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曲经纬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京津冀重
大工程。在大厂南部，占地 3 平方公里
的项目基地塔吊林立、机声隆隆，400多
名工人正热火朝天地加紧作业。这是大
厂首个文康旅复合项目——域见未来健
康文化旅游产业园，由戏剧主题文旅度
假封闭景区和大型全龄化颐养社区两大
板块构成，该产业园将承接以国家级艺
术院团为代表的文化产业疏解，成为环
京文旅圈又一文化地标。其中，戏剧文
化生活体验中心将于7月“首发”亮相。

域见未来健康文化旅游产业园（大
厂）项目总投资 300亿元，规划建设用地
约3平方公里，核心区占地面积1.24平方
公里，计划投资 145亿元，计划建设周期
12年，项目距北京城市副中心和环球影城
约20公里。域见未来健康文化旅游产业
园（大厂）将以戏剧文化为主题，融合文
旅、康养产业，规划“戏剧文旅、健康颐养、
亲子农旅”三大功能，打造集文化、体验、
休闲于一体的戏剧特色文化综合体。核
心区主要打造戏剧文旅和健康颐养。

其中戏剧主题文旅度假景区规划占
地 530亩，期间布局豫剧、评剧、京戏、徽
班、越剧五大主题驿馆区，建设德和剧
场、水剧场、翠岛戏园、百戏街等十二类

核心文艺景点，囊括“沉浸式剧场”“黑箱
剧场”“音效体验馆”等创新场所，将传统
戏剧与现代舞台手段融合，“真情实景”
还原百味、百态剧目；还将通过搭建演
艺、交流、创新、孵化、产业服务平台，推
动传统戏剧与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
等作品实现跨界融合。

据了解，去年 12月，项目启动区 220
亩地已开工，包括文旅度假景区一期，颐
养社区一期，安置社区以及“沉浸式体验
中心”。作为戏剧主题文旅度假景区的标
志性景观，“沉浸式体验中心”将于今年7
月率先亮相，它也是中国首个沉浸式戏剧
文化生活体验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4600

平方米，内设戏曲茶楼、戏剧剧场、戏剧研
究中心等，为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新中
式建筑。“我们把沉浸式作为体验中心的
最大亮点，能让人身临其境地参与到整个
戏剧中，而不是简单参观。4月中旬体验
中心已经封顶，目前正在进行外装饰工程
进场施工、屋面防水、外立面砌筑。工人
现在一周两轮核酸，保质保量抢工期，确
保7月按时亮相。”项目负责人王欣勇说。

项目建成后，将利用大厂北京城市
副中心后花园、京津冀一体化枢纽区位
以及环渤海经济圈辐射中心的优势，预
计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拓宽环京地区
文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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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记者从区
国资委获悉，城市副中心近日发布《北
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减免
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房屋租
金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城市副中心将给予承租机关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房屋的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6个月房租减免。

为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
难关、恢复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委在今年2月份印发271号文件，提出
43条助企纾困措施。其中在租金减免
方面提出“2022 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
险地区所在的县级行政区域内的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
屋，2022年减免 6个月租金，其他地区
减免3个月租金”等政策措施。城市副
中心积极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并紧密
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订印发《通知》
作为国有房屋租金减免工作实施
细则。

《通知》包括7部分内容，明确了减
免对象、减免要求、减免方式、减免流
程、支持措施等政策要点。同时，为便
于承租方全面了解政策流程，便捷高
效推进减免工作，《通知》另附《操作指
引》，对减免条件、减免标准、减免流
程、申报材料、咨询渠道等进行了详细
说明。

《通知》适用对象为在京注册或在
京纳税并承租本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
和国有企业（包括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业、国有实际控制企业）京内国有房屋
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以
下简称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可通过
查询国家小微企业名录或提供相应证
明材料进行认定。

2022年，被列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区的国有房屋，
根据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减免 2022年 6个月租金，
其他地区减免3个月租金。承租方2022年内实际租期不满一
年的，根据实际租期按比例享受减免。通州区部分街道乡镇
自 2022年 5月起已被定为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因此需要进行
减免 6个月租金工作。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可采取免收、退还
等方式减免租金。经双方协商一致，也可按照减免标准采取
免费延长合同租期等其他方式实施。

租金减免工作流程包括告知、申请、受理、减免 4 个环
节。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应主动将政策告知承租方，服务业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也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等网站查询
减免租金的《操作指引》，如果符合相关条件，即可向出租
方提出减免申请。出租方要及时受理并告知审核结果，履
行决策程序后与相关方签订协议。减免流程及所需材料
等详见《操作指引》。

对于存在转租情形的房屋，如最终承租方属于减免对象
的，则转租方不享受减免，并应将国有单位减免的租金全部落
实到最终承租方。国有出租单位应通过与转租方、最终承租
方共同签订减免协议等方式，要求转租方将所减免租金全部
减免至最终承租方。对转租方无故截留减免租金或拒不配合
减免工作的，国有房屋出租单位可在减免协议中约定采取将
其列入国有房屋租赁“黑名单”、对其行为予以曝光、提前解除
租赁合同等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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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田兆玉

5月，北京初夏，绿意盎然。
于家务集体林场里，带着露珠的 3

万斤生菜刚刚被一家蔬菜公司收走。
“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扣除人工成本预
计收成能有3.8万元。”林场种植地块负
责人陈学永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不远处的洋葱长势良好，再过一个多月
也将进入采收期。

林地面积不减少、森林生态系统质
量稳步提升，于家务集体林场“借绿生
金”，正在全面开启创业新模式。“林药、
林花、林蔬、林菌、林草”，通过发展林下
经济，去年这里先后种下80余种花卉、
蔬菜和中药药材，大大提升集体生态林
的多重效益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持续
推动集体生态林资源转化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绿色资本，实现生态美、百姓富
的双向奔现。

清晨的阳光洒落在枣林村生态林里。
57 岁的村民庞树青悠闲散步，享受绿意。

“树多、清净、空气好，我几乎天天都来，锻
炼身体之余，还能听听鸟叫、看看绿色，心
情特别舒畅。”更让庞树青惊喜的是，小时
候村子周边常出没的野鸡、野兔子、刺猬，
现在也时常能见到，“环境好了，小动物们
都回来了。”

不远处的生态林里，穿着养护工作服的
陈学永正带着小组的几名队员每日巡检。
陈学永是渠头村村民，今年56岁。集体林场
正式建成后，他和一些赋闲在家的村民纷纷
报名，从农民变成了集体林场的养护工人，

“咱们现在是新型林场。”说起现在的工作，
老陈一脸自豪。

什么是新型林场？于家务乡集体林场
相关负责人赵丽芳解释，新型集体林场是在
集体林权“三权分置”基础上，由当地政府主
导，当地集体企业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
成立，开展集体生态林建设、管理、保护和可
持续利用的集体所有制新型林业经营主
体。其主要职责包括严格保护森林资源、科
学经营森林资源、适度利用绿色资源、组织

农民绿色就业。
在于家务乡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20

年6月，于家务乡集体林场开始筹建，2021年1
月正式运营，目前管护面积为15261.87亩，乡
内生态林养护全部由集体林场接管。

林场486名养护工人，九成来自附近村。
“离家近，工作环境好，每月还能拿工资，挺知
足的。”陈学永笑着说。因为工作认真出色，
他已从普通工人被提拔为地块负责人。

“保护好、经营好集体生态林是第一要
务，我们在确保林地面积不减少、森林生态
系统质量稳步提升的同时，促进农民绿色就
业、绿岗增收。”赵丽芳表示。

探路

错落种植打造微型生态景观群

在保证林地树木正常养护的情况下，于家
务乡集体林场有了大胆的“创业计划”。2021
年，这里因地制宜，发挥自身优势，开启了“一期
示范、二期扩展、三期全覆盖”的“三步走”。一
期计划先以375亩地作为试验地块，通过“林药、
林花、林蔬、林菌、林草”，打造一块林下种植、养

殖的综合示范地块。
眼下，枣林村附近的生态林地里，浓淡

相宜的牡丹、芍药竞相开放，各种花卉、蔬
菜、草菌等植物高低错落，形成了微型生态
景观群。赵丽芳指向不远处介绍：“最高的
是李子树，然后是玉兰、红枫、金叶复叶槭、
白蜡、五角枫、白皮松、对节白蜡，中间层包
括造型松、锦带、海棠、黄杨球、忍冬，再矮一
些的有月季、牡丹、芍药、水蜡、八宝景天，石
竹、肾型草等则几乎贴地生长。仅这一小
片，植物就多达20种。”

放眼望去，颜色分明的花草绿树，形成一
幅生动的生态油画。不仅美观，各类植物与高
大的生态林之间，还形成了“生态循环模式”。

“以前林地里除了树就是草，种上林下

经济作物后，精细化照料的同时，也对生态
林起到二次养护的作用。在挑选植物时，我
们特意按照高低不同的层次来种植，喜阴的
植物栽在茂密的林子里，树林稀松的地方就
栽种需要更多光照的作物。”赵丽芳说，掉落
的树叶、花瓣以及生态林里小动物的粪便起
到肥料的作用，植物又为小动物提供了家和
食物，生态循环起来，也让林子更加活起来。

当然，林下经济作物选择也非常讲究，前
期调研、现场考查、外出取经一样都不能少，林
场还专门化验分析了试验地块的土壤和水质。
赵丽芳解释道：“首先要保证林地树木正常持续
生长。而后，林下植物种类及种植位置的选取、
林地整理、种植技术等，还需要专业指导，最终
确定更适合的林下经济作物。”（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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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陈
钊 李俊毅 高志华）日前，位于北京市
昌平区沙河镇的北京工电大修段沙河
焊轨基地流水线上，一台焊机通过电
阻焊逐渐加热，瞬时 1000℃以上的高
温，将 2 根 100 米钢轨逐渐“融为一
体”，这也标志着京唐铁路焊轨生产进
入最后冲刺阶段。基地党总支书记杨
红军介绍：“这是我们为京唐铁路焊接
的最后一部分钢轨，京唐铁路焊轨胜
利在望！”

操作间内，“90后”焊机操作手杨
宇，左手快速擦去额头上细密的汗珠，
右手打开焊机舱门查看钢轨焊接状态，
只见两根钢轨的焊缝处“烧”得火红。
杨宇确认无误后，启动传送辊道，第 3
根钢轨也要在这里进行焊接，直到5根
100米母材焊接成500米长钢轨。

杨宇就是唐山人，每当想到自己
的工作是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他便
不敢懈怠。杨宇说：“原来回一趟老家
需要四五个小时，等京唐铁路开通后，
回家就快多喽！想着自己能亲手焊接
回家的‘路’，再苦再累也值得！”

据了解，京唐铁路是时速 350 公
里的高速铁路，接头轨面平直度误差
必须控制在 0.1 毫米至 0.3 毫米之间，
也就是一张 A4 纸的厚度。焊接手们
不敢有丝毫懈怠，坚决不让钢轨带着
问题出厂。该基地共计承担了京唐铁
路 340.1 公里钢轨焊接任务，其中，
2021 年以前陆续完成 268 公里，今年
将完成剩余72.1公里焊接任务，计划5
月中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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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京文旅圈又一文化地标加紧建设

全国首个沉浸式戏剧体验中心7月亮相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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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继续进行
三轮区域核酸筛查

补测人员可预约前往区内三家医院

杜绝病原体“二次污染”

城市副中心守好
生态环境“安全线”

缓解环球主题公园周边交通压力

文旅区9条道路
及管线工程竣工

张家湾镇拆违建绿
靓出乡村高“颜值”

昔日违建变身
百亩油菜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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