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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道“长高”】

“这儿什么都有，有御河、有故宫的角楼、有景
山、有北海、有白塔、有金鳌玉蝀桥、有团城、有红
墙、有图书馆、有大号的石狮子，多美，多漂亮。”老
舍曾在 《骆驼祥子》 中这样描写朝阜大街，而阜内大
街就是朝阜大街的西起点。形成于元代的阜内大街一
直是北京旧城西部进出城门的重要交通道路，全长1.4
公里，沿线有妙应寺白塔、历代帝王庙、广济寺、鲁
迅故居等众多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阜内大街已启动综合整治提升项目一期工
程，为阜内大街西二环阜成门桥至赵登禹路段，全长
约 680 米。”在位于阜内大街 161 号的阜内大街整治复
兴计划展示中心里，工作人员介绍说，此次整治首次
引入了市政休闲带，将步行、骑行、市政设施、非机
动车停车空间、景观绿植等内容全部整合集约到非机
动车道与人行步道之间约6.8米的带状空间内，实现了
机动车与自行车、自行车与行人之间的有效分流。

在阜内大街西侧路北，记者看到，一段数十米长
的市政休闲带已经建成。非机动车道路面上绘制有自
行车图案，被垫高 10多厘米后与人行步道齐平，并与
机动车道间增加了约半米高的铁质护栏；非机动车道
与步行道之间，也就是行道树的树下空间增加了多组
绿化带、自行车停车架和休闲长凳等。

“市政休闲带还有助于解决路侧乱停车问题。”工
程设计人员表示，过去非机动车道经常被当做路侧停
车场，自行车没有了专用道，只能跟机动车混行。现

在通过重新划分路权，路侧停车空间被挤压，乱停车
问题有望解决。

【“梅花”元素添京味】

相比阜内大街，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等一批同样
形成于元代的街区更为中外游客所熟知。但与上述这
些旅游商业街区不同，阜内大街是一个生活化街区，
沿街有不少餐馆、服装店，还有医院、少年宫、四合
院旅馆等，生活气息浓厚。

阜内大街整治复兴计划展示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整治提升后的阜内大街将重点从“四优”（安全顺畅的
动线优化、鳞次栉比的建筑天际线优化、便捷清新的
设施优化、完善的配套功能优化） 和“四美”（移步成
景的视野、沉稳大气的铺装、精雕细琢的细节、简约
独特的照明） 八个方面印证老舍“最美大街”的赞誉。

具体来看，整治提升后，阜内大街将从视觉、铺
装、细节、照明等多个方面换新颜，尤其是在细节处
理方面别具匠心。根据旧时记载，京西门头沟斋堂的
煤车由阜成门进城，而“煤”与“梅”谐音，京城之
人念及阜成门带来的温暖，赞曰：“阜成梅花报暖
春。”因此提取“梅花”元素，结合祥云纹样等细节意
象，运用在井盖、影壁及护栏上，彰显文化街道品
质，提升景观效果。

此外，在夜间景观方面，整治项目将通过对建
筑、街面的照明提升，凸显阜内大街文化符号，增加
行人夜间体验，如金融街路口增加户牖影壁夜景效果
等，使行人在夜间也可多方位感受历史老街氛围。

【创新设置“综合杆”】

此次整治中，阜内大街两侧的市政设施将“升
级”。目前，在阜内大街的南北两侧，共有电线杆、灯
杆、监控线杆、交通信号灯、各类指示标识等约为183
个。各式线杆和指示牌太多，显得杂乱无章，成为老
城街区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西城区创新性地提出了“综
合杆”的概念。具体做法是，除对布点位置有要求无
法移除的，对老旧杆、废弃杆及非必要备用杆、标识
进行归纳整理，将必需的交通指示功能、路灯照明功
能、交通治安监控功能、旅游引导功能统筹综合。整
合后的各类线杆标识数量减少到55个，其中综合杆36
根，多为对向布置，将更好地满足相应的市政功能。

此外，为了解决大街上的停车难题，正在整治的
阜内大街一期，即西二环阜成门桥至赵登禹路段，沿
线将设两处停车场。一处是白塔寺对面的空地，将改
造成地面公园地下智能停车场，预计可提供 110—120
个停车位。另一处是阜成门桥东南角，现有 36个停车
位，绿化改造后缩减至12个。

当前正在实施的综合整治提升项目一期工程将于
今年 10 月份竣工，二期工程 （赵登禹路至西四大街
段） 将于明年开始实施。目前，阜内大街整治复兴计
划展示中心已对外开放，并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和本地
居民收集意见建议。

题图为阜内大街启动改造，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
道中间新装了护栏。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在美国
洛杉矶某艺术展上，一名留学生为
了自拍自炫，不小心撞翻了一个展
柱，结果整排展柱像多米诺骨牌一
样倒塌，致使价值近135万元人民币
的艺术品被损坏。这是自炫的代价。

喜 欢 自 拍 自 炫 ， 喜 欢 自 我 表
演、自我展示，已经成为一种社会
现象。

今 天 ， 我 们 处 在 一 个 信 息 时
代，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网络技
术给人们自炫表演提供了极大便
利。我们处在一个沟通时代，人们
对外交往、社会活动增多，展示自
我、炫耀自我也是一种渴求交往的
心理表现。随着物质生活日益丰
富，人们开始追求精神生活，通过
自炫表达心声是很多人的选择。我
们又处在一个游子的时代，很多人
远离家乡在异地工作，通过自我欣
赏、自我展示来寻求一种心理慰藉。

自炫和表演彰显个人自信，调
节生活味道，追求时代风尚，有积
极的一面。但也有一些自炫和表演
大伤风雅，让人很难接受。有些人
喜欢搞直播，不是充满暴力，就是
充满色情。有些人喜欢暴走，声势
浩大，不是走僻静处，而是走大马
路，不仅不听劝说，还升级“装
备”对峙公共秩序。有些人喜欢旅
游，到了景点，不是欣赏美景，而
是爬上爬下，不惜登上“禁止之
地”，甚至登上英烈雕像，为的是拍
个照片发朋友圈。

诸如此类的“炫”让我们不得不反思：自炫时代
如何自制。物质越丰裕，越需要精神的丰盈；社会越
开放，越需要个性的合理表达；生活越自由，越需要
良好的秩序来保障。

自制的前提是自尊、自敬。自敬者，人恒敬之；
自爱者，人恒爱之。社会生活是有底线的。不讲底
线，只管自炫，必会让人厌恶。

自制在形式上是一种自我控制，内在的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起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中
华传统美德，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崇“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内涵式发展、庄重
式表演。

事实上，那些胡乱的炫、疯狂的炫，恰恰是对生
活的一种糊涂，对前景的一种迷失。学会自制，才会
让人清醒，让人思考，进而明白人生的意义、事件的
价值、生活的格调。就拿旅游来说，很多人并不知道
旅游是为了什么，只是把旅游当作一种跟风、一种炫
耀。为什么旅游，唐朝的柳宗元早就告诉我们：“游之
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登其
高，有旷达之感；探其奥，有幽奇之得。仅把旅游当
作“炫耀”，无疑丧失了旅游的情趣和意义。

自 制 而 后 可 以 精 彩 、
可以丰盈、可以厚重。学
会自制，知道哪些能炫，哪
些不能炫，哪些是底线，哪
些是应追求的高标准，才
能赢得别人发自内心的喝
彩。 （据《光明日报》）

雪山巍峨、草原苍茫、天空碧蓝、湖
泊澄澈……风光绝美的青藏高原，也是苦
寒难至的“第三极”，蕴藏着地球生态环境
的无穷奥秘。

今年6月，我国启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
合科考。科学家们首先聚焦江湖源区域，
即西藏最大湖色林错以及青藏高原中部重
要冰川发育区，力求破译那些隐藏在雪
山、盐湖和草原深处的“藏地密码”。

冰芯暗藏“无字天书”

我国境内冰川多发育于中低纬度山
区。冰川研究者为完成工作，常常要登上
海拔 5000 米以上的雪山。为保证作业温度
足够低，他们还要做雪山的“夜行者”。

“在海拔 7000 多米的慕士塔格峰营地，
我们的帐篷曾在夜里被大风撕成条。”中科
院研究员、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队长徐柏
青说，“野外作业时，遇到极端恶劣天气等情
况，科考队员的健康和生命会受到威胁。”

冰川被科学家称作解读地球自然历史
的“无字天书”。年复一年，地球环境变化
信息被冰川封存。而冰芯——在冰川中自
上而下钻取的圆柱状冰样，就是破解这部

“天书”的密钥。

这次科考，冰川队原计划在唐古拉冰
川、各拉丹东冰川和普若岗日冰原钻取冰
芯。无奈由于气温过高，冰雪冻土融化
快，有科考队员甚至掉入积雪下的冰湖，
打钻地点不得不从冰川顶部移到了末端。

“末端冰川是冰川中最‘年长’的部
分。由于冰川最先消融最古老的部分，一
些冰川会越来越‘年轻’。研究末端冰芯，
可监测冰川的‘年龄’变化，判断冰川消
融情况。”徐柏青说。

湖泊沉积物透露“前世来生”

与冰川相似，湖泊沉积物在漫长的地
质历史演化过程中，存储了丰富的气候环
境变化信息，是研究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
重要载体。科研人员通过在湖底钻取沉积
盐芯，发掘“芯”中的秘密，可以评估湖泊及
其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取冰芯要爬冰卧雪，取湖底岩芯则须
乘风破浪。“我看见湖那边乌云密布，还暗
自庆幸躲过了一场大雨。谁知没过多久，
我们这边浪头就两三米高，我们都快控制
不住小艇了。”一位在色林错湖面飘荡了近
15 个小时、最终在黑夜踏上坚实陆地的女
科考队员带着哭腔说。

青藏高原分布着全球海拔最高、数量
最多、面积最广的湖泊群，这些湖泊总体
上仍在持续扩张。例如，色林错的面积在
过去 40 年间增加逾四成，现已超越纳木
错，成为西藏第一大湖。

科考队在色林错钻取了 10 米长的沉积
岩芯。这是迄今在色林错钻取的最长的沉
积岩芯，据此可研究近两万年的环境变化。

岩层化石封存“沧海桑田”

探究高原隆升的过程与机制，一直是
青藏高原研究中的一大热点。“中央分水岭
是青藏高原核心带发育的一个长约 2500 公
里的山脉带，可以说是青藏高原的‘脊
柱’。但这条‘脊柱’通过什么过程、在什
么时间点塑造了高原的气候、水系和矿产
分布等，至今仍没有搞清。”中科院青藏高
原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强说，考察队利用唐
古拉山花岗岩低温热年代学的研究方法，
与稳定同位素研究相结合，以期更加全面
地了解中央分水岭山脉的形成时代和高度
变化。目前初步认为，唐古拉山一线在距
今5000万年前可能隆升到今天的高度。

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副研究员吴飞翔团队，近日则在高原中部

的伦坡拉和尼玛盆地发现了大量热带鱼类
化石群落。这些种类与今天本地区所特有
的鲤科裂腹鱼类完全不同，可证明该区域
在 2600 多万年前曾处于暖湿环境，其海拔
不会高于2000米。

科学家已经证实，青藏高原不是“铁
板一块”，在空间上是分阶段上升的。有研
究人员提出，当青藏高原中部已经隆起
时，喜马拉雅地区可能还是海洋……

雪域“居民”的“户籍档案”

藏北羌塘草原，平均海拔超过 5000
米，仲夏时节也常是茫茫雪原。冰天雪地
间，藏野驴成群奔跑，藏羚羊优雅漫步，
野牦牛雄踞山头，珍稀鸟类蹁跹飞舞。这
里是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的天堂”。

“这次科考中，我们要对区域内动植物
种类、数量、分布区进行摸底，为这里做
好自然保护与生态旅游规划提供科学数据
与建议。”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生物与生态变化考察队队长杨永平说。

科研人员每日驱车追寻“高原精灵”
的踪迹，为雪域“居民”做“人口普查”。

“根据初步观察，从色林错到各拉丹东地
区，物种分布密度均呈中上水平。”中科院
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欣海表示。

“我们会把发现动物的地点和数量记录
下来，以此为基础数据，运用物种分布模
型，对各区域不同动物的大致规模进行计
算。”李欣海说，他们将绘制一张全面的动
物分布图。这份雪域“居民”的“户籍档
案”，将为动植物保护、合理放牧与观光旅
游规划提供依据。 （据新华社拉萨电）

“第三极”科考追踪

破译“藏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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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发现蚂蚁界“活化石”
据新华社南宁电 （记者唐荣桂） 广

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与广
西师范大学专家在保护区开展的蚁科多
样性调查中，发现珍稀古老蚂蚁物种雄
王声猛蚁。这在广西尚属首次发现。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局长于忠明介绍，雄王声猛蚁生活在保
护区干湿条件适中的原始林内的灌木丛
下，并在小石块底筑巢安居。调查组本
次共采到该蚁个体30只左右。

据介绍，雄王声猛蚁堪称蚂蚁界的
“活化石”，它的发现为探讨蚂蚁的演化
历史和分布规律提供了新的证据，具有
极高的科学价值。该蚂蚁主要为营地生
活，以跳虫等微小的节肢动物为食，仅
生活于保护完好、人为干扰极少的原始
森林中，是十分理想的环境评估的指示
物种之一。同时，蚂蚁的高度组织性、
社会群体性、发达的信息沟通能力及高
超的筑巢能力，给人类社会行为学、建
筑学及信息科学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
学研究参照。

河北：

“工业疮疤”变风景区

近日，河北省唐山市南湖公园内的荷
花绽放，吸引游客前来观赏。该公园所在
地曾是采煤沉降形成的废弃地。1996 年
起，唐山开始对此地进行综合治理。如
今，昔日的“工业疮疤”已变成一片水域面
积11.5平方公里、绿地面积16平方公里的
风景区。 杨世尧摄（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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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笔下“最美大街”将恢复
本报记者 赵鹏飞文/图

作为北京最古老的大街之

一，阜成门内大街距今已有700

多年历史，是老舍笔下北京最

美的大街。记者近日从西城区

了解到，阜内大街环境整治复

兴计划正式启动，一期工程 （西二环阜成门桥至赵登禹

路）将于今年10月份竣工。整治后的阜内大街将在交通动

线、建筑立面、公共装置、配套设施等方面进行创新设计

和全面优化提升，有望重现闲适的老街氛围。

黄山现云海景观黄山现云海景观

日前，安徽黄山出现云
海景观。只见山谷间的云由
静变动，随风翻腾，漂浮弥
漫，翻过山峰，最后形成一
团 团 、 一 簇 簇 、 一 朵 朵 云
团，紧紧相依相靠，浮现在
半空中，颇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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