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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趁东风
纸鸢本报记者 田兆玉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
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
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随着
气温逐渐回升，许多市民纷
纷走出家门，在阳光明媚的日
子里走进春光，踏青、赏花、放
风筝……尽情享受副中心的美
景蓝天。

周末的运河文化广场上，各
式各样、五彩斑斓的风筝在蔚蓝的
天空中飞翔。在这个属于风筝的
季节里，一场通州风筝盛会正悄然
上演。燃灯塔、火凤凰、白蛇传、龙
串、老北京沙燕等精美的风筝刚一起
飞，就引得周围不少游客拍照发圈，

“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风筝，这趟真是
没白来。”带着家人专程从城里来踏青
的刘先生惊叹不已，连称自己运气好。
他的运气确实不错，广场上这几位聚精
会神放风筝的“筝友”，都是通州区风筝

协会的资深会员。
62岁的魏宝琦带来了自己的几件得意

之作，打算趁着天儿好放个过瘾。燃灯塔、
白蛇传、巨大的凤凰风筝……精美别致的风

筝逐一亮相，让围观市民开了眼。老魏是一
名风筝爱好者，也是通州区风筝协会会员。

退休后他迷上了风筝，起初是买，后来就开始
自己制作。燃灯塔、大运河、八里桥等“通州地
标”都成了他眼中的绝好素材，“我就想做和别
人不一样的，也想通过风筝好好推广推广咱副
中心的传统文化。”

“哇！”在一片惊叹声中，一条长达 45 米的
“龙串儿”风筝腾空而起。活灵活现的龙头威风

凛凛，龙身比例匀称，身姿矫健。做“龙串儿”可
是个精细活儿，这位高手叫侯永章，也是区风
筝协会的会员。他告诉记者：“这个龙串儿我
做了两个多月，绘制了81片鳞片，每片都要上
色15遍。”做“龙串儿”不容易，放“龙串儿”更
是技术活。这么长的风筝需要团队配合，侯
永章手托龙头，两名助手托起龙身，三个人
需要高度默契。侯永章顶风拽起龙头，用
力的一瞬间，两名助手同时放飞龙身鳞片，
逆风向上的龙头昂首起身，冲上天空。

除了可以在天空翱翔，风筝还可以近
身低飞。

大运河畔，河水波光粼粼，两岸垂柳
拂堤。一只“盘鹰”在张金彪的手中，时而
仰飞，时而俯冲，时而空翻，活灵活现的
样子就像一只真鹰。“花样盘鹰风筝玩法
多，比起传统风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无
风放飞，对场地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一
小块空地就可以，特别适合在城市推
广。”张金彪认为，传统文化需要传
承，也需要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更
好地将风筝文化推荐给更多人。”

54 岁的赵静退休后，从花样
盘鹰风筝中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
趣。“有一次到公园散步，无意中
看到有人在玩花样盘鹰，当时就
觉得特别有意思。”练习一年后，

赵静兴趣愈发浓厚，“感觉重
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

公园前、广场里，春日休
闲总离不开风筝。对于 68 岁
的风筝达人柳守智来说，风筝
的魅力不仅在于放飞，更在于
制作。

“软翅扎时条最难，汗不去透
形必还。主条受风应力大，反用竹
青要烘干。”柳守智熟练地念着软
翅风筝的扎糊口诀，“传统风筝还得
手工制作才讲究。”他手里拿着一个
传统老北京沙燕风筝，灵气逼真的双
眼，猫蝶富贵的筝身，精湛细腻的画
工里蕴含着浓厚的传统文化。柳守智
娓娓道来：《天桥区志》记载“猫蝶富贵”
就其名称而言，“猫蝶”是“耄耋”的谐
音，有祝长寿和富贵之意。他解释道，
画面中淘气的小猫在牡丹花中嬉捉蝴
蝶，是预祝耄耋老人吉祥富贵；蝙蝠爪
子 紧 握 寿 桃 ，寓 意 老 人 福 寿 双 全 。 他
说：“光是这个筝身的画面儿，我就足足
画了 28 天。没办法，就是喜欢。”从小时
候在北京胡同里玩“屁帘儿”算起，风筝陪伴
着柳守智已经走过 60多个年头。他制作的风
筝曾在意大利、马来西亚、泰国、老挝等地展出，
他也成为了风筝文化的传播者。

放风筝正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家住
永顺镇的齐茂，目前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
术系。在现场观看了通州区民间高手扎、糊、绘、
放的风筝四艺后，小姑娘兴奋得两眼放光，“我在
网上查过很多资料，对风筝扎、糊、绘这三个工艺
的介绍很多，唯独对‘放’这一工艺展示的资料
很少。今天不仅看到民间高手们放飞风筝，还
见到了讲究的线盘和木制的‘拐子’，真让我大
开眼界。咱们民族的传统工艺太精美了，有很
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副中心非常重视风筝文化的推广，从
2012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全区风筝比赛。
由于风筝文化氛围浓厚，北京国际风筝节曾
连续三届在通州区举行。”通州区风筝协会
会长郑德宽表示，无论是龙串风筝、传统风
筝，还是花样盘鹰、软翅硬翅类风筝，通州
区风筝技艺均名列前茅。目前，全区一半
的乡镇街道都设立了分会，或有自己的
风筝队伍，每年还会进社区、学校，推广
风筝文化。

风筝文化还吸引了众多“新移民”，
让他们在融入新生活的同时，在城市
副中心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75岁的王先德是重庆人，几年前
随儿女定居城市副中心。刚来北京
时，他总觉得孤单，但自打认识了一
群喜爱风筝的伙伴，渐渐找到了归
属感。现在，王老先生不仅加入
了通州区风筝协会，还成了潞城
分会的会长，是大伙儿公认的风
筝达人。他和“筝友”一起，在副
中心的如画美景里享受到了更
多生活乐趣。

龙头威风凛凛龙头威风凛凛，，龙身匀称矫健龙身匀称矫健，，长达长达4545米的米的““龙串儿龙串儿””风筝吸引儿童追逐风筝吸引儿童追逐。。

花样盘鹰花样盘鹰。。

大型风筝需要现场拼装大型风筝需要现场拼装。。

风筝文化传播者现场绘制传统风筝风筝文化传播者现场绘制传统风筝。。

制作沙燕腿花可是个精细活制作沙燕腿花可是个精细活。。

““猫蝶富贵猫蝶富贵””图案的老北京沙燕十分精美图案的老北京沙燕十分精美。。

副刊·城韵

串联成网 细描如画

绿道勾勒城市副中心新图景
本报记者 田兆玉

设计方案体现“以人为本”
通过大量的现场调研及民意征集，设计方案处处体现“以人为

本”，打造出居民愿意驻足、能够互动的“邻里客厅”。记者了解到，
“客厅”主要呈现出五大亮点。

首先是通过场地的塑造，实现邻里融合。项目以“改善区域环
境，打造绿色共享的城市客厅”为目标，以“绿色生态、服务居民、全
龄友好”为原则，通过功能、景观、生态、文化四个方面对场地实施改
造，全面呈现“邻里客厅”设计理念。

其次是有效结合现状，愿景与现状融合。充分利用现状地块特
点进行改造提升，拓宽现状园路，保留现状空竹场地及现状高大乔
木，在大树中间开辟健身设施场地，提高场地的利用效率。

第三是全龄共享。通过合理划分场地，满足不同年龄段人群对
场地的使用需求。为老年人、儿童规划专属活动用地，打造集运动
健身、文化休闲、邻里交流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空间。

第四是融合展示，传承红色文化。融入文化设计元素，体现八
里桥历史文化，设置文化宣传栏、党史棋牌广场、红色文化展示长廊
等，使学习交流、休憩休闲融为一体，实现了休闲、教育双重功能。

第五是节约环保，在草地、广场、公园角落安装多款太阳能照明
灯具，落实节能减碳、清洁环保的建设理念。

市发改委批复北苑街道长桥皓月文化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案

五大亮点焕新通惠河畔“邻里客厅”
本报记者 张群琛

踔厉奋发“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记者从北投
集团获悉，今年一季度，北投集团坚持
党建引领，按照时间节点高质高效推进
重点项目建设任务，营业收入、利润同比
分别增长8.3%、5.7%，各项工作实现一季
度“开门红”。

春日里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从空
中俯瞰，宛如一块绿宝石嵌于城市副中
心。公园南门P6停车场附近，原东光实
业办公楼已摇身一变，化作万亩城市森
林中的一隅绿色活力空间：北投集团代
建的总用地面积约 8000平方米的网球
中心、建筑面积约6600平方米的网球主
题酒店正紧锣密鼓进行内部装修。全
部建成后，城市副中心的体育健身及文
化旅游配套设施将再添强劲一员，与公
园中其他配套建筑共同为市民提供青
山绿水、乐玩其中的城市聚落，工业遗
存也将为城市更新注入强劲动能。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部，城市
副中心备受关注的重点工程——副中
心三大建筑，正在春日的暖阳下拔节生
长。“粮仓”构造的剧院、形如“赤印”的
图书馆、“帆船”模样的博物馆都已实现
外立面亮相，正密集推进二次结构、机
电、管线施工，即将进入内部精装修阶
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基本完工。地下
30万平方米共享配套主体结构也已封
顶。据北投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共享
配套设施及轨道交通预留车站五个单
体建筑一体化设计建设的创新模式已
经实现。未来，游客从地铁换乘站经由
共享配套设施可以直接进入三大建筑
参观游览，实现无缝衔接，提升游览体
验。集购物消费、餐饮服务、文创交流、
亲子娱乐、共享停车等功能于一体的三
大建筑将辐射至北三县与更广阔的京
津冀地区，使其成为消费服务休闲的新
高地与潮流汇聚的“网红打卡地”。

再将视线转向特色小镇建设。在
台湖演艺小镇，北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台
湖图书城提升改造项目正在加速推
进。首先推进的是精品酒店项目，原北
发大酒店将改造成为精品酒店，房间数
预计 201间，未来这里将成为台湖演艺
小镇的标志性项目；在张家湾设计小
镇，北投集团以铜牛地块、北泡地块、经
开智汇园等重点地块为突破，探索一系
列城市更新路径，为完善城市功能、传
承历史文化、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据了解，目前北投集团在城市副中
心总投资近 4000亿元。为推动解决重
点项目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集团制定
党委双周调研机制，定期开展重点项目推进会，确保重点项
目建设运营任务稳步推进。

在城市副中心投资建设中，由北投集团发起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投资基金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三年来，副中
心投资基金盘活了一系列存量资产并投资高精尖产业，成
为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目前北投集团在管基金数量达到5只，总管理规模约84
亿元。翻看副中心基金“成绩单”：既有北投希尔顿酒店和
北投爱琴海购物公园这样的商业项目，又有北投台湖产业
园这样的园区项目，还有大运河森林公园停车场等民生工
程……产业基金体系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资本支撑。(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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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北苑街道共创共建共享的综合绿地——长桥皓月文化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已获批复。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将充分利用铁路沿线闲置空间，延展河岸美景，串起休闲绿廊，为周
边居民带来景致怡人的休闲空间。

腾退空间上建起“长桥皓月”
记者了解到，项目位于北京市通州区北苑街

道长桥园社区，北接通惠河景观带二期，南至建国
路，东至长桥园公寓，西临京承铁路，总面积 1733
平方米。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建设内容主要是对
长桥皓月文化公园公共空间进行改造提升，将学
习、宣传、休憩、居民交流、休闲健身融为一体，打
造一个适合全年龄段的运动健身、文化休闲、邻
里交流的综合场地。”

项目地点交通便利，邻近八里桥地铁站和北苑
地铁站，“辐射”周边八里桥南街11号院和八里桥南
街62号院等老旧小区。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处于京
承铁路沿线。由于毗邻铁路、地块狭窄畸零，沿线便
缺乏公共功能，处于闲置状态。此次项目实施将创
新利用铁路沿线空间进行提升改造，增加公共空间
供给、提升百姓获得感，也将为今后铁路沿线闲置空
间的改造提升提供借鉴。记者了解到，项目拟于本
月开工，今年7月面向公众开放。

公共空间改造要让居民满意
通惠河是大运河北京段的重要水系，承载着丰富的

文化遗产和文化记忆。近年来，通惠河越变越美，河道
水质不断改善。流动的水带活灵动的城，在通惠河通州
段，这处连通居民区与河畔的城市公共“会客厅”正在酝
酿，这一过程自然少不了居民的参与。

“这块场地平时早上7点到9点人最多，都是附近居
民休闲健身。到了晚上就没人了，因为没有照明啊。”工
作人员在现场调研中得知了场地的使用时间。对于这
块场地的优缺点，工作人员也做了详细的调研。根据结
果显示，居民认为场地的优点是附近有路网，交通便利；
而且有树木，环境很好。缺点则是场地不平整，缺少座
椅、照明等公共设施。“我们希望改善一下场地条件，增
加一些照明设施和老年人的健身器材。”一位居民说。

市发改委相关工作人员说，确定改造方案前，多次
组织居民前往场地进行实地调研，并通过问卷调查、走
访、观察等多种形式，收集需求、倾听民声。将收集到的
意见建议融入场地的规划设计，精雕细琢出让居民满
意的“我们的公共空间”。

下午两点，阳光正暖。沿河而建的运潮
减河公园里，近 23 公里长的环河绿道人气
渐浓。远处的桃花已张开花苞，河堤的植被
泛着淡淡的新绿，暗红色的健身步道四周被
高低错落有致的绿植环绕……这里一直是
周边市民骑行健步的好去处。近几年，马拉
松等体育赛事，也相中了这里的好环境。正
是这样一条条滨水绿道，将美景带进了城市
副中心百姓的生活。

依水而建
串联60公里滨水健康步道环线

城市副中心多河富水，依托良好滨水环
境建设绿道是副中心绿道的特点。“目前建
成的绿道都是滨水观光型的绿道，融合了天
然的风光和运河的传统文化，串联起了城市
的文化景点和自然风光，比如大运河森林公
园，就专门设计了几条在林间穿行的绿道，
让市民有一种在林间漫步的感觉。”区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十三五”期间，城市副中心共建成园林
健身步道 98.06公里，包括环城游憩环、森林
休闲环、凉水河风景林廊、湿地体验环四大
类，所有绿道的设计均本着“骑行东郊，畅享
自然”理念，为市民打造了水清岸绿、以骑行
为主的综合型滨水绿道。“十四五”期间，城
市副中心每年将建设不少于5公里的健身步
道，重点串联起运潮减河、北运河、潮白河的
滨水健康步道环线，环线总长度约 60公里，
打造极具品牌特色的副中心新名片。

品牌效应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9%

一年一度的运河绿道骑游周活动已经
是城市副中心的“网红品牌”，也成为了骑行
爱好者每年的期盼。62岁的张世艳和好朋
友郭景如装备齐全，退休后，他们在朋友的
带动下爱上了骑行，并时不时参加各种骑行
比赛。“森林公园、绿心公园都是熟悉的骑行
路线，副中心空气好、环境美，只要是在城市
副中心举办的骑行活动，我们随叫随到。”二
人开心地说。

副中心绿道还成为了城市马拉松、徒步
等赛事活动的不二之选。“十三五”期间，副

中心连续成功举办“一区一品”运河绿道骑
游活动和徒步大会，形成了全程马拉松、运
河骑游周等一批区域特色的群众品牌赛事
活动。人们的健身观念潜移默化地得到改
变，“十三五”末，全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
人数比例达到49%。

古韵新章
描绘历史与现代交汇图景

运河商务区高楼鳞次栉比，西海子公园
蓝绿交织，通惠河如一条丝带穿过，两岸两

条绵延 1.2 公里的木栈道为这条丝带镶边，
这条绿道串联起了古今同辉的副中心图景。

“木栈道是绿道设计中一个常用手段，
适合沿河观景游憩，增加游人亲水参与感。”
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师
马超说。这条栈道位于城区内，是对岸风光的
窗口，与人文景观——运河商务区交相辉映，
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木栈道等宽3米，靠水
一侧有栏杆，栏高不超过1.1米，马超说，这是
为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不遮挡视线。扶着
栏杆向下望，下面建有安全护坡，长满水生植
物。“木栈道是悬空的，能在不占用也不破坏河

道行洪断面和自然生态的情况下保证宽度，
给人亲水宜人的舒适感。”马超补充道。

木栈道从新华北路直通五河交汇处的
石坝遗址，全长 1.2公里，与之平行的还有一
条巡堤路适合骑行，两条路之间也有道路联
系贯通，共同组成了这段沿河绿道。在此绿
道中程，内侧与河湖湿地相连，漫天芦苇。
秋季，阳光透过芦苇荡，斑斑驳驳地在游人
脸上身上跳跃，如梦如幻。沉浸在芦苇荡
中，视线会不自觉被不远处露出的燃灯佛舍
利塔吸引，这幅历史的交汇图描绘着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古韵新章。

副中心市民在滨水绿道上健身休憩。记者 党维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