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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
指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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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陶涛

台湖演艺小镇是落实北京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
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近日，市发改委披
露了台湖演艺小镇的建设进展及未来规划。记者了
解到，定位于原创精品剧目集中孵化地的台湖演艺小
镇，将逐步打造成北京城市副中心重要的文化地标，
运河文化带上的演艺明珠，京津冀协同发展文化交融
的展示平台，并成为全国特色小镇建设的标杆。

规划引领，建设全时活力小镇
台湖演艺小镇建设各项工作正按照计划顺利推

进，并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小镇国土空间规划已
编制完成，临时会客厅完成方案设计，台湖图书会展
贸易中心、京城重工老旧厂房改造方案设计初步完
成，小镇形象和艺术氛围进一步提升。

根据规划，台湖演艺小镇坚持“特而精、小而美、
活而新”的发展要求，突出“生态+艺术+演艺”核心特
色，将以创意创作、展演交流为核心功能，以艺术推
广、文化旅游为衍生功能，打造全时活力小镇。

在打造以名家创作工作室为主的人才高地、以青
年人才社区为主的孵化基地、原创精品剧目集中孵化
地、舞美“智”造基地、演艺研究权威机构及大数据聚
集地、版权机构及交易中心聚集地的同时，打造剧目
展演交流平台和高精尖舞美、道具演出装备的展示演
示中心，建立演出博览交易平台。

与此同时，小镇还将通过举办特色演艺和文化活
动、丰富休闲度假旅游方式、提供舒适的配套服务来
打造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

特色空间结构的塑造有赖于 3 个组团的科学功
能分区。台湖演艺小镇镇区划分为3个小组团，以演
艺文化功能为核心轴带，串联台湖公园、演艺小镇、环
球主题公园、设计之都，建立绿带穿插、组团化集约紧
凑的空间布局。

据介绍，在中部演艺中心区，将以特色剧场、配套
商业、休闲娱乐、公共艺术为区域特色功能，形成休闲
游憩、艺术教育、企业办公等多元功能融合的演艺文
化功能主导区域。

西部产业创新区，以科技演艺、制作生产、文化艺
术创意研发等产业功能，提升更新在地产业（老旧厂房
改造），形成具有演艺创新及艺术特质的产业功能板块。

东部生活配套区，以镇政府、文化广场、家园中
心、教育医疗配套等发挥管理及服务民生等功能，通
过文化广场、新四支渠公园展现“演艺小镇”邻里生活
的特色。

下一步，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将坚持规划引领，在
深化规划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小镇基础设施建设，优
化完善交通保障体系，打造演艺小镇整体形象、氛围，
精心组织文化活动，逐步凝聚小镇人气。此外，加快
老旧厂房产业转型升级，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台湖图书
会展贸易中心、京城重工和新华联北区厂区等重点项
目改造提升，推动演艺小镇运营发展进入新阶段。

舞美艺术中心艺术公寓投入运营
2018 年 5月启用的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总建筑面积近 6万平方米，是台湖演艺小镇的龙
头项目，是个集设计制作、排练合成演出、服装道具展示、艺术创作、技术交
流研讨和仓储于一体的“大块头”。

启用以来，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借助国家大剧院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
依托国家大剧院所搭建的精品剧目展演、剧目制作、艺术交流等高端平台，
延伸拓展舞美设计、创意研发、舞美制作等功能，助力城市副中心文化建设，
持续在台湖演艺小镇建设中发挥龙头示范带动作用，吸引更多的艺术创作
者、演员、艺术爱好者汇聚台湖。截至 2019年底，中心已接待近万名演职人
员开展排演活动，累计吸引4万余名观众来此观看演出。

让百姓共享演艺小镇发展成果，今年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准备的文化大
餐同样令人期待。“台湖星期音乐会”“台湖精品剧目展演”“台湖演艺艺术
周”“台湖暑期儿童艺术演出季”四大演出品牌，将为副中心观众提供更丰富
的艺术享受。近日与大家见面的“生如夏花 台湖星期音乐会之军旅合唱歌
曲演唱会”以及“相约台湖 艺术有你——北京市属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
演”，均颇受市民喜爱。

眼下，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已完成近1500㎡的舞美创意空间装修改造，为
艺术设计大师、青年艺术设计者提供创意孵化平台。此区域设有舞美模型
制作打印间、灯光音响及多媒体工作室等10个工作室，相关专业设计师已分
批进驻。此外，可容纳 112人住宿、建筑面积 13513㎡的舞美艺术公寓，已具
备住宿接待能力，投入运营。中心年内将完成环境提升改造，将绿色环境融
入小镇整体风貌。

以基础设施为先导完善交通体系
台湖演艺小镇位于京哈高速和京津高速之间，北侧紧邻环球主题公园，

西侧毗邻朝阳区，南侧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接壤，处于北京城市副中心与
亦庄开发区两个组团之间。总的来说，小镇区域由通马路、京哈高速、东六
环及京津高速围合而成，内部干路网呈“三横五纵”结构。

未来，台湖演艺小镇将以基础设施为先导，逐步完善小镇对外交通节点
联络和内部主次干道路网体系。

具体来说，将通过干线公路节点优化完善对外交通联络。对外构建多
向多点路网系统，有效支撑小镇日常功能需求，同时保障演艺客流的快速集
散。目前，通马路及普合桥立交工程、环球影城立交工程、东石村立交工程
等正在实施，将连通小镇与京哈高速、京津高速等交通大动脉，有力加强小
镇与中心城区、北京城市副中心及亦庄新城的便捷联系。

目前566路公交在台湖剧场设有站点，可与7号线万盛东站接驳。备受
关注的规划地铁M102线，也将在小镇设站点。公交路线和公交场站将随着
小镇建设不断优化布局，未来小镇与周边地区的联系将更加便捷高效，市民
出行需求将通过加强交通保障得到更好满足。

与此同时，小镇通过干路、支路、街坊路逐级减压，不断完善内部交通体
系，构建绿色交通为主导的出行环境。目前，政府大街已建成投入使用，通
台路和京通街等内部道路计划于今年开工建设，小镇内部主干交通路网正
在形成。

构建休闲生态景观空间
台湖演艺小镇还将打造休闲生态景观空间，以森林城市建设为目标，营

建大尺度绿色空间和市民休闲健身好去处，区域生态环境品质将不断得到
提升。

据了解，目前，小镇正推进落实北京市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工程，集
中连片打造台湖公园、台湖万亩游憩园等休闲公园。

此外，萧太后河水将被引入小镇内部，与台湖公园水系贯通，串联演艺
功能节点，打造自然亲水、运河文化延展的小镇水环境。同时，小镇还将以
萧太后河码头遗址公园为载体，打造运河文化精华区，展现源远流长的古都
文化和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

(上接 1版)为困难群众及儿童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此外，志
愿者还会定期对这些家庭进行电
话回访，开展线下慰问活动，为防
护 能 力 弱 的 社 救 对 象 发 放 防 疫
物资。

据统计，疫情期间我区志愿服
务孵化基地盛德社会工作事务所

共开展儿童服务 111 场活动，惠及
儿童 1328 人次，针对困难群众开
展线上活动 16 场，惠及困难群众
860 余人次；双创发展服务中心为
马驹桥镇困难群众组织开展各类
线上活动，惠及 754 人次，在民政
局的大力支持下，助推我区社会工
作健康有序发展。

服务困难群众“一户一方案”

记者从区气象台获悉，连日的高温炙烤模式将告一段
落。从今天起，天空云量增多，雷阵雨将频繁造访，市民需
提前做好防雷防雨的准备。受降雨影响，本周后期最高气
温降至30℃左右。虽然气温有所降低，但由于湿度较大，体
感仍较为闷热。

据区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受高空槽影响，预计未来三
天阴雨天气增多，降雨相对明显，气温将小幅下降。今天白
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最小相对湿
度 50%，夜间阴天间多云，最低气温 25℃，最大相对湿度
90%，降雨时间主要出现在午后到傍晚。后天阴转雷阵雨，
北转南风2、3级，白天最高气温30℃，夜间最低气温22℃。

坚守城市副中心一线 他们不惧高温酷暑
本报记者 冯维静 郭丽君 陈冬菊 陈施君

连日来，由于受暖高压脊控制，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好，太阳辐射增温明显。8月3日，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37.5℃，
打破了今年气温极值。

8月4日，气温依然徘徊在36℃左右，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高温的户外，哪怕站着不动，都会出一身汗，面对如此
“炙烤”，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也变得稀疏，有人减少外出时间，有人寻觅阴凉处躲避高温，但有这样一群人，他们顶着高温与烈
日，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保障城市的正常运行和城市副中心建设进度。

上午9点，运河明珠小区垃圾分类指导员孙志光就已感受到“蒸笼”模式的开
启。“手机上显示30多度，但我感觉大太阳底下已经有40多度的样子，实在是太热
了。”孙志光所在小区实施垃圾分类较早，他三年前就来这里当垃圾分类指导员。
由于所负责的垃圾分类驿站没有树荫遮挡，在桶站前站了没多会儿，他就出了一
身汗。不过，对他来说，难熬的并不是持续走高的气温，而是各种湿垃圾混杂在一
起后产生的气味。记者现场看到，不少居民倾倒湿垃圾时都掩鼻捂口，倒完后马
上离开。偶尔遇到一些不肯破袋，直接把垃圾和袋子一股脑儿丢到桶里的情况，
孙志光顶着异味、耐心地把垃圾重新翻出来破袋。

“他们这工作可真不容易。”面对大多数居民的关心，孙志光朴实地说：“这是
我们应该做的，大多数居民都能破袋扔垃圾。现在正是最热的时候，但坚持一段
时间就过去了，这么多年我都已经习惯了。”孙志光说，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会
坚持下去。

虽然是酷热的暑伏天，可通运街道牡丹园社区77岁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孙树菁
每天上班都是要戴好帽子、口罩和胶皮手套，因为这些装备既能防蚊虫叮咬，也能
防晒。

由于大多垃圾分类投放站安置在空地中，周围没有遮挡，在桶站前站了不到
一个小时，孙树菁后背就被汗水泡湿，汗珠顺着两鬓和脑门儿往下淌，而唯一的避
暑工具就是帽子和口罩。破袋、分拣、重新投放、为居民讲解……简单的动作孙树
菁每天不断耐心重复。两个小时下来，帽子边缘已湿透，口罩里浸满汗水必须更
换新的。

孙树菁说，“口罩脸”成了他的一大特点。老伴担心他中暑，每天都给他送茶
水降温，并帮他擦汗。早晚各两个小时的值守，令孙树菁戴胶皮手套的双手泡得
发白起皱，对此他从没怨言。为减少垃圾异味保持环境干净整洁，孙树菁手持装
满消毒液的喷壶对投放站进行消杀作业。

“垃圾分类，利国利民利子孙，何乐不为？累点热点也值得。”在孙树菁看来，
指导垃圾分类并不难，只要“张嘴问一句，伸手帮一把，用心盯一下”。对于居民们
的点赞，他谦虚地说：“受不受表扬不要紧，重要的是要有打赢垃圾分类攻坚战的
决心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办法。当人人都能做到自觉分类、正确分类，我们这些垃
圾分类指导员就可以光荣‘下岗’了。”

不止垃圾分类指导员在努力，针对夏季高温，为防止垃圾产生异味，环卫部门
也加大了垃圾清运力度，物业也增加对垃圾投放点冲刷消杀频次，并为相关工作
人员发放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用品。记者了解到，虽然近两天北京持续高
温，但全区数万名环卫、保洁人员仍坚守岗位，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默默忙碌着。

8月4日下午，路面温度接近50℃。通济路上，身着橘红色工作服
的北京养护集团第一公路工程处养护工人们，在热浪蒸腾的路面进行
道路接缝填充作业。尽管工作服全部湿透，汗水蛰痛双眼，面颊被烤
得生疼，大家还是干劲十足。

“脚踩在刚铺好的路面上，就好像在蒸桑拿。”取出温度计，养护工
人何鑫量了下刚摊铺好的沥青拌合料，数字轻轻松松就跳到175℃，且
持续上升。据了解，道路养护工人一个工作日至少要在温度超百摄氏
度的路面上行走800米。

今年30岁的何鑫从事道路养护作业已有7个年头，对全年几乎无
休且恶劣天气值班备战不回家的工作强度早已习以为常。在常年地
面“烘烤”与太阳“暴晒”的共同作用下，何鑫的皮肤已完全变色，原本
90后的白净帅小伙儿，如今看上去像个中年大叔。

由于夏季的高温天气可以让修复后的路面更快恢复，所以六至八
月份是公路养护任务最繁重的季节。对于像何鑫这样的养护工人来
说，汗水浸透衣服，热浪烤红皮肤，这些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何鑫
沾满灰尘的旅游鞋底诉说着昔日的辛苦。“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双鞋
了，呵呵。”趁着喝水的间隙，他憨厚地笑着说，天气再热，养护工人们
也不能穿短袖，防止晒伤脱皮后出现感染溃疡。他用毛巾拭去满脸的
汗水，但袖口仍不住地滴下汗来，浸湿地面。

道路养护是一个战高温的活，为确保工程进度，预防工人中暑，北
京养护集团第一公路工程处制定了合理的作息时间和防护措施，并及
时配备充足的降温解暑物品，送到每名工人手中。

“干一行爱一行，做养护工虽辛苦，但每天看着自己养护的道路，
心里踏实且有成就感。”与何鑫一起干活的其他养护工人们都表示，副
中心平坦通畅的道路能让司机朋友们感觉舒适，就是对他们工作的最
大认可。

15：30的土桥路口，地面被晒得滚烫，汽车尾气和路面热气交织在
一起，扑面而来。通州交通支队潞河大队三警区警长张德明和其他同
事已经在这里执法一个半小时了。这里是我区南部商业区最繁忙的十
字路口之一，也是城区主要路段之一，八通线土桥站和多条公交车站
在此聚集。车流中的张德明和同事们在路口来回穿梭，疏导交通，查
处和劝导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打手势拦下一辆未戴头盔的摩托车驾
驶员，罚单还未开完，又一辆加装遮阳伞的摩托车也被拦下，耐心解
释处罚缘由，开罚单，提醒注意事项……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
休息。此时，地表温度早已接近 50℃，站在一旁不到 10分钟的摩托车
司机已热得满头大汗，交警们依然一丝不苟地执法，大颗汗珠顺着警帽
边缘向下淌。

“干交警 10多年，热天执法我们早就习惯了。”张德明用手套擦了
擦头上的汗说，“这样的高温天气下，十字路口站 1小时，衣服湿了干、
干了再湿，4小时后换班时，后背全都是汗渍。”他表示，虽然大队也给
交警、协警准备了不少防暑药品，执勤期间他们也会及时喝水解暑，但
中暑依然是常事。

炎热的夏季，交协警们每天户外工作将近8个小时，炙热的柏油路
将脚底烫得生疼，来回走动成了交警们给双脚降温的“法宝”。由于手
臂长时间暴露在骄阳下，张德明和很多一线交警一样每年夏季都会被
晒脱皮，汗水一泡又疼又蛰。

高温天违反交通规则的现象比平时要多几倍，执勤过程中也会遇
到“情绪中暑”者——火气比较大的市民。作为执法者，张德明和同事
们只能耐心沟通，避免冲突。

趁着执勤休息的空隙，脱下警帽，擦一擦鬓角的汗滴，拧开矿泉水
瓶大口补充水分，已经成为张德明和同事们的习惯性动作。“高温天气
加上高强度的工作确实很难受，但作为一名交警，我们必须在身体上克
服困难。”张德明表示，再好的防暑药也抵不过车辆、行人的安全文明出
行，希望广大市民听从交警的指挥和劝解，理解支持这份工作。

“大家好，为了您的安全，请您不要闯红灯，不要越线，耐心等候……”尽管已
经 17时，但火辣辣的太阳依旧执着地炙烤着大地，文明引导员张莉戴着口罩，顶
着高温在家乐福路口引导市民文明出行。

该路口紧邻地铁八通线、家乐福超市、京通罗斯福广场，早晚高峰时车流人流
量非常大。在两个小时的值勤中，张莉几乎一刻都不能休息，要不停地说着话。
更辛苦的是，受疫情影响，现在值勤中还需要戴口罩，每次下班，张莉的口罩都会
湿透。

夏战高温，冬抗严寒，对于和张莉一样的公共文明引导员来说，都习以
为常了。“我们只要一上岗，就很忘我，不会因为天气炎热就少劝导一句或多
歇一会。”张莉说，无论什么恶劣天气，她们都会保持服务热情、标准、质量

“三不减”。
高温下值勤，也让张莉的肤色黑了不少，摘下口罩时，可以明显看到脸上的

“色差”。 虽然工作辛苦，但张莉坦言，看到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闯红灯等不按
交通规则过马路的行为越来越少，她心里洋溢着满满的成就感。

8月4日上午10时，宋庄蓄滞洪区二期工程施工现场，在烈日暴晒的作业面
上，十余名工人正在往隔断里一层层填充滤料，从下往上分别是火山岩、碎石、再
生陶粒、沸石等材料，层层累计起来有 1.2至 1.5米厚，滤料层之上则是湿地植物
的种植层。

高温下作业，酷暑难耐，工人身穿长袖长裤工作服，手上套着夹棉塑胶手
套，顶着大日头在工作，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我们都是避
开最毒的日头，起早带晚工作。但现在这个天气，就算才上午十点，也热得不
行，热也得穿长袖，要不然会晒伤皮肤。”方文华来自河北，是一名钢筋工人。
和其他工友们一样，每天都穿梭在钢筋混凝土之间，上无片瓦遮挡。如不戴帽
子、不穿长袖，一天下来皮肤就会给他“颜色”看，“每天都要喝上好几瓶水，要
不然容易脱水中暑。”说话间，豆大的汗珠不停往下滴，手中的一瓶水转眼就
喝光了。

不仅工人如此，市水务局建管中心的李师傅也饱尝酷暑之苦。宋庄蓄滞洪
区二期工程是市级重要防洪体系通州堰的重点组成部分，为了监督工程的安全、
质量和进度，李师傅放弃办公楼凉爽的工作环境，坚持“驻扎”在工地里，“在这里
才能最快收到工地的各项消息，便于随时到工地巡查。同时也最能体会工人们
的感受，知道他们最需要什么，我们才好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李师傅说。

在工地一角，记者看到有一间简易的休息室，里面有直饮水机、洗手台，还有
供工人休息的坐椅。建筑方也为工人准备了毛巾、矿泉水和藿香正气药水等解
暑物品，工人们都说，虽然夏天在工地干活很辛苦，但这些防暑设施的配备令他
们感觉很温暖。

顶异味高温值守分类
利国利民苦累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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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交警 来回走动给双脚降温
耐心劝导交通违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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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员

高温下“三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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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养护工人

摊铺沥青超百摄氏度
烫坏工人鞋子数不清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重点工程
建筑工人

穿长衣戴棉手套作业
只为通州堰早日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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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起雷阵雨频繁造访
湿度较大体感仍闷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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