡的好处。

我在京西的大山里，京东的山边上，曾数度“春脖子”。背
阴的岩下，积雪不管立春、春分，只管冷森森的没有开化的意
思。是潭、是溪、是井台还是泉边，凡带水的地方，都坚持着
冰块、冰砚、冰溜、冰碴……一夜之间，春风来了。忽然，从
塞外的苍苍草原、莽莽沙漠，滚滚而来。从关外扑过山头，漫
过山梁，插山沟，灌山口，呜呜吹号，哄哄呼啸，飞沙走石，
扑在窗户上，撒拉撒拉，扑在人脸上，如无数的针扎。

轰的一声，是哪里的河冰开裂吧。嘎的一声，是碗口大的
病枝刮折了。有天夜间，我住的石头房子的木头架子，格拉
拉、格拉拉响起来，晃起来，仿佛冬眠惊醒，伸懒腰，动弹胳
臂腿，浑身关节挨个儿格拉拉、格拉拉地松动。

麦苗在霜冻里返青了，山桃在积雪里鼓苞了。清早，着
大靸鞋，穿老羊皮背心，使荆条背篓，背带冰碴的羊粪，
绕山嘴，上山梁，爬高高的梯田，春风呼哧呼哧地帮助
呼哧呼哧的人们，把粪肥抛撒匀净，好不痛快人也。

北国的山民，喜欢力大无穷的好汉。到欢喜得
不行时，连捎带来的粗暴，也只觉得解气。要不，
请想想，柳丝飘拂般的抚摸，细雨滋润般的体
贴，又怎么过草原、走沙漠、扑山梁？又怎么
踢打得开千里冰封和遍地赖着不走的霜雪？

如果我回到江南，老是乍暖还寒，最难
将息，老是牛角淡淡的阳光，牛尾蒙蒙的
阴雨，整天好比穿着湿布衫，墙角落里

发霉，长蘑菇，有死耗子味儿。
能不怀念北国的春风！

（作者为已故著名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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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平地起 新城渐成型
——探访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杨俊峰 张 玥

“通州开始有大城市模样了。”家住北京通州的退休工人老曹望着通胡南路两

旁的大楼，感慨地说，“我们现在站的地方，5年前还是荒地。”此时，距离2012

年通州的城市副中心地位被首次提及已经过去了5年。

地处长安街延长线东端的通州，堪称京津冀的桥头堡。5年来，这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平地起高楼，荒野变绿园，一座通州新城正在生长成型。

今后，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发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重要作用。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和先进、完善的基础设施，让这座新城吸引了

越来越多人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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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雕刻风格 建立数字档案

卢沟桥狮子今年“断代排辈”
本报记者 赵鹏飞

图为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卢沟桥石狮。 郑焕松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