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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航）为帮助高校毕
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日前在中国农业
大学启动就业促进周系列活动。在农
业大学，教育部会同北京市教委、天津
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举办京津冀专场
线下招聘会，提供 2.3 万个优质就业岗
位。招聘会吸引了近 2000 名高校毕业
生求职。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主办方采
取了分时段预约入场、展位消毒、相关
人员核酸检测、疫苗接种等一系列疫情
防控措施。

这次招聘会的场地特地安排在了
农大东校区体育馆西侧的室外。上午9
时开始，前来求职的毕业生分批有序进
入场地，不少人在反复检查自己的简
历，“一定要给招聘单位留下一个好印
象。”一位毕业生说。共有156家单位来
到招聘现场，其中既有首农、大北农这
样的北京农业龙头企业，也有旷视科技
这样的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多样
化的企业类型也带来了丰富的岗位需
求，2.3万个岗位既涉及技术研发领域，
也有行政管理、文案、市场销售等。

紧邻专场招聘会，一场重点领域供
需对接会也在同步进行。中粮集团、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等120余家重点企业与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
高校现场对接，共同提升毕业生的就业
质量。在中粮集团的展位上，工作人员
特意展出了红酒、大米、饮料、牛奶等数
十种旗下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耳熟能详
的品牌，“欢迎毕业生加入中粮集团，我
们是全产业链服务国家、服务百姓，只
要有才华，这里就有足够广阔的舞台。”
一位工作人员说。

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招聘会采
用分时段预约入场的方式控制人流密
度。从上午 9 时至下午 3 时，来自京津
冀地区的近 2000 名高校毕业生，按照
预约时间，分 5 个时段参会求职。中
国农业大学还为求职毕业生准备了多
个休息区，避免人群扎堆。相关负责
人介绍，农大会同相关单位制定了疫
情防控、安全保障、医疗应急等方案，
现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均接种了新冠
疫苗。

据悉，除了当天的线下招聘会外，京津冀专场线上招聘
会也在 5 月 17 至 23 日期间举行，500 余家用人单位发布招聘
岗位近 7 万个。2021 届高校毕业生可通过“北京高校毕业生
就业信息网”参加线上求职。

教育部表示，为做好 2021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自
2020 年秋季学期以来，教育部已组织 40 场“24365 校园招聘
服务”专场招聘活动，提供就业岗位 342 万个。目前各高校
都在全力推进毕业生就业，如中国农业大学推出 2021 届毕
业生就业八件实事，包括为每名毕业生制定一份就业进展
计划表，“一生一策一方案”帮助他们就业；各院系为每一
名拟就业毕业生撰写一封就业推荐信，为每名毕业生提供
一次就业面试模拟路演等。

备受关注的城市副中心重点项目——
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于今年精彩亮相。开园
后，这里年平均游客量将达千万级别，北京
也将成为世界上第 5个拥有环球影城的城
市。对于普通游客来说，今后去环球影城
再也不用出国了。

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的环球主题
公园已基本建成，进入到了开园的筹备阶
段。园内共设置有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变
形金刚基地、小黄人乐园、哈利·波特的魔
法世界、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好莱坞和未
来水世界七大主题景区，为游客带来沉浸
式度假体验。9000 多名工作人员也已到
岗，其中还包括不少演职人员，正在紧张排

练，迎接盛大启幕。

中国文化元素点亮园区
“北京环球度假区是一个将全球经

验和中国洞察结合而打造的独一无二的
主题公园度假区。”相关负责人苗乐文
说，度假区在设计和建设上充分考虑中
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和喜闻乐见的文化
特色，力求让中国文化元素成为园区的

“点睛之笔”。
功夫熊猫盖世之地景区是环球主题公

园首个以“功夫熊猫”为主题的景区，也是
度假区中“中国味儿”最为浓郁的景区。景
区取材于梦工厂系列动画影片《功夫熊

猫》，围绕“中国式传奇体验”进行设计，以
全室内景点打造，在灯影传奇、和平山谷和
熊猫村，游客将能和阿宝一起，穿越电影银
幕，体会别样“中国风”。

变形金刚基地景区故事线也被重新塑
造，主角与科学家们联手，在北京近郊选定
一处富含能量晶体的场地作为巢穴部队的
总部，与汽车人联盟一起保卫地球。游客
可感受全度假区最大、最刺激的霸天虎过
山车，4.5秒内从静止状态急速加速到每小
时104千米。在好莱坞景区，著名导演张艺
谋与史蒂文·斯比尔伯格合作的电影特效
制片厂体验表演——灯光，摄像，开拍！融
合了中西文化，带游客体会五光十色波澜

壮阔的电影特效世界。
此外，度假区还有一条景色优美的景

观水系，是由萧太后河改造而成。辽朝的
萧太后当年率军征战北宋，扎营在今天的
北京，曾经一度缺水，差役寻水许久，终于
找到了一条无名河流。萧太后喝后夸赞水
很甘冽，就降旨以她的名号来命名。“传统
诗歌等中国文化元素在萧太后河水系步道
的设计上也会有所体现。”苗乐文说。

在度假区住宿的游客，也可以选择中
式风格的诺金酒店。酒店汲取了中国古典
园林的设计精华，坐落于园林层叠掩映的
半岛之上，曲径通幽、闹中取静，可提供一
方休憩心灵之所。（下转2版）

北京环球度假区开园有序筹备中

环球主题公园打造沉浸式度假体验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刘薇

一园览尽半个世纪的建筑风貌，这句
话，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将从纸上跃向现
实。记者获悉，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三项保留工程，即原北京造纸七厂、
东光实业办公楼、民国小院工程，历时一
年改造施工后，于昨天亮相。

粗大的烟囱旁，一座甚少装饰的二层
砖混建筑掩映在绿植中，仿红砖效果的外
立面几乎可以以假乱真，隐藏有楼梯的梯
形构筑物和灯杆又丰富了视觉的层次
感。这就是改造后的北京造纸七厂，原建
于上世纪 60 年代的老工业厂房遗址的
新貌。

“木结构框架、空心预制楼板，走进造
纸厂遗址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是上世纪
60 年代风格的建筑群。”施工方北京城建
集团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三项保留工程工
程部长于凯说，北京造纸七厂不仅伴随
着北京城的发展，也承载了几代人的奋
斗，因此，从施工进入之初，保留与提升就
成为项目团队所秉持的理念。

保留什么？按照设计师的设计理念，
老厂房的建筑外观尽可能地保持了下来，
仅对局部进行了拆除，并通过增加梁柱
体系和钢结构剪刀撑对厂房进行整体加
固，以确保建筑的安全性。提升什么？
提升的是建筑内部空间的功能性和丰富
性，以及增加了未来可供市民活动的室
外广场空间。

外立面的改造，是记者对北京造纸
七厂印象最深之处。“由于年代久远，厂
房原有的红砖墙表面已有自然风化的
痕迹，如何实现修旧如旧？”于凯揭秘，
最初，设计方也考虑过剔除风化表面、
露出旧基底的做法，可考虑到延续建筑
使用寿命，经过两次调整后，改为采取
在原表面外粘接柔石砖的做法，“柔石
砖很薄，既不会对结构带来影响，又能
实现理想的仿红砖效果，兼具了美观与
安全。”

与此同时，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的

另两处遗址——东光实业办公楼和民国
小院，也已同步亮相。

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门东侧的
东光实业办公楼，是 1 栋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框架结构楼。施工团队在对主体
结构进行加固改造的同时，最大的变化

是增加了外幕墙体系。通过激光打印而
成、带有绿叶装饰的玻璃幕墙，让建筑与
环境能够交相呼应。

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东南侧的民国
小院，则是古今杂糅，既有两栋仿照古法
重建、呈现出明清风格的实木砖瓦建筑，

又有三栋现代风格的钢板建筑，两者通过
开敞的庭院空间连成一体。

“在绿心公园里走上一圈，你能欣
赏到不同年代的建筑风格，我想这就是
常说的‘留住记忆、留住乡愁’。”于凯
感慨。

本报记者 陈强

唤醒副中心工业记忆

城市绿心三座遗址重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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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 代金光 通讯
员 周星）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将迎来
新的餐饮商业格局。昨天，记者从“品牌
餐饮企业走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招商推
介会上获悉，60 家国内外品牌餐饮企业
齐聚运河商务区携手共创商机，活动现
场有 4 家企业签约保利大都汇。

推介会上，东来顺、合盛居、百胜中
国、金鼎轩、牛街年记等 60 家国内外品
牌 餐 饮 企 业 集 体 亮 相 。 其 中 ，北 京 潇
湘 味 庄 餐 饮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罗 森（北

京）有限公司、北京肯德基有限公司、肆
月河豚 4 家餐饮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入驻
保利大都汇并签署《企业入驻合约》。

“作为第三产业的餐饮服务企业，
我 们 看 到 了 通 州 的 巨 大 发 展 潜 力 ，尤
其 是 通 州 成 为 城 市 副 中 心 后 ，交 通 更
便利了，常住人口一直增长，区位优势
明显，依托于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趋势，
能 够 让 企 业 高 速 发 展 。” 河 豚 家 族 联
合 创 始 人 邱 晶 京 说 。 除 了 高 端 商 务
餐 ，全 球 三 大 便 利 店 品 牌 之 一 的 罗 森

也在活动现场完成签约。“罗森选择落
地 城 市 副 中 心 ，一 方 面 考 虑 到 城 市 副
中 心 日 益 庞 大 的 写 字 楼 白 领 群 体 ，另
一方面则主要依托于夜经济的繁荣发
展 。”北 京 罗 森 开 发 部 经 理 王 盖 瑞 介
绍，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的商业发展、商
务布局越来越好，夜经济逐渐繁荣，所
以便有了来此发展的意愿。目前罗森
北 京 已 先 后 有 五 家 店 铺 入 驻 通 州 ，未
来还会引进更多店铺。

“我们将充分利用运河商务区的产

业和政策优势，切实发挥信息资源优势
和桥梁纽带作用，实现双方产业合作、商
业和信息往来，进一步推动城市副中心
高质量发展。”通州区商务局局长李霞
表示。下一步，还将继续组织其它国内
外品牌餐饮企业在运河商务区其它项目
里进行推介，争取让更多企业早日落户
开业。同时，全力积极帮助企业拓展市
场、提升效益，实现新一轮高质量、高效
率、可持续发展，不断开创城市副中心发
展新局面。

60家品牌餐饮企业齐聚运河商务区

改造后的北京造纸七厂。

东光实业办公楼增加了外幕墙。记者 唐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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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大运河畔重焕生机，一弯碧水悠悠流淌，两岸美景掩映清波之
中。大运河北首的“三庙一塔”景区周边环境，如今以崭新面貌亮相。今年腾退
修建的2万平方米休闲广场，立刻成了大家户外活动的好去处。曾经狭窄混乱的
老旧街巷，如今成了最具人气儿的休闲中心。

一边是“空竹大军”玩得起劲，“嗡嗡”声响就像和谐的乐章，为城市注入新鲜
的活力；另一边，十几位舞龙高手在空地上大展身手。一道道优美的亮丽弧线在
不远处的燃灯塔前欢快舞动，活力十足。

“一支塔影认通州”，燃灯佛舍利塔是城市副中心的地标性建筑。
目前，燃灯塔所在的“三庙一塔”片区正在创建国家级 5A景区——北京(通

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去年，通州区文旅局委托北京市文物古建工程公司在
“三庙一塔”景区先后启动了电气线路改造、文庙泮桥及地面铺装修缮，整个改造
修缮工程预计今年底竣工。

“三庙一塔”景区周边环境整治工程也同步开展，近日全面完工亮相。人
们游玩休闲的这座新建广场，就是“三庙一塔”景区周边区域环境提升工程中
的重要部分。

在功能及景观分区中，广场与“三庙一塔”中独特的“儒、释、道”三教相呼
应。主景观采用镜面水池设计理念，通过水池与燃灯塔交相呼应，映射天光云
影，再现通州八景之首“古塔凌云”的雄壮景观。

此前精心栽植的树种，也已绿意盎然。据了解，此处绿化种植以“千年古韵、
佛铃金波”为设计主题，寺庙前空间多为油松、白皮松、国槐、银杏等传统乡土树
种，银杏林外又增加元宝枫、白蜡、金叶槐等彩叶树种。广场西侧，土丘微微隆起
的地形设计与大面积乡土树种相结合，好似屏风将西侧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与
古塔景区平衡而置。广场东侧，又以古典园林空间设计与西侧“绿林屏风”遥相
呼应，为市民提供良好舒适的园林生态空间。

“这里是一座会‘讲故事’的广场，身后就是文庙、佑胜教寺、紫清宫和燃灯
塔，青砖黛瓦、绿树红窗，我特别喜欢这里浓浓的文化特色。”打小生长在大运河
边的曹丽丽被彰显着历史文化风貌的全新空间深深吸引。

修建广场只是“三庙一塔”景区周边区域环境提升工程一部分，通州区城管
委环境建设管理科科长张春霞介绍，“三庙一塔”周边区域环境整治区域，北至北
关大道，南至司空分署街，东至北大街，西至西塔胡同，工程包括北关大道以南区
域拆除废弃建筑物、清理垃圾渣土、绿化美化、完善空间布局、景观小品等。历经
半年的整治提升，“三庙一塔”区域以全新面貌亮相。

目前，主体工程已完工，粉饰建筑立面1551平方米，粉刷围墙围栏1373平方
米，种植乔木135株、灌木133株，地面铺装硬化740平方米，拆除电力架空线1.98
公里，拆除通信架空线6.9公里。

周边区域的老旧街巷，也借由环境提升展露新颜。
走进明代形成的司空分署街，一处拆违后新建的口袋花园里，紫藤廊架清新

雅致，休闲座椅旁遍植月季，居民惬意舒适地聊天散心。别看口袋花园只有约
120平方米，但设计细节很有心。其整体色调和设计风格和“三庙一塔”景区相呼
应，连廊架上的装饰，都选用了燃灯塔、大运河等通州标志性元素。

据介绍，如今以“三庙一塔”景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已划定出连贯的整体
区域，把“三庙一塔”、大运河北端、通惠河、西海子公园等串联起来，呈现崭新
的面貌。

接下来，通州区城市管理委还将对该广场以及“三庙一塔”区域开展景观亮
化工程，如增加适度照明，彰显艺术美感、文化自信。届时，将根据“三庙一塔”、
运河文化、历史文化等城市文脉特点，将建筑、景观、灯光融为一体，营造幽静且
文化韵味浓厚的氛围。通过灯光的浓、淡、明、暗，表现建筑的节奏感、韵律感，呈
现一幅色墨结合的水墨淡彩画。

通过区域整体化的挖掘保护开发利用，这里最终将被打造成集古城保护、文
化旅游、绿色生态、滨水宜居为一体的城市新地标、文化金名片、发展新高地，辐
射带动整个城市副中心建设和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

起舞弄起舞弄““塔塔””影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维静冯维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