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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十二载，成功就在今朝！这是
一条纵贯北京老城南北的 7.8 公里长的

“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称其为“北
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
而产生”。

7月27日，这条世界上最长的城市
轴线——“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了

《世界遗产名录》。“北京中轴线”由古
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
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
筑以及居中道路遗存等五大类遗存组
成。

“钟楼和鼓楼，作为‘北京中轴线’的
北端点，不仅是这座城市历史与文化的
象征，也是中轴线最初形成的地方。”北
京市钟鼓楼文物保管所所长李荫心介
绍，“2021年至2023年间，我们见证了它
们的‘重生’”。鼓楼对外立面、二层顶部
内墙面以及墙上柱子进行了粉刷，钟楼
对外立面、台阶和防水进行了处理。

悠悠三载时光，钟鼓楼经历了两场
声势浩大的修缮工程。李荫心说，当时
人们满怀期许，愿这两座标志性建筑，
能历经岁月的洗礼与沉淀，继续诉说历

史故事，焕发属于它们的独特魅力。
如果说钟鼓楼是“北京中轴线”北

部终点的标志，那么万宁桥则是连接城
市南北的“桥梁”。万宁桥始建于元
代，横跨在什刹海前海东岸的玉河上，
西邻什刹海前海。随着岁月的流转，万
宁桥不仅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发展变迁，
也成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2020年，万宁桥修缮工程启动。为
探查桥梁的基本情况，北京市城市道路
养护管理中心组建专门团队，采用三维
激光扫描技术，对全桥的每一个细节进
行精准记录，对桥面斜铺石进行逐块编
号登记，为修缮方案编制、日常养护管
理做好基础工作。同时，对桥梁的荷载
能力、受交通震动的影响，均开展了相
应试验；团队和文物专家反复研究方
案，坚持最小干预原则，确定了最优方
案、最严谨措施、最好技术。根据试验
结果，明确了30公里/小时的车辆通行
限速要求，并移出了部分公交线路；为
进一步保护这座古老的文物，从2024年4
月起，除了7座(含)以下载客汽车和公交
车以外，万宁桥上禁止其他机动车通行。

一直在进行的万宁桥周边环境综合
整治工作清除了遮挡桥体的绿植，拆除
了河堤上镇水兽周围的架子以及自来水
管道和通信光缆管道，露出地面的配电
箱等市政设施埋入地下、补齐河堤……
现在的万宁桥面貌清晰，桥梁两侧荷花
盛开，荷叶娉婷，古老的镇水兽如同酣
睡。游人不时漫步桥上，驻足停留，扶
栏观景。

顺着万宁桥向南走，景山公园用精
巧设计，展现了古典园林的艺术魅力。

“2019 年，对景山公园来说，是个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年份。”景山公园基建科
科长都艳辉颇为感慨。

彼时，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景山公
园恢复了观德殿建筑群，按历史原状修复
了二宫门，园内围墙、卡子墙，都一一得到
了修整……景山，作为“北京中轴线”上唯
一一座山体及制高点，正以它独有的方
式，诉说着历史与现代的和谐共生。

离开景山公园，向南走到故宫，可
以看到故宫东南角坐落着一座气势恢宏
的寺庙，这就是太庙。

“左祖右社”是“北京中轴线”上

非常重要的两组建筑群，其中“左祖”
指的是太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劳动人
民文化宫；“右社”指的是社稷坛，也
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

历史上的太庙，是“北京中轴线”
上仪式级最高的祭祀活动场所。北京市
劳动人民文化宫副主任简耀先回忆，
2018年后的系列举措，不仅为文物修缮
与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标志着太庙
这片历史宝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如
2019年5月，北京出台居民住房腾退后
太庙保护利用方案，对腾退区域的保护
利用、园林保护及环境整治进行整体设
计，完成了享殿东西配殿、寝殿东西配
殿修缮，有序推进戟门、祧庙、牺牲所
等古建筑及汉白玉构件修缮工程。

社稷坛位于故宫西侧，与太庙相
对，两者的“遥遥对视”，体现了中国
古代都城规划中的东西对称美学，共同
构成了皇城的文化和宗教中心。自2018
年起，社稷坛的蜕变之旅悄然启程。北
京市中山公园管理处遗产办公室主任盖
建中说，中山公园对部分地区进行了草
坪的补植、景观的恢复和古树的保护等

修复工作。
同样位于故宫南端的，还有一座历

史悠久、气势恢宏的城门——正阳门。
正阳门由南北纵置的城楼与箭楼两座高
大建筑构成，城楼居北，箭楼居南。

“正阳门是北京内城的正南门，因
此正阳门的规制也是在内城九门之中规
制最高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
馆员张利芳说。作为明清北京内城正南
门，正阳门是北京内、外城城门中规模
最大、形制等级最高的城门建筑，是登
高眺望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和“北京中
轴线”南段的重要景观视点。

天坛作为古代皇家祭坛，坛内的每
一棵古树宛如时间的守护者，镌刻着岁
月流转带来的印记。坐落在“北京中轴
线”南端西侧，与天坛遥相呼应的先农
坛，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先农神和举行
亲耕典礼的地方，也是如今北京古代建
筑博物馆所在地。2019年至今，先农坛
持续开展保护性修缮。随着保护修缮工
作的推进，先农坛那沉睡已久的历史风
貌重新焕发光彩。

“未来三到五年里，完整的先农坛

古建筑群将会向公众开放。这里将会是
一个园林式的博物馆，既有文化展示的
空间，也有公众休闲的园林空间。尘封
于历史的明清建筑，将重新融入现代人
的文化生活。”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
长薛俭说。历经百年沧桑，先农坛经历
了由皇家坛庙到大众公园的重要转变，
如今更是被打造成为中轴线上展示中华
民族农耕文明的重要窗口。

明清时期，永定门是皇帝赴南苑围
猎、南方巡行等国事活动的必经之路。
因此，永定门除了防御功能之外，也具
有重要的礼仪功能。这也让它成为外城
7座城门楼建筑中最高的一座，雄踞于

“北京中轴线”的南端，成为眺望“北
京中轴线”南段的重要景观视点。

始于钟鼓楼，终于永定门。“北京
中轴线”，一条穿越700多年时光长河，
宛若一根坚韧的纽带，将远古的智慧与
当代的活力紧紧相连，在北京城区交织
成一幅画卷。它是静的，见证了朝代更
替、历史兴衰；它是动的，“目睹”了
这座城市的繁荣和当代中国的崛起。

（作者：刘昊 马境远）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它缘何惊艳世界?

本报讯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今
年1-6月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情况。湖北公路水路交通固定资产投
资首次半年超过千亿元大关，达1022.78
亿元，同比增长 12.1%，增速居全国第
四、中部第一。

从投资结构看，高速公路投资仍是
主力军。1月至6月，湖北高速公路完成

投资 530.99 亿元，同比增长 25.9%。34
个续建高速公路项目中，已建成汉孝应
高速1个项目，续建、确保开工、力争
开工及谋划项目72个。

从投资方向看，交通强国建设试
点、重大民生类等领域是主战场。武鄂
黄黄快速道路系统品质工程如期贯通，
世界最大跨度四主缆体系悬索桥——燕

矶长江大桥主塔封顶，宜来高速公路鹤
峰东段进入路面铺装阶段，汉江兴隆至
蔡甸段2000吨级航道整治工程开工。

从区域看，武汉市完成投资 133.29
亿元，同比增长 12.3%，总量该省第
一。天门市完成投资39.7亿元，同比增
长58%，增速全省第一。

为加快交通投资，湖北省交通运输

厅创新性地采取“提前介入、平行推进、交
叉作业、容缺办理”原则，突破土地组卷报
批、部委审查审批等关键环节。福银高速
公路孝感至随州段改扩建工程、二广高速
公路襄阳隆中互通至荆州草安枢纽段改
扩建工程、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
至梁子湖段工程等项目，已获国家批复。

（戴辉 潘庆芳 张学阳）

湖北公路水路交通投资半年超千亿元

为庆祝
中国人民解
放 军 建 军
97 周年，7
月 28 日 ，
中交二航局
湖南常德艳
洲枢纽项目
党支部、青
山枢纽项目
党支部联合
石门县青年
志愿者协会
以及壶瓶山镇杨家坪村居民委员会，在壶瓶山镇杨家坪村活动中心及周边地
区，开展了一场“致敬最可爱的人，共筑童心梦——八一建军节特别行动”主
题活动。活动吸引了22名退伍老兵，51名儿童参加。

通讯员 黄鑫 熊杰 摄影报道

为进一步
做好职工服务
工作、帮助职
工解决孩子暑
期托管难题，
7月29日，由
中铁建电气化
局集团南方公
司工会举办的

“ 不 负 所 托 ，
快乐一夏”暑
期 托 管 班 开
班。

该暑期托
管班以“特色
课程+作业辅导”的方式开展，由4名大学生志愿者担任托管班辅导老师，辅
导小朋友完成假期作业；并提供思维训练、趣味英语等课外辅导，帮助小朋友
收获更多知识，度过一个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通讯员 谢鹏 摄影报道

烈日下，上海建工上海东站项目的建设者在项目工地现场挥汗如
雨，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苏元豪）

本报讯 7 月29 日，从青海省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

《青海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于8月1日起施行。

据了解，随着水法的修改和长江保
护法、黄河保护法、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法的相继出台，2008年施行的《青海省
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条例》部分内容与
上位法不尽一致，已明显不适用。同
时，青海省水利工程管理在体制机制、
运行维护保障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亟需补
齐加强。因此，采取废旧立新方式开展
水利工程管理立法非常及时、十分必要。

水利工程运行安全事关防洪安全、
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经
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目前，青海省共
建水库(含水电站水库)207座、灌区1161

处、堤防456段、水闸25座、中型以上
淤地坝 305 座，基本形成了蓄、引、
提、调结合的水利工程体系，该省水库
综合调度和信息化管理体系初步成型，
常态化落实水库维修养护经费渠道，“区
域集中管护”“以大代小”等先进管护模
式普遍推广，水利工程现代化管护水平
有效提升，为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提供了基础保障。

“青海省水利工程点多、面广、线
长，《条例》的实施，将实现水利工程项
目前期、建设管理、安全运行、降等报废
全过程、全周期管理，有序推动全省水利
工程‘法制化、标准化、信息化、规范化’建
设，制度体系将更加健全、运行管理将更
加规范、行业监管将更加到位，在法治轨
道上保障青海省水利工程安全运行、功

能和效益充分发挥。”青海省水利厅党组
成员、副厅长张志鹏表示。

《条例》实现水利工程范围全覆盖。
青海省水利工程量大面广、功能多样、
类型丰富。为了明确具体适用范围，《条
例》 从“功能+类型”的角度，采取主
要类型列举形式，将水电站(包括大中型
水电站)纳入水利工程范畴。

《条例》理顺水利工程管理体制。青
海省水利工程涉及投资主体、运营主体、
管理主体、监管部门较多，针对部分水利
工程的监管部门和运行维护管理单位不
明确、职责界定不清晰的问题，《条例》对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机制进行了明确规定。

《条例》将强化水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作为重要内容。其中，水利工程的建
设、运行、管理和保护应当综合考虑各

类水利工程功能，统筹水资源高效利
用、水生态系统修复、水环境综合治
理、水灾害科学防治，充分发挥水利工
程综合效益；建设水利工程应当符合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流域综合规划、防洪
规划等相关规划，遵守基本建设程序，
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等。

此外，《条例》强化水利工程全周期管
理，明确了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应当依法实
行项目“四制”管理，即法人责任制、招标
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工程
建成后，应当按照验收规程进行验收并交
付使用；明确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有关标
准，更好地指导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
工作；明确了水利工程运行维护机制、
信息化建设、经费保障以及管理范围内
禁止性行为等规定。 (本报综合报道)

《青海省水利工程管理条例》出台

本报讯 7 月28 日，从重庆市住建
委了解到，今年以来，重庆以科技创新
为引领，持续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1
至6月实现建筑业产值4750亿元，同比
增长 5.8%，增速高于全国 1 个百分点，
行业“增智”产业“添绿”态势明显。

重庆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重庆加快转变建造方式和发展路
径，以数字住建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
积极引入建筑机器人施工，大力推广应
用装配式建筑。截至目前，该市已推动
22个试点项目选用建筑机器人与智能施
工装备，新实施装配式建筑 500 万平方
米，实施比例超过 35%。今年 4 月，重
庆有5项智能建造经验做法获住建部推
广，本月初还成功入选全国“车路云”
应用试点城市名单。

为全面汇聚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新态
势，重庆还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建筑，为
产业“添绿”。目前，重庆组织实施高星

级绿色建筑、近零能耗建筑等绿色低碳
建筑345.6万平方米，新增既有公共建筑
绿色化改造55.8万平方米、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 100 万平方米，城镇新建民用
建筑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该市绿色
建材应用比例达60%。

在行业“增智”、产业“添绿”的基
础上，重庆还在建筑企业“提质”方面
深下功夫。重庆市住建委建立“一企一
专班”的部批资质升级帮扶机制，提供
全流程“保姆式”的资质晋升帮扶，积
极推动建筑央企入渝工作。截至今年上
半年，已推动37家新落户建筑类央企陆
续达产，目前入渝建筑央企总量达 61
家。前不久，重庆川九建设公司成为西
南地区首家、全国第10家矿山特级资质
企业。自2022年启动试点以来，重庆市
已新培育建筑企业自有工人队伍试点企
业25家。

（廖雪梅）

上半年重庆建筑业实现产值4750亿元

酷暑盛夏、
烈日炎炎。在中
交广州建设公司
广 东 深 圳 地 铁
20 号 线 七 工 区
项目施工现场，
工人用铁锹将沥
青整平，砌路沿
石 ， 搬 运 钢 筋
……施工如火如
荼。图为泥瓦工
刮抹水泥。
通讯员 赵忠腾

摄影报道

7 月 26 日，
浦东机场四期扩
建飞行区主体工
程开工仪式在西
南远客机坪施工
现场举行。上海
机场集团党委书
记 、 董 事 长 秦
云，上海宝冶党
委副书记、总经
理张文等出席仪
式。

该项目位于
上海浦东机场西南侧。其中，由上海宝冶承建的西南远客机坪及附属设施工程
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两排机位以及附属滑行道，新建道面面积17.92万平方米，
新建围界3125米，新建防吹篱147米以及2座蓄水池、排水沟等工程。项目建
成后将加快长三角区域互通互联，满足基地航司中长期发展和枢纽运营需求，
年旅客吞吐量可满足1.3亿人次。 通讯员 陈志豪 摄影报道

7月30日，由中铁五局承建的
西延高铁太康隧道贯通。太康隧道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全长约
13.6公里，是西延高铁全线重难点
工程、控制性工程之一。

西延高铁是陕北革命老区首条
高铁，线路全长约299公里。建成
投入运营后，西安至延安的运行时
间将从目前的两个半小时缩短至一
个小时左右。

张博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