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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特色阅读空间——公园里的魅力书屋

名称：京杭大运河书院 开放时间：8:30—17:30
地址：张家湾镇大运河森林公园西三门内

走进大运河森林公园，古色古香的京杭大运河书院
隐于万亩绿园，宛若世外桃源。清新幽静的空间，数以
万计的藏书，在这里，随意择一处落座，一人一书一世
界，好不自在。

京杭大运河书院去年 4 月开业，约 1000 平方米，建
筑为仿宋代风格，内部设计是流线型隔柱，寓意大运河
源远流长，使人遐想昔日大运河舳舻蔽水的盛景。书
院藏书 3 万册以上，包括运河文化、艺术、历史、国学等
八大类书籍。

书院负责人孙锐介绍，书院设有儿童及成人阅读体
验、活动空间、非遗产品展示区、网红文创产品售卖区
等。同时，这里也配有咖啡、饮料、简餐等服务，为读者
提供舒适、惬意的阅读环境，全力打造“书香副中心”最
美、最具特色、藏书最多的复合型书店。

名称：乐书屋 开放时间：9:00—18:00
地址：台湖镇台湖公园东门游客中心

春风轻盈，流水静听。乐书屋的位置得天独厚，隐于
公园一隅，静立于湖畔，是一处集阅读、活动、展示、休闲
于一体的城乡公共阅读空间。

乐书屋去年 4月营业，融合演艺艺术创意等布置，书
屋占地面积约 932平方米，上下两层，设置子书（哲学类）、
乡书（乡土文学类）、史书（历史）、诗书（诗歌类）、行书（旅
行地理类）、情书（情感、小说、散文类）、艺书（音乐类、演
艺类等）、茶书（茶文化类、生活类）八个主题阅读体验空
间，总容纳书量 1万册以上，种类丰富、内容艺趣俱佳。

乐书屋与游客中心融为一体，也承担了公共空间的
公益职能，全年开放。书屋负责人王艳红介绍，这里提供
阅读、文创、儿童乐园、简餐等各类服务，综合功能强，也
是老人们的休憩地、孩子的乐享地、自由工作者的办公
室、好学者的自习室。

名称：中国书店绿心公园店 开放时间：10:00—17:00
地址：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北区驿站

绿心公园店是中国书店第一家开在公园里的实体书
店，集阅读、活动、简餐等多个功能空间为一体。北京发
行集团和北投集团合作，中国书店与北京绿心园林有限
公司利用资源优势共同开办。书店分上下两层，面积约
500平方米，藏书约 6000册。

去年 9月，中国书店绿心公园店正式开业，距离公园
北门 800米，成为很多游客的打卡第一站。步入书店，一
幅印有清代运河全图的曲线飘带从一楼到二楼塑造出运
河流域地理造型。二楼中央屋顶一幅《潞河督运图》更让

“运河”在室内“活”起来。
店内有鲜明的功能性分区，其中运河文化主题区陈

列着几十种优秀出版物，读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运河文
化，感受文人笔下的千年运河。多元文创产品区中传统
美学与现代设计艺术展现融合之美。最有特色的是，这
里还展出一些年代久远的古旧书页，读者可以近距离从
印刷、装帧、字体和纸张等方面感受古版书籍的魅力。

推荐特色阅读空间——商业区闹中取静

“字里行间”出自梁简文帝《答新渝侯和诗书》:“垂示
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字里”意蕴经营的
本源，即书本、思想的载体；“行间”意指跳脱书本载体之
外延伸出更多可能性。

字里行间是集图书、影音、礼品、咖啡、文化沙龙等为
一体的集合文化空间，融入多元素综合阅读体验。书店
负责人杨建辉格外青睐风格简约、环境舒适的都市文化
休闲阅读风格，希望在便利的商业街区为读者提供精神
休憩的文化场所。

作为连锁实体书店，“字里行间”从北京出发，联动京
津冀。目前，该书店还在拓展线上版图，今年相继启动了
全国首家线上线下一体化阅读分享交流平台“阅集”，并
创新“分享”模式，形成以阅读为基础的综合社群。

名称：咱家书房运河商务区店 开放时间：9:00—18:00
地址：通州区观音庵南街 4号院 4号楼 110室

推荐特色阅读空间
——家门口便捷阅读

名称：一了书斋 开放时间：8:30—0:00
地址：通州区芙蓉园 310号楼 16号

一了书斋全名是“一了书斋·烟斗
咖啡”。顾名思义，这里是一家融合书
店，集图书、咖啡、简餐为一体。书斋全
年不休，营业到凌晨。据介绍，该书店
是在原咖啡店的基础上增开公共阅读
空间，700多平方米的店面，阅读空间就
占了约 400平方米。

“我们书斋紧邻北京小学通州分
校，就在京贸社区中，周边人口比较多，
对于广大师生和社区居民来说几乎是
零距离，大家伙儿推门就能来，成了很
多读者的活动场地。如今，我们的读书
会越办越有意思，读者队伍日益壮大，
接下来我们打算全面打造服务周边社
区居民的特色融合书店。”书店负责人
陈莉介绍。此前，一了书斋和京贸社区
居委会联合开展“红色经典·献礼百年”
红色经典诵读等主题活动。今年“五
一”前，书斋还将和通运街道联合开展

“忆中青团史、青春献党心”庆祝中国共
青团成立 100周年读书活动。

名称：春风在书店 开放时间：9:00—21:00
地址：宋庄镇小堡南街 63号

春风在书店离小堡村南口不远，是
一家人气超高的实体书店，附近学校师
生和村民们常来常往，店内外花花草草
生机勃勃，一只只可爱的喵星人也不怕
生，让读者有回家般的放松。

书店阅读空间超过 500平方米，拥有
文学、社科、哲学、历史、童书等 15个品类
近万册图书。这里每周六举办的经典朗
诵会、特价图书集市，已成为很多读者周
末的固定打卡地。书店每周末都举办丰
富的活动，吸引了一大批铁粉，其中包括
大批家庭阅读者，极大降低了店内开封
书籍的闲置率。

作为北京市唯一一家年度乡村书
店，为了大力推广阅读活动，春风在书店
推出“乡村领读人”计划。今年读书日，

“乡村领读人”首场选拔如期举办，两位
领读人脱颖而出。今年“五一”期间，这
里还将推出“评书和相声”专场等活动，
丰富市民节日文化生活。

书店创办人马丽洁说，今年这里已
经策划了全年 12个月线上线下“中国的”
主题文化活动，已经开展“中国的文字
——学写甲骨文”“中国的中医——学做
养生饮”等活动，还将举办“中国的画”

“中国的大运河”“中国的家风”等系列活
动以及“我爱大运河青少年手机摄影
展”、“大运河的诗”朗诵会、“我家的家训
和家风”亲子分享会等，不少家住附近的
铁粉已经“预约”参加。

春风催花绽，运河凝书香。
除了建在公园、商业园区的书店外，

更多的阅读空间建设在居民家门口。数
据显示，城市副中心实体书店数量已经达
到 153 家。社区书屋更是实现了全区 22
个街道乡镇全覆盖，总数达到 573家。

除了传统的阅览室形式外，还有很多
社区阅读空间非常有特色，比如潞城镇的
霍屯村综合文化室、于家务乡的仇庄村综
合文化室，还有漷县镇的漷县书院等都极
具设计感，全年阅读活动不间断，朗朗读
书声让书香满溢。

不仅如此，2018 年开始启动建设的
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也越来越多，中仓车
站路、宋庄小堡、张家湾设计小镇、含英园
二区、泰禾十代中心、公庄社区等 8 个 24
小时智能文化空间相继投用。今年，区文
旅局还将在梨园怡然世家小区、张家湾公
园和于家务等区域再建设 5 个 24 小时智
能文化空间，让阅读 24小时“不打烊”。

社区书屋及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

【书单推荐】

今年“世界读书日”活动期间，副中心文旅局及韬奋基金
会阅读组织联合会等机构，还为读者分门别类整理出几份书
单，让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有书香陪伴。

●青少年书单
1.《童年·少年·青年》（俄国）托尔斯泰

2.《周末图书馆》（美国）加里·施密特

3.《君伟上小学》王淑芬

4.《安妮日记》（德）安妮·弗兰克

5.《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巴西）保罗·柯艾略

6.《在细雨中呼喊》余华

7.《红瓦》曹文轩

8.《中国的运河》（日）安野光雅

9.《写给孩子的哲学启蒙书》（法）碧姬·
拉贝、米歇尔·毕奇
10.《北大阅读课》曹文轩、石恢主编，温

儒敏作序推荐

●深度阅读书单
1.《活在大运河——大运河如何影响老

百姓的生活》姜师立

2.《京华通览：大运河与通州古城》郭炜
等编著
3.《人世间》梁晓声

4.《美的历程》李泽厚

5.《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

平衡》陆铭

6.《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陈来

7.《仅此一生：人生哲学八讲》何怀宏

8.《法治的细节》罗翔

9.《大国重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

成果》贲德主编

10.《全球化与国家竞争：新兴七国比较

研究》温铁军等著

●“大运河阅读行动计划”推荐书单
1.《历史上的水与京城》北京市文史馆

2．《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

及其文化渊源》朱祖希

3.《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董文虎

4.《京杭大运河国家遗产与生态廊道》

俞孔坚、李迪华、李海龙

5.《漕运码头》《漕运古镇》《漕运船帮》

三部曲，王梓夫

6.《运河的桨声》刘绍棠

7.《骑车走运河》徐林正

8.《中国文化知识读本 京杭大运河》

王忠强、金开诚

9.《大运河的传说》杨光正

10．《大运河文化带故事丛书》通州区文

化和旅游局

11.《阅读大运河》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

12.《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单霁翔

13.《大运河传》夏坚勇

14.《大运河传奇：京杭大运河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周竞风等编著

15.《北上》徐则臣

16.《大运河的变迁》朱偰

17.《中国大运河文化》姜师立

18.《走读大运河》王越

19.《大运河遗产（江南运河）》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

咱家书房是锦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运营的连锁实
体书店，目前有 6家分店，其中位于闹市中的运河商务
区店别有特色。店外高楼林立，人来车往，店内一派清
幽、满室书香。书店进门是一张形似运河的白色流线
型书桌，上面摆着“镇店之宝”——关于大运河和传统
文化的各种原创连环画作品。该书店以运河文化为主
要特色，经营图书千余种，多为原创连环画、红色书籍、
儿童类和经典畅销书。

“为了讲好城市副中心故事，咱家书房荟萃通州作
家和大运河系列作品，特意开辟了‘运河之子’刘绍棠、

‘漕运史公’王梓夫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专柜。”书店负责
人聂锦荣说。

除了馆藏书籍，书店还展示了十二生肖以及各种
节气的原画稿，书架上有两栏传统连环画系列，摆满了

《牛郎织女》《满江红》《林则徐禁烟》《鸡毛信》等老版复
刻连环画。这些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小人书”也经常
吸引年轻读者驻足翻看。

名称：字里行间 开放时间：10:00—21:00
地址：爱琴海购物公园M层

副中心经济实现“开门红”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5%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 通讯员 杨浚）第

三产业强势拉动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及建安
投资实现“双增长”、高端制造业发展成效显
著、消费市场逐步回温。今年，面对复杂的
国内外局势，通州区迎难而上,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发展，破瓶颈、解难题、迎挑战，一季
度地区生产总值实现增长6.5%的良好开局，
为全年经济稳增长打下良好基础。

初步核算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249.7 亿元，按可比价计算，
同比增长 6.5%，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1.7
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实现全面增长，其中
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1.8 亿元，同比增长
15.7%；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77.8 亿元，同

比增长 2.3%；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70.2 亿
元，同比增长 8.3%。从对经济的拉动力看，
第三产业对经济拉动作用最强，上拉整体增
速5.6个百分点。

从经济各领域看，投资“量增质优”，固定
资产投资及建安投资实现“双增长”。一季度
全区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2.5%，建安投资增速实现由负转正，同比增长
2%，较1-2月扩大13.9个百分点。产业投资
规模扩大，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8.7%。项
目数量增长较快，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共605个，较去年同期增加76个。

消费市场逐步回温。一季度全区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8 亿元，同比增长

3.8%，增幅较 1-2月扩大了 0.6个百分点，增
速十六区排名第五，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从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 129.1
亿元，同比增长 3.2%，餐饮收入 8.9亿元，同
比增长 13.2%。网上零售保持稳步增长态
势，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实现网
上零售额48亿元，同比增长8%。

生产领域发展质量持续提升，高端制
造业发展成效显著。在医药制造业、专用
设备制造业等重点行业带动下，一季度全
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工业产值
37.7 亿元，同比增长 31.8%，增速高于规上
工业产值增速 34.8 个百分点，对工业支撑
效果显著。“专精特新”企业生产保持增长

态势。截止到今年 3 月末，全区规模以上
工业共有 74 家“专精特新”企业，一季度实
现工业总产值 33.6 亿元，同比增长 1.9%，其
中国家级“小巨人”企业 8 家，实现工业产
值 5.5亿元，同比增长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民生保障进一步夯
实。一季度全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78
元，同比增长6.7%，增速高于全市1.4个百分
点。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6937
元，同比增长 6.2%，高于全市 1.1个百分点。
全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8530 元，同比增长
4.7%，高于全市 1.7 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 9707元，同比增长 4.5%，增
速高于全市1.5个百分点。

文化旅游区一季度完成投资约20.7亿元

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雏形初现
本报记者 关一文

记者在日前召开的通州区“两区”工作领导
小组2022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获悉，为深入推进
北京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文化旅游区加快构
建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和新型文体旅游
融合发展示范区，在推动政策创新、优化营商环
境和项目引进等方面均取得新进展，一季度已完
成投资约20.7亿元，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近日，在北
京轨道交通平谷线的三河潮白大街站
施工现场，160余名工人正在端头井下
进行底板钢筋和侧墙钢筋绑扎作业。

备 受 期 待 的 平 谷 线“ 五 一 ”前
传来最新进展。记者了解到，目前
位于三河的两座车站进展迅速，其
中潮白大街站已完成总体进度的
24%，正在进行车站主体结构施工，
预计年底可完成总体进度的 75%；
神 威 大 街 站 已 完 成 总 体 进 度 的
21%，正在进行土方开挖、钢支撑架
施 工 ，年 底 预 计 完 成 总 体 进 度 的
65%。

2021 年 6 月，北京轨道交通 M22
号线（平谷线）河北段正式开工建
设，位于河北省三河市的燕郊潮白
大街站、神威大街站为首开点，其余
各标段依据工程建设要求，陆续开
工建设，全力保障与北京段同步建
成通车。

北京轨道交通 M22 号线（平谷
线）西起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东
至平谷新城，途经北京朝阳区、通
州区、河北省三河市、北京平谷区，
串联了北京 CBD 核心区、定福庄组
团、北京城市副中心、三河市燕郊
高新区、平谷新城等重点功能区。
线 路 全 长 约 81.2 公 里 ，总 投 资
572.87 亿元，共设置 21 座车站。

其中河北段全长约 30公里，地下
段约 18.3 公里，高架及地面段约 11.7
公里，投资估算 183.5 亿元，设有燕郊
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4
座地下车站，齐心庄地上车站，以及 1
个车辆段，建设期为 2021 年至 2025
年。届时，三河市民将实现坐着地铁
去北京。

平 谷 线 河 北 段 以 18 标 段 潮 白
大 街 站 、17 标 段 神 威 大 街 站 为 首
开点，分别由中铁十七局和中铁二
局承建。两座车站均为地下两层岛式车站，主体结构
采用双柱三跨的框架结构形式，设置 4 个出入口，2 组
风 亭 、2 个 无 障 碍 入 口 、1 个 安 全 出 入 口 和 1 座 冷 却
塔。其中潮白大街站位于燕郊迎宾路与潮白大街交
叉口处，车站长 353 米，标准段宽度 21.8 米，高度 14.39
米，神威大街站位于燕郊迎宾路与神威北大街交叉口
处，长 396 米，标准段宽度 21.3 米，平均深度 17.59 米。

线路建成后将服务非首都功能疏解及京津冀协同
发展，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提供轨道支撑，同时缓解
东部廊道客流压力。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366个老旧小区
纳入今年首批改造名单

详见2版

环球主题公园外溢效应初显

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管理委员会党组成
员、副主任刘芸介绍，根据《深化北京市新一
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任务分工表》内
容，涉及文化旅游区的市级任务，目前已全部
落地。其中，在通州文化旅游区，允许设立外
商投资文艺表演团体（需由中方控股），市文
旅局已正式出台《外国投资者在通州文化旅游
区设立中方控股文艺表演团体从事营业性演
出活动事项办事指南》，打通政策实施路径。
园区重点企业正在积极探索设立合资表演团体。

为了确保环球主题公园平稳运营，文化旅游
区配合相关部门办理度假区公司外籍工作人员
及其家属来华邀请函，办理高端人才、留学人才
工作居住证，协助取得涉外演出许可资质并允许
统筹调剂演员参加已获批演出活动；推动环球城
市大道申报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聚集区。2021年环球主题公园在疫情中逆势而
上，带动城市副中心规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367.4% ，住 宿 业 收 入 增 长
122.6%，外溢效应初显。（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郭丽君）昨日，记者从通州
区创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区第一季度
工作调度会获悉，25项创建任务已完成 6项，
其他19项正在有序推进中。

今年 3 月份，通州区启动国家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区、市）创建工作。今
年年底前，完成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客运服
务、货运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三大方面，涉
及道路建设、客货邮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
共 25 项重点任务，并明确各单位完成时
限。截至目前，创建工作已开展一个多月，
其中 6 项任务已顺利完成，包括：京哈高速
加宽改造具备通车条件、文旅区内部道路
曹园东路、曹园南街西等建设完成、公路优
良中等路率达 92%、制定并落实“路长制”
工作方案、推进“农村公路管理巡检系统”、
在事故多发点段建立 104 个农村交通安全
劝导站。

在提升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水平方
面：今年年底前，有效“缝合”副中心城市空
间，推进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桥梁工程累计

完成 70%。截至目前，总体工程累计完成
40.1%，现已基本完成集体土地拆迁，并已启
动国有土地拆迁工作；正在办理10KV输电高
压改移方案批复手续；树木伐移施工完成
85%，桥梁工程累计完成 32%，盾构累计掘进
完成41%。

同时，优化城市副中心内外部交通联系，
构建“四网融合”的交通枢纽，统筹推进建设
副中心站、环球影城北、东夏园、通马路4个交
通枢纽。目前，副中心站已取得设计方案审
查意见、“多规合一”初审意见，正在完善初步
设计方案；通马路、环北枢纽正在进行土护降
施工，其中通马路枢纽工程土方开挖完成
80%、观测井完成 100%，环北交通枢纽工程土
方开挖 20%，护壁桩完成 52%，两个枢纽均上
报“多规合一”会商计划，并启动施工、监理招
标等前期工作；文旅区公交中心站正在开展
装饰装修工程、小市政工程及办理土地划拨
决定书，东小营和施园两个公交场站现已
完工。

今年 9 月底前，优化“公交线网结构”，

新开或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8 条以上，实现大
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环球影
城等重点景区旅游服务功能覆盖。目前，区
交通局已累计调整专 182 路、T112 路、T115

路、专 88 路、552 路、675 路公交线路共计 6
条。加强农村客运基础设施建设、维护与管
理，推进不少于 30 座城乡公交候车亭标准
化改造。（下转 2版）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区25项创建任务已完成6项
城市副中心年底前有效“缝合”城市空间

京哈高速公路西起东四环横穿副中心京哈高速公路西起东四环横穿副中心，，连接多个乡镇连接多个乡镇，，并与东六环并与东六环、、首都环线高速接驳首都环线高速接驳。。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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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城已成为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环球影城已成为北京文化旅游新地标。。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