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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为营造整洁靓丽的节日环境，区城市
管理委要求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各种环卫设备加强对城区主要
道路、人行道和重点区域的洒水降尘，增加清扫频次，及时清运
垃圾，进一步提升洁净水平。同时要求公园景区、乡村旅游业
态单位加大环境整治力度，相关属地和单位要增加重点路段、
区域的保洁力度，重点关注公厕卫生、消杀情况，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立即整改并加强督查，落实专人负责，随脏随清理。区
城市管理委将持续开展环境检查整治，全力做好假日期间市容
保障工作。

本期选取了 5处上期挂账督办的环境问题，刊登整治前后
对比照片，并对新发现的6处环境问题进行挂账督办。

市容环境大扫除 靓丽颜值迎双节

漷县镇纪各庄村北觅西路与石
小路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林地暴露
垃圾

马驹桥镇漷柏路通房路交叉口
南200米路西100米建筑垃圾

宋庄镇双疃路生活垃圾

于家务乡于家务村东于小路东
200米高速北侧暴露垃圾

张家湾镇西定福庄村环湖小镇
大鸭梨西侧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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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兆玉

中秋夜，明月照；国庆节，锣鼓敲。
今年，中秋与国庆“双节”同庆，双倍祝
福。9月 28日晚，“苑蕴家风 共叙团圆”
通州区 2020 年“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传
统节日文化活动在万达广场开启，百姓乐
享视听与味蕾的双重盛宴，感受浓浓的佳
节氛围。

此次活动通过游中秋、诵中秋、舞
中秋、绘中秋、秀中秋等文化活动，为
群众搭建想参与、能参与、爱参与的
平台，在互动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品
味传统文化底蕴，追寻中华民族的文
化记忆，激发爱国情怀，营造国庆与中
秋“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在“寄
中秋”“忆中秋”“颂中秋”三个篇章中，
11个原创节目轮番登场。

“今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同日，传统
节日氛围浓厚。此次活动除了融入新鲜
文化元素，提升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
搭建参与平台，将传统文化送进百姓生
活之中，也是对战疫征程的回顾，向最
美逆行人致敬。”北苑街道党工委副书
记李佳佳说道。

现场探访<<
古典与时尚“相汇”
两个会场一样精彩

当晚，主会场上灯光璀璨，照亮夜
空。19时，演出正式开始。欢快的音乐
和精彩的节目，吸引了很多市民。

舞蹈《运河情》颂扬了通州运河文
化；一首《花开中国》传递出对祖国的祝

福；青少年舞动拉丁热情，将现场气氛推
向高潮。

最让人惊艳的还属散发着浓厚气息
的古风节目。当古琴诗画遇上群口快
板、当古韵花灯爬上 LED 大屏、当古装
旗袍秀和 Cosplay 秀登上 T 台……装扮
靓丽的模特们穿行于观众席间，古典与
时尚的“碰撞”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视觉
体验。

演出中，情景诗词朗诵《双节快乐》

道出了少年们的中秋团圆梦、青年们的
致敬抗疫情、老年们的祖国赞颂曲；在
小合唱《我爱你，中国》的旋律中，孩子
们将亲手制作的月饼和兔爷送给抗疫
标兵，既是一份真挚的感谢，也表达了
对祖国母亲生日的祝福。

此外，北苑街道还提前通过线上、
线下征集百姓家书与身边影像，制作成
书法动画、抖音视频合集，在当天的舞
台上展示，表达了各行各业市民向家人

表白的浓浓爱意、向抗疫人道出的暖心
问候。

分会场同样精彩纷呈。文化展示
区“巧月苑”、民俗互动区“绘灯苑”、国
学体验区“礼仪苑”内，小朋友身穿汉
服，制作中秋月饼和精美宫灯，非遗传
承人与国学老师现场教授中华传统礼
仪；在垃圾分类区“环保苑”，更有垃圾
分类达人现场教授废物环保DIY作品，
紧追绿色文明“新时尚”。

我区举办“月圆京城 情系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古今融合好戏连台 百姓乐享文化盛宴 本报记者 田兆玉 代金光

学做古式宫灯、巧手制作月
饼、垃圾分类游戏……中秋、国庆
悄然临近，各社区纷纷通过举办多
彩活动，弘扬推广传统文化，丰富
居民文化生活。

手工制作增添“中国红”

喜迎佳节，怎能让红色缺席？
近日，临河里、铭悦园社区居民学
做古式宫灯、时尚口红，为“双节”
增添“中国红”。

在临河里社区，手工制作宫
灯活动热闹进行。老师首先讲解
了宫灯的象征意义，“在现代生活
中，宫灯寓意着龙凤呈祥、福寿延
年和吉祥如意，希望大家带着节
日的祝福，共同制作宫灯，为节日
添彩。”

拼接整体框架、安上镂空横
条、搭配组装吊坠……不一会儿，
一盏盏古典精致的宫灯便出现
了。看着手中古香古色的大红
宫灯，居民张阿姨开心地说：“我
要把它挂在家里阳台上，欢欢喜喜
庆佳节。”

想让“红色”扮靓节日的，还有
铭悦园社区的居民们。

日前，铭悦园社区联手辖区单
位，举办口红DIY 制作活动，吸引
30 多位女性居民参加。现场，老
师给大家一一介绍了制作口红的
材料及制作过程，桌子上摆着色
粉、油、腊、维 E、圆形的模具、烧
杯和小秤等工具。先将原材料按
一定比例进行混合，再装入烧杯
隔水加热，融化后倒入模具冷却，
最后脱膜装管……居民们通过称
重、搅拌、固定等一系列步骤后，
制作出自己的专属色号口红，不
仅体验到了手工的乐趣，还增进了
邻里情。

环境“美颜”扮靓家园

节日期间得让家门口的环境
更加干净、清爽。最近，梨园镇多
个社区的居民、志愿者变身“美颜
师”，用实际行动迎接节日的到来。

在新城乐居社区，党员和志
愿者手拿夹子和垃圾袋，对社区
道路两侧和绿化带内的落叶、纸

屑、烟头等垃圾进行了捡拾。经
过一上午劳动，社区内的环境卫
生得到明显改善。云景里社区的
志愿者们则通过搬运清理堆物堆
料及小广告，擦拭楼梯扶手，把楼
道收拾得干净利落。

清洁环境的同时，垃圾分类也
不放松。大马庄村的工作人员一
边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一边手持垃
圾钳，站在桶站前为村民进行面对
面分类指导。

一次次的大扫除，扮靓了大家
共同居住的家园。

做月饼秀才艺热闹非凡

在逸景家园社区，居民们欢聚
一堂正在学习如何制作冰皮月饼。

捏皮儿、装馅儿、压制成型
……很多居民和小朋友都是第一
次接触手工制作月饼，既新奇又高
兴，学得十分投入，还不时相互
讨论交流，分享经验。最终，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个纯手
工月饼华丽亮相。“今后，我们也
可以自己在家做月饼了。”居民曹
艳高兴地说。

做花灯、赏灯是中秋佳节传统
之一。做完月饼后，社区工作人员
又组织大家一起 DIY 中秋花灯。
撕、拼、贴……工作人员给每个小
朋友发放了一个材料包，经过简单
讲解后，大家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自
己的创作。在家长和孩子的互相
配合下，一个个各具特色的灯笼作
品展现在眼前。“快看，这是我亲手
制作的灯笼。”王萌小朋友开心地
向妈妈炫耀道。

这里制作月饼和花灯，传统
气息浓厚，而瑞晶苑社区上演的
文艺演出和趣味游戏，同样热闹
非凡。

此次活动不仅给老年人搭建
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也给小朋
友一个登台秀艺的机会。社区“小
歌手”杜雨萱的一曲《让我们荡起双
桨》，引来不少观众跟唱，伴着熟悉
的旋律，仿佛让人回到了童年时代。

表演环节结束后，社区工作
人员随即组织大家开展了垃圾
分类趣味游戏。游戏主要涉及
垃圾分类的一些小常识，居民们
在争相抢答间，进一步提高了环
保意识。

花样迎佳节 社区欢乐多

G【挂账督办】

Z【整治前后】

潞城镇侉子店村胡郎路旁建筑垃圾马驹桥镇西后街村百顺超市南侧建筑垃圾宋庄镇白师路北刘各庄村生活垃圾台湖镇次二村医院北侧垃圾桶满
冒、暴露垃圾

永乐店镇小务村德觅路北侧垃圾
桶周边不洁

张家湾镇前街村张采路旧线福坤
堂大药房北侧堆物堆料、生活垃圾

舞蹈舞蹈、、歌曲歌曲、、朗诵共话中秋情朗诵共话中秋情。。 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太子府村的
‘太子’由来是什么？”“东堡西堡为何称
‘堡’（pù ）？”“镇域内众多古迹遗存您知
道多少？”关于潞城镇，趣闻多、故事多、
奇人多，若想深入了解，不妨看看即将出
版的《潞城镇志》。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步伐的加快，
对于潞城镇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然

而，在飞速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如何留
住乡音、乡思、乡风、乡愁，延续历史文
脉，传承珍贵的历史人文信息，让子孙后
代也能了解家乡历史，保留乡土文化记
忆是需要考虑的，《潞城镇志》应运而生。

记者昨日从潞城镇宣传部获悉，经
过两多年的编撰，《潞城镇志》今年内将
与大家见面。编撰期间，还邀请了作家

王梓夫以及孙连庆、郑建山、陈玉彪等多
位文史专家针对书中栏目设置、图片修
饰、文章筛选等提出了修改意见。

从篇幅构架上，《潞城镇志》分上下
两册：上册定名为《潞城镇志》，此书是志
的体裁，为工具书，以述、记、志传、图（照
片)、表、录为主。目前上册在区史志办的
指导下，处于最后一轮专家编校阶段。

下册定名为《智临潞城》，为史的体裁，以
风物志文体为主，是潞城镇第一本史话
类文史通俗读物。从历史沿革到古迹遗
存，从民风民俗到民间传说，从农耕到军
事再到人物等，全方位展现潞城镇的文
史特色，目前下册已定稿。全书将全面
盘点潞城辖区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
化、教育、人物等方面的状况。

留住乡音乡愁《潞城镇志》年内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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