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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说三山美，湖

鲜美馔香溢家。”都说上有
天堂，下有苏杭。水城苏
州可谓名满天下，但初来
苏州的游人却未必知道，
还有一个被访客称为“太
湖蓬莱，醉美三山”的去
处，这就是三山岛了。

三山岛坐落在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在
浩瀚的太湖中心，是一个
四面环水的小岛。小岛上
有三座山，名曰北山、行
山和小姑山，小岛因此得
名“三山岛”，有“小蓬
莱”之美誉。岛上过去以
花 果 种 植 的 农 业 经 济 为
主，今天的三山岛，是国
家 5A 级景区、著名的国家
湿地公园，三山村的村民也因旅游业致富，一座
座别具江南水乡风格的三层小楼开起一家家农家
乐，民风朴实，菜肴鲜美，与岛上的秀丽风光一
起，吸引众多游人。

有人赞叹：这里是最美的太湖，这里是美得
让人沉醉的三山。

春季鲜花盛开，夏季绿林锦簇，秋季湖蟹肥
美，冬季阳光暖煦：三山的魅力四季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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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长安街东延长线与大运
河交汇处，规划面积 155 平方公
里的这块土地，是地处通州区的
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座曾经的远
郊区县、卫星城、新城，正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用当地人的
话来说——“变得不认识了”。
从通州约 906 平方公里的地图上
看，这个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
副中心宛如一颗新星升起，熠熠
生辉。

补齐公共服务短板

11月16日，北京市通州区后
北营村的村民们穿着厚厚的棉
服，陆续领到了新家的钥匙。天
气虽冷，站在小区门口的村民却
兴奋地与久别重逢的老邻居话着
家常。三年前，他们为北京城市
副中心建设搬离了生活多年的村
庄；如今，副中心首批回迁安置
房建成，他们搬进新楼，告别老
煤炉、旧平房，生活也掀开了新
的一页。

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
总体规划，北京市“四套班子”
要搬至通州区潞城镇，并带动相
关部门搬移。过去，这一带是农
村、平房与泥地，因此，棚户区
改造成为摆在潞城镇面前的首要
工 作 。 17 个 村 、 9300 户 居 民 、
2.5万人……两期棚改项目分别于
2015年6月、2016年7月启动。

“说实话，故土难离，很多
村民在搬走后都会回到以前村子
在的那片地看看。尽管如此，老
百姓们都非常支持北京城市副中
心建设。”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
镇长吴孔安对本报记者说。

新建成的后北营家园小区，
北望运潮减河，南临地铁 6 号线
潞城站，区位条件十分便利。这
里配套设施齐全，设有幼儿园、
养老院，充分满足百姓需求。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是通州
建设城市副中心的重点之一。

“我小时候去国贸、王府井
逛街，都会说是‘上北京’，感
觉像是去外地。到2011年底，整
个通州区只有一家电影院。”生
于1989年，自小生活在通州的李
瑱对本报记者说。

这并非是当地人的自嘲。早
在2006年，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
总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弘就
指出，除了提供住房，通州没有

与北京城区相媲美的公共服务：
没有三甲医院，重点中小学太
少，找不到像样的剧院甚至电影
院，更别说诱人的工作机会。

此次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弥补通州在公共服务上的短板被
重点提上议程。

155 平方公里的城市副中心
土地上，“种”下了多所学校和
医院。未来，这座城市副中心将
迎来更多公共服务资源，更加方
便、宜居。

让“睡城”活起来

通州曾被调侃是一座“睡
城”，每天早晚高峰上下班的人
流方向印证了这一点。职住不平
衡，制约着通州的发展与活力。

“2012年以前还没有地铁6号
线，我每天到海淀区实习，要先
骑 3 公里自行车，坐八通线到四
惠站转 1 号线，最后再转 10 号
线，单程得花一个半小时。我当
时想，要是能在通州上班就好
了。”李瑱说道。如今，他在通
州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利用专
业所学投身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建设中。

从地铁 6 号线通州北关站走
出，4 栋极具现代感的高层建筑
错落有致，引人注目。自楼顶向
下俯瞰，大运河悠悠流过，燃灯
佛舍利塔遥遥相望。

这片位于五河交汇处的运河
商务区，毗邻通燕高速、六环
路，在规划中，它将疏解北京中
心城区的商务功能。如今，北京
银行城市副中心分行已正式在此
揭牌开业，上海银行、渤海银行
等金融机构也已签署入驻协议。
金融、互联网等“高精尖”企业
入驻，不仅带动了通州区的产业
升级，也吸引了投资和人才。让
更多的人来通州就业，是实现通
州职住平衡的第一步。

距运河商务区9公里、地铁6
号线东夏园站附近，副中心行政
办公区的大楼已经落成。放眼望
去，朴素的灰色外墙、坡屋顶，
仿四合院式的楼群合围成一个

“品”字形，透出沉稳庄重的中
国风。在这里，北京市“四套班
子”将陆续进驻，长远将带动约
40万人来到通州。

为了承接陆续增加的人口，
城市副中心的交通网络也未雨绸
缪。百年老站通州火车站开通了
副中心动车组列车，从北京站到
通州站只需 25 分钟；在 6 号线、
八通线、7号线东延的基础上，新
的副中心地铁线路正在规划；全
长约 13.5 公里的东六环通州段，
已经着手扩宽改造，局部段落将

改为地下隧道，以减轻过境交通
的干扰……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络，如发达的毛细血管，为北京
城市副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告别“城市病”

参差错落的乔灌木组团，平
坦的草地，蜿蜒的步道，虽已步
入冬季，这里仍然焕发出生机。
11月初，位于大运河西岸的“城
市绿心”已经完成先行启动区
300 亩的绿化建设。不曾想，半
年前，这儿还是荒芜一片。

按照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
将构建起“一带、一心、多廊、
多 园 ” 的 绿 色 空 间 格 局 ，“ 一
心”便是“城市绿心”。记者从
北京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集团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 北 投 集
团”） 了解到，“城市绿心”从
今年五六月开始征集方案，11月
正式种树，一上来就是“冲刺”
状态。它并不只是单纯的城市公
园，庞大的绿心之内，将配建剧
院、图书馆、博物馆等丰富的公
共文化设施，使其成为市民活动
中心和城市地标。

如今的“城市绿心”所在
地，是当年辉煌的东方化工厂。
将工业废弃地变为绿地森林，通
州为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努力

“留白增绿”。
绿地多了，水也蓝了，一条

蓝绿交织的生态文明带初现雏
形。驱车行驶在通惠河畔，在通
州生活了30年的市民彭华敏不禁
感慨：“通惠河真的变清了，现
在 有 许 多 人 去 河 里 钓 鱼 。” 过
去，通惠河边垃圾成堆，散发恶
臭，河道护坡十分残破。如今，
漫步河边，再也没有人掩鼻而
走。近些年，通州区加大治水力
度，使水清岸绿成为现实。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绿树碧

水 ，副 中 心 的 规 划 师 和 建 设 者
们也在“看不到的地方”发力。

在运河商务区，与拔地而起
的高楼相对应的，是一个“地下
王国”。据北投集团介绍，位于
运河商务区地下的北环环隧，是
北京首个集道路交通与市政功能
于一体的地下三层环廊。四通八
达的交通环隧，使运河商务区一
带的汽车可以在地下行驶，地面
的道路将留给市民和非机动车
辆，形成 0.5 平方公里的“无车
区”。地下智能停车系统无需人
工寻找车库，大大缩短了停车时
间，现已投入使用。

水、电、热力等城市管道和
线路，在环隧中都有了自己的空
间——综合管廊层，检修人员、
车辆能直接在管廊里检测和维
修。这意味着，在运河商务区，
再也不会出现反复开挖的“马路
拉链”顽疾，更不会有密集的架
空线将蓝天切割得支离破碎。设
于地下的气力垃圾管道也是国内
首条真空垃圾回收舱，对周边楼
宇每天产生的垃圾实现自动化回
收。从垃圾收集、运输到处理完
全封闭，运河商务区将“告别”
垃圾箱。

这场现代化的“地道战”，
为城市副中心预防“城市病”，
打下了健康的基础。

擦亮历史名片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
通州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
设，2016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
通州区潞城镇开展了大规模的考
古工作。经过逾半年的勘探，1146
座墓葬和一座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呈现于世。这一发现，将通州城的
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

记者从通州区文化委了解

到，有“一支塔影认通州”之美
称的燃灯塔已在 2017 年完成大
修，“三庙一塔”古建筑群也重
新 在 同 年 对 外 开 放 。“ 三 庙 一
塔”周边分布着西海子公园、宝
通银号、静安寺等文物古迹。作
为漕运重镇的张家湾古城，已于
2018年启动古镇规划编制，并开
展古城墙、通运桥、晾鹰台的修
缮保护。此前被发掘的路县故城
遗址将原址整体保护，并建设考
古遗址公园，恢复路县故城的护
城河等原貌。

除了对传统文物的发掘与保
护，通州在副中心的现代化建设
中也注重文化传承。为了让通州
的地名留住历史文脉，运河商务
区地名规划方案听取了当地百姓
的意见，还开展了方案征集、专
家论证、地名查重等一系列工
作。45 条规划道路有了新名字，
其中不少都与通州的历史有关。
比如因明清时期存放官盐而得名
的“盐滩路”，因存放修建故宫
的木材而得名的“北皇木厂北
街”……

如今，彭华敏在通州宋庄艺
术工厂区经营着自己的工作室，
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展
开，他也密切关注着宋庄的发展。

作为规划中重点提到的对
象，宋庄正着力打造中国宋庄艺
术小镇，建设中国最大的国家级
艺术品交易中心。汇集艺术人才
的宋庄，将进一步突出特色，全
面提升艺术区建设管理水平。

傍晚，大运河畔，燃灯佛舍
利塔在夕阳的映照下闪烁光辉。
这座千年古塔见证了通州的千年
沧桑，也将继续见证通州建设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美好未来。

题图：大运河通州森林公园
来自网络

下图：北京通州区夜景
张 岩摄

这里是这里是““新新北京北京””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欣禹何欣禹

这 里 没 有 名 人 题 词 ，
没有庙宇，有的是大自然
对人类的馈赠，是层峦叠
嶂的山峰、由上而下飞落
的瀑布、曲折险峻的栈道
和潺潺的溪流。这里就是
位于济南南部山区的九如
山瀑布群景区。

九如山带给我的，是
心灵的震撼与沉醉。这里
群峰峭立，绵延起伏。配
上蜿蜒的栈道、精致的亭
阁、乖巧的泉流，是一幅
不嵌边框的石涛山水画。
远处的山头，烟气缭绕，
似 群 龙 吞 云 吐 雾 。 山 腰
上 ， 一 条 条 飞 瀑 激 湍 翻
腾，水汽蒙蒙；山脚下，
溪水清洌，潭水翠绿，波澜不惊。

九如山景区方圆36平方公里，栈道长达10公
里，古朴的颜色与景区融为一体，韵味十足。有
的似天梯，沿绝壁山崖攀延而上；有的如彩虹，
横跨山涧飞瀑；有的像飞舞的玉带，在藤林中穿
梭缠绕……

九如山拥有八潭、九瀑、二十四泉。栈道所
到之处几乎都能看到水，石间不时会有泉水流
出，哗啦哗啦，清脆悦耳，众多的潭、瀑、泉带
给九如山无限的灵动与生气。条条溪水顺着山
势，沿着峡谷潺潺而下。有的从悬崖急急落下，
形成飞瀑；有的停在平坦处，聚成潭水。瀑布穿
过峡谷，在山峦层叠处飞流而下，悬挂数十米开
外，微风送出潺潺清音；真所谓溪流成瀑，瀑落
成潭，潭潭相通。飞瀑溅起的水滴云雾般弥漫开
来，落在那刚刚飘下的树叶上。那三五片叶子，
透着水、透着亮，透着灵气，更加美丽动人。

由于群山环绕，潭水绿得醇厚，就像是一块
块打磨过的碧玉，熠熠生彩。这不就是徐志摩

“那榆阴下的一潭”吗？分明“不是清泉，是天上
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你看，
那潭水清澈，山和周围树木的倒影清晰可见，最
喜人的是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
摇”，翠绿翠绿的，随着波纹轻轻摇摆，舞姿曼妙
婀娜却不张扬。

九如山，让人感动的还有人性化的管理。每
到一处景点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导游站在一角，给
你索引，供你咨询，如此贴心。

在景区，当你走累了，口渴了，或是碰巧下
雨了，就会发现不远处有个亭廊，有木制的桌子
和凳子，有免费的热茶水、白开水提供，还有休
息处、洗手间，让游人心生温暖。

九如山四季景不同，景景有特色。走进九如
山，采一束野花，摘一片树叶，用甘冽的山泉洗
一把脸，在高悬的瀑布下嬉戏，心中的诗情便如
潭中的涟漪，一圈一圈，轻轻荡漾。在这里，能
感受到内心沉静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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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几万亩菊花正如期绽放，它们
是故乡的标志，它们卓尔不群，迎风怒放，
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故乡的菊花千姿百态。位于黄海之滨
的故乡江苏省射阳县洋马镇，土地肥沃，
气候温润，有半个世纪菊花栽培的历史，
每到秋天，各色小菊和菊科花卉争奇斗
艳，花团锦簇，最普遍的当属杭白菊。杭
白菊小而圆，花瓣层层叠叠，它们相依相
偎，随风摇摆，素静清雅地开在故乡的漫
漫沃野里，故乡的上空便连绵起淡雅的香
气，还夹杂着微苦好闻的中药味儿。盛开
的菊花娇俏可人，淡绿的花骨朵也轻轻摇
晃着，中间的花蕊是浅浅的黄，饱满的秋
阳下，它们在期盼生命的盛放。

因为菊花，故乡一扫寂寥和落寞，只
将浓浓的香散发在每一个角落。

故乡的菊花芬芳隽秀。漫步在家乡的
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菊花繁华似雪，释放
出特有的浪漫和温情气息。翩翩起舞的菊
花像亭亭玉立的仙女，又透着安宁和静谧。

闲暇时分，人们喜喝菊花茶。将几朵
蜷缩的干菊花放进玻璃杯中，冲入沸水，
只一会儿工夫，原先干瘪的菊花便慢慢浮
起，一片片打卷的白色花瓣在水中慢慢舒
展，浮动，如绸缎一般，杭白菊在水中绽
放了！菊花长在田野里，重生在水中，更
种在故乡人的心底，生根发芽，不急不
躁，芬芳隽秀，散发着岁月淡淡的清香。

故乡的菊花迎风傲霜。不羡慕春花的
荣光、夏荷的高雅、冬梅的冷艳，故乡的
菊花，不放过追寻阳光和完美的机会，静
静地为自己开放，为深秋开放，为故乡开
放，闪烁着生命的光辉。

那一年，我抱怨命运的不公，迷惘于
青春韶华，深秋，我怀着低落的心情回到
了故乡，父亲接我回家。一路上无边无际
的菊花肆无忌惮地扑入我的眼帘，它们芬
芳靓丽，随风摇摆，尽情释放生命的活
力。那一刻，我想起了元稹的 《菊花》：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不
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我的

心情竟然有点儿轻松了，是啊，心无旁
骛，不必左顾右盼，活出自己才是真正的
人生。故乡人喜爱菊花，不正是喜爱它们
不畏寒风的气节，喜爱它们的迎霜怒放和
坚强不屈吗？

每年11月，故乡都会举行一年一度的
菊花节，菊花节已然成为故乡一张馨香的

名片，乡邻齐聚，游人如潮，客商云集。
故乡的菊花可赏、可吟、可尝、可做茶、
可入药，令人钟爱有加。

正值菊花盛开时节，人们置身田间地
头争相采摘，双手飞快地从菊花上拂过，
转身将菊花放进篮子里，菊花瓣上还沾着
清亮的露水，晶莹剔透，芬芳满枝。他们
脸上洋溢着的真诚欢笑令人动容，这是丰
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在这如诗如画的时节，捧一杯故乡的
菊花茶，置身花如浪、香如海的世界，多
么美妙醉人。相看两不厌，只有故乡菊。

下图：洋马镇盛开的菊花 来自网络

相看两不厌 唯有故乡菊
陈筱静

三山岛很小，你可以随意选一个假日午后上
岛，租上一辆单车，和朋友一起环岛骑行，一两
个小时可以绕岛一周；三山岛也很大，你可以随
意选一家农家乐住下，每天清晨，伴着鸡鸣，徒
步走遍岛上每一处人迹罕至的山野小路，足足走
三五日你也未必能够走得完……

其实，很多来过这里的徒步游者都颇有感
触，打开地图，映入眼帘的“古溶洞”“三山文化
遗址”“大佛字”“观景台”……还有娘娘庙与西
施的传说，三山最大的魅力正在于这每一次不同
方向和目的地的徒步旅行，山林中的各种偶遇和
惊喜往往可以刺激着你不断探索，勇敢前行。

这就是令人称奇的三山岛，一个值得你一游
的好去处。

行天下

三山岛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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