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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郊区散落文化遗存】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北京历史文化传统悠远，
文物古迹遗存丰富。然而，深入其中不难发现，中心城
区的紫禁城、四合院、胡同口等往往受关注度较高，而
散落在远近郊区的文化遗存虽然大多也曾名噪一时，如
今却带着几分落寞。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这些散落着的遗存带来了活力。
北京市文物局局长舒晓峰表示，“京津冀三地地域相近、
文脉相亲，将统筹推动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和西山
文化带建设，实现历史文化遗产连片、成线整体保护。”

如今，文化带的京韵正在被逐一梳理出来。
京北，长城文化带始于北齐，大规模修建在明代，

东起平谷，西至门头沟，途经6个区，在京内蜿蜒573公
里。素有“玉关天堑”的八达岭长城是全国明长城向游
人开放最早段，1987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京东，通州正在加快步伐，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这里自古是京城东大门，水路交通发达，古有“天府奥
区，左辅雄藩”的美誉，近有“一京二卫三通州”的说
法。2014年，京杭大运河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
项目。

京西，西山北以南口附近的关沟为界，南抵房山拒
马河谷，西至市界，东临北京小平原，约占北京市总面
积的17%。这里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例如，以清代“三
山五园”为代表的皇家文化，以大觉寺、卧佛寺等为代
表的宗教文化，以妙峰山为代表的传统民俗文化，等等。

【考古不设完成时间】

目前，一些项目已经列入修缮日程——北京市将把

长城打造成京城北部历史文化体验带和生态环境保护
带。红石门、古北口、箭扣、南口等处的长城开始修缮
与利用，八达岭、居庸关、慕田峪等沿线历史文化资源
将统筹连线，推动区域联合保护。

同时，历史元素将充分融入到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
设中，京杭大运河通州、香河和武清段将恢复通航……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物保护与考古工作一直备受关
注，汉代城址等新发现令人惊喜。“城市副中心建设任务
严峻，但考古工作却罕见地没有设定完工时间。北京早
已过了保护与发展二选一的时期，现在只有保护与发展
建设并重。”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于平说。

保护与发展建设并重，北京文物保护的思路在尝试中
逐渐清晰。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去年露脸的路县故城遗址
即将迎来集中发掘。至此，这场北京新世纪以来最大规
模的一次考古发掘，已经汇聚了全国各地9家具有考古团
体领队资质的单位精英，累计2000余人参与了勘探考古。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建设也会根据考古进度进行
及时调整。”北京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说，文化带的建设
不是简单的考古、修缮文物，而是整体文化内涵的挖
掘。“未来，路县故城遗址有望成为公园，张家湾、漷县
古城等历史文化景观也将成为通州新地标，以展示运河
历史文化和举办高端文物展览、重大文化活动为主的副
中心现代化博物馆及一批历史文化展览参观场所都已开
始规划。”

【努力惠及更多民众】

在徒步爱好者的眼中，走上一趟“香八拉”——从
香山到八大处的路线，算是入门级的拉练线路，因风景
优美声名远播。

其实，这一路还有更多独到的人文景观。北法海寺

就在这条路上。这座寺内有清朝顺治皇帝手迹石碑及大
量石刻，相传为“山中第一大寺”宏教寺的旧址。文物
专家说：“这座庙有多大？相传当年和尚关山门要骑着毛
驴去呢。”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文物活起来，让
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更多民众。

“北京市发改委、海淀区、文物部门的负责人都去走
了好几趟‘香八拉’线踩点儿，未来各司其职，把现在
藏着的文化都亮出来。”有关负责人说，相关的交通、基
础设施等都要一起跟上，文物保护和建设要追求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

今年，北京第一条现代有轨电车将试运营，直接将
乘客从市区带入香山、颐和园等“三山五园”景区。为
了保护周边风貌，这条轨道修建过程中更改了规划，部
分路段转入地下。

4年后，京城东部、西部和北部的三条文化带，将把
一个个曾经不起眼的珠玉串联起来，带动京津冀三地社
会文化更好发展。

本报北京电 来自首都绿化委
员会办公室的消息，截至 2016 年，
首都参与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总人
数将近 9600 万人次，义务植树 2 亿
多株。今年，北京市计划完成义务
植树100万株，抚育树木1100万株。

据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从开展义务植树前的
1980 年到 2016 年底，首都参加义务
植树的总人数达 9576.8 万人次，植
树 总 株 数 达 2.02 亿 株， 成 活 率 达
88%。今年计划新栽植 100万株，抚
育树木 1100 万株，创建首都花园式
单位58个、花园式社区36个、首都
森林城镇 6 个、首都绿色村庄 50
个。此外，北京市还将协调驻京部
队、教育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
妇联等群团组织，积极开展好绿化
美化进单位、进学校、进社区、进
乡村、进军营、进家庭“六进”活
动。

与此同时，平谷、延庆、通州
等区将积极做好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活动，把森林、湿地、绿地等融入
城乡建设之中。另外，北京将继续
加强新农村的“五边”绿化建设，
鼓励村民在村庄房前屋后、河旁湖
旁、渠边路边、零星闲置地等边角
空地，见缝插绿、植树绿化，全年
完成村庄绿化4200亩。

据了解，随着可进行义务植树
的荒山越来越少，北京于 2010 年率
先推出了 5 大类、18 种义务植树尽
责方式，适龄公民除了通过直接参
加植树劳动尽责外，还可以通过参
与认建认养、抚育劳动、捐资绿
化、宣传咨询等多种形式履行植树
义务。在这当中，以认养树木绿地
最受市民欢迎，方便市民群众就近
就地履行植树义务。每年以单位、
家庭形式自愿报名参与林木绿地认
养的市民越来越多，通过植纪念
树、种纪念林来纪念结婚、生日、
升学、参军等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社
会风尚。

据统计，近5年来，社会单位和
个人参与林木绿地认建认养活动累
计投入资金6.12亿元。

在位于北京东南五环的朝阳区黑
庄户乡，总建筑面积约 62 万平方米的
北京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正在施工
中，一期工程计划在 2019 年建成投
用。根据规划，该流通中心将承接北
京四环内传统农产品批发市场退出后
的农产品流通重任，与新发地市场共
同形成保障首都“菜篮子”安全供应
的“双中心”格局。

“这个工程体量相当大，建筑面积
是‘鸟巢’的 3倍。”北京建工集团流
通中心工程项目负责人表示，该工程
于去年4月开工，紧邻外埠农产品进京
主要通道、东五环、京哈、京津、京
沪高速等，一期占地面积 305 亩，总建
筑面积约62万平方米，是亚洲地区单体
建筑面积最大的鲜活农产品流通中心。

在施工现场，13 台塔吊不停地挥
动着长臂，完成着一次次大跨度的运
输吊装，运输卡车也在川流不息地进
行着土方回填，整个施工现场繁忙、
有序。目前，工程地下部分施工已临
近尾声，5 月将完成地下室结构封顶，
9月前整座建筑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施工过程中，东西长690米、南北
最宽290米的基础混凝土结构，必须确
保其面层上没有一丝裂缝，这样的质
量标准如何实现？现场工作人员说，

“秘诀”就在基础底板平面上那些被钢
筋架整齐地划分成一块一块的正方形

“格子”。
工人们首先将大面积平面划分成

若干个区域，然后像下跳棋一样浇筑
混凝土，隔一块浇筑一块，相邻区块
浇筑的间隔时间不少于7天，利用这个
时间差，可以让混凝土在 5 到 10 天期
间性能尚未稳定、没有彻底凝固前释
放混凝土的内应力，用混凝土自身的
特性反应避免了施工初期部分激烈温
差及干燥作用造成的裂缝，解决了超
长、超宽、超厚的大体积混凝土裂缝
控制和防渗问题。据介绍，这种施工
技术也被称为“跳仓法”，像这样大面
积的施工，在目前北京的在建工程中
首屈一指。

到 2019 年，这个大“菜篮子”里
将有场内交易展示区、理货配送区、
应急储备区、数据中心区和智慧商务
区，地上地下各功能区域齐全，六成

供京农产品将由此进入。此外，流通中心还将采用大数
据、物联网先进技术，建立集分拣、加工、包装、销售
于一体的物流配送中心，并探索“净菜进城”模式，建
立从产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溯体系。

“到时候，老百姓通过互联网下单，就能在社区的菜
店取货。”有关负责人描述，目前正在打造社区菜店，未
来“菜篮子”投用后老百姓就能享受线上和线下更便捷
的服务。

据悉，流通中心投用后，年交易量有望达到 800 万
吨、年交易额约1000亿元，重点服务中心城区东部、城
市副中心、亦庄新城等区域，覆盖人口约1000多万人。

门风，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即一个家庭的
风气。

有些人好像没有这种意识，以为一个人的
言行举止，跟家里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其
实，这是一种错觉。别说一个大人了，就是
一个孩子，您从他的一言一行，都能看出他
的家庭是什么风气。

所以，老北京人往往从孩子的言谈举
止，看他父母的教养，看他家里有没有
规矩，看他是什么家风。

老北京人是非常重视门风的。从
前，自己的孩子跟什么人一起玩儿，
首先看他的家风怎么样。这个孩子的
家风好，父母知书达理，懂老规
矩，当长辈的才能放心大胆地让自
己的子女交往。否则，断然不
敢。谁都怕不好的家风，浸淫孩
子的心灵。

好的门风，来自家里立的
一些老规矩。这些老规矩，即
行为规范，直接关系到孩子
的成长，也会影响

到孩子性格的形成、气质的培养。
过去，老北京四合院的大门上，都要撰写并

且雕刻楹联。这类楹联有些就是治家格言。常见
的有：“诗书寄素业，水石澹幽居。”“忠厚传家
久，诗书继世长。”“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琴
言清若水，诗梦暖于春。”“忠厚承天德，诗书启
后昆。”“持家尊古训，教子有义方。”“五云蟠吉
地，三瑞映华门。”“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总
集福荫，备致嘉祥。”“门庭清且吉，家道泰而
昌。”“福海朗照千秋月，寿域光涵万里天。”等等。

家风，如同一个家庭的窗口。您从这些楹
联，就能咂摸出一个家庭的门风如何。

当然，从古至今，家里的长辈也要把一些规
矩写下来，告诫或警戒后代，比如古代诸葛亮的

《诫子书》，朱用纯的《治家格言》，曾国藩的《家
书》《家训》，近代的傅雷《家书》等。

北京的老根儿人家，有一种现象：一个家庭
五个孩子，或七个孩子，只要有一个是大学生，
毫无疑问，其他孩子几乎都是，而且一个赛着一
个有出息。这个家庭，爷爷有学问，爸爸肯定也不
会是白丁，到孙子辈儿照样有出息。相反，也如是。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跟老话儿所说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以及现
在人所说的“富二代”“红二代”并不是一回
事儿，而完全取决于门风，得益于家里的老规
矩。笔者采访过京城的朱家 （朱家溍家）、吴
家 （吴祖光家）、黄家 （黄宗江家）、王家

（王世襄家）、钱家 （钱学森家），等等，无
一不是这种情况。

家业有兴衰，门风无曲直。一个家族
的门风是经过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
力，树立起来的。好的门风，往往也会
影响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

老北京人对门风的重视，远远胜
过金钱。金钱有花完的时候，而门风
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作者刘一达为著名作家）

近日，北京市天气晴
好，众多市民来到颐和园感
受春天的气息。

图为北京颐和园桃花盛
开，春色满园。

刘宪国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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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联500处古建 再现昔日风采

北京将重塑三条文化带
本报记者 赵鹏飞

未来4年，北京将聚力重塑三条文脉——北部长城文化带、东部运

河文化带和西部西山文化带，将散落京城的500余处文物古建点亮成

串。同时，三条文化带串起的古都文脉，也将带动京津冀三地社会文化

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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