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园区外地游客占比过半

北京旅游市场近期持续火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热情地涌入各大景区——除了传统热门景区故宫和八达岭，北京环球度假区也是多
数游客的必打卡之地。多家旅游平台发布的“五一”全国景区热度榜单中，北京环球度假区屡屡上榜。

开园一年多以来，作为文旅新名片的北京环球度假区如同一块磁石，带动北京旅游消费增长，迅速带“火”了周边的生活服务业。在北京
加快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大背景下，如何全面承接并持续扩大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溢出效应”，依然大有文章可做。

北京城市副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心生生机勃发机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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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群琛张群琛 通讯员通讯员 王陆昕王陆昕

色泽艳丽、富丽堂皇的“花中之王”牡丹，已有上千年的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历史。唐代刘禹锡写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
动京城”的诗句，世人对于牡丹的喜爱可见一斑。

2023北京牡丹文化节期间，位于城市副中心漷县镇的运河牡丹园作为北京地区的九大展区之一，游人如织。然而很多人不知道
的是，千年前的辽代，就是在漷县镇绽放出了北京的第一株牡丹花。这也与我们之前介绍过的捺钵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万亩花海种植牡丹、芍药等十余万株

在牡丹园东北侧，一朵朵黄色的牡丹娇艳绽放，花开正盛，花朵直径足有
成年人手掌大小。这种名为海王的牡丹，被漷县集体林场的工作人员称作

“牡丹花王”。
照顾“花王”可不容易，工作人员介绍，牡丹花瓣怕水，如果长时间被水淋，

花瓣很快就蔫了。“园内时刻关注天气，天气预报有雨，就马上为鲜花套袋。”
前几天，阵雨来临。林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为300多朵鲜花套上袋子。雨

停后，还不能直接摘袋，而是要先小心翼翼地将花袋上的雨水擦干净，再将花袋
摘下。为牡丹花浇水时也要保证水不淋到鲜花上。“我们都是蹲在地上，拿着
水管一点点地洒水，不敢碰到花，希望能尽量拉长花期。”

漷县集体林场场长张大维介绍，近几年，漷县林场围绕大运河文
化带发展和城市副中心特色小镇建设，挖掘、培育、利用好运河生态
文旅资源，探索出林药、林菌、林苗、林花等多种森林复合经营模
式，推出了牡丹籽油、花蕊茶等特色产品，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在反哺
林木管护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的百姓端起了绿色经济的“饭碗”。目
前，林场的万亩花海，除了牡丹、芍药等花卉十余万株以外，还种植了
7200株藤本月季、23000株观赏月季，同时混播了蔷薇、菊类、鸢尾等30余种
耐阴地被植物，以及国槐、柳树、杨树、松树、银杏、白蜡、海棠、碧桃等50余种
乔灌树种，实现了林场三季有花四季常绿的景色。

没有看到牡丹花也不用心急，目前牡丹园中的芍药、玫瑰等花卉正在含
苞待放，再过几天，牡丹园又将变成一片花海。

畅游在牡丹园中的游客也许不知道，其实
早在千年前漷县镇就已有牡丹栽种，而且是有
文字记载以来，北京地区目前最早的牡丹种植
记录。这一切与捺钵文化密不可分。

《辽史·圣宗本纪》记载，统和五年（公元987
年）“三月癸亥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以牡丹遍
赐近臣，欢宴累日”。统和十二年（公元994年）“三
月王申，入长春宫观牡丹。”这是北京种植牡丹最
早的文字记录。据考证，北京的牡丹是宋辽签订

“澶渊之盟”后，由宋使臣从中原腹地带来的。
至于为什么辽帝会首先在长春宫这个行宫

种植牡丹，这要从辽代的政治制度和当地种植
条件来进行分析。在辽代，南京（今北京）东南，
潞县县城（今通州）之南，是一大片的水泊，古
称延芳淀。《辽史·地理志四》于“南京道析津府
漷阴县”条目下记载：“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
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延芳淀位于当时的漷

阴县境内，大体包括今通州张家湾以南，包
括朝阳区东南部、大兴区东部、武清县西

北部。
漷阴县治所在地霍村镇是延芳

淀水域东部的高地。因为辽帝
常去延芳淀进行捺钵和游猎，

霍村镇人口渐多，“居民成
邑”，遂设县以统之。因
地处漷河之南，故县以

“漷阴”为名。同时，还在
此地建有行宫、寺庙、粮仓

等“配套”建筑。其中的天宫

寺，又名长春宫，位于如今的于家务乡西栲栳
垡（今称西垡）村西北角高土岗上。岗占地约
20000平方米，地势南低北高，均高约 10米，建
筑为南向三进院落，依地势而建。

捺钵是古老的契丹语，意思为行宫，即皇
帝行走中的宫殿，是辽代等北方游牧民族形成
的一种政治制度。长春宫是辽帝的行宫，位于
延芳淀的北岸，辽帝在此避暑游猎，也在长春
宫接见群臣，处理朝政，俨然就是皇帝的一个
办公室。而长春宫北靠高岗，南滨水面，岗下
土地多盐碱不宜栽花，岗上土质却因雨水冲刷
略带酸性，刚好可以种植牡丹。

辽代虽由少数民族建立，但是受中原文化
影响，其统治者也非常喜欢牡丹花。辽帝不在
时，天宫寺由一群僧人打理，牡丹也由他们栽
种，据说他们曾在寺内引种培育了数十种牡
丹，每逢花季，香飘数里，享誉京师，很多人慕
名来此上香观花。辽圣宗耶律隆绪（公元
982—1031 年）与母后萧绰共同创造了辽国的
鼎盛，耶律隆绪生前非常喜欢牡丹，即便死后其
位于内蒙古巴林右旗的庆陵墓葬也在多处或工
笔彩绘或刻镌牡丹图案。

元明清以后，牡丹开始在北京地区扩散种
植。1903 年，清朝钦定牡丹为国花，1915 年版

《辞海》载：“我国向以牡丹为国花”。清末，通州
知府训导、通州上店村人戴凤池的诗作《土桥庙
中赏牡丹作》，也记载了在通州张家湾土桥种植
牡丹的盛景。由此可见，清末通州牡丹种植已
经较为普遍。

自从辽代统治者将牡丹花种植在北
京后，历代统治者对于牡丹都有一

种特别的热爱。
元代忽必烈定都北京后，

为美化大都环境，广辟园
囿，且在辽金种植牡丹
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

《大都宫殿考》记载：“（景山）
中为金殿，四外尽植牡丹百余本，

高可五尺。”而《中国宫苑园林史考》
则称：元大内“犀山台在仪天殿
（今中南海）前，位于水中，种植

着木芍药。”并在镇山（今
景山）栽植牡丹，为帝后
嫔妃春季登高、观景、踏

春 、赏 花 的“ 后
苑”。据传忽必烈
曾多次召集文人在
此 举 办“ 牡 丹 诗

会”，“凡为佳
作者，以御酒
赏之”。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曾在皇宫内植
有牡丹。据《明宫史》载：“钦安殿（今故宫御花
园内）之东曰永寿殿，曰观花殿，植牡丹、芍药
甚多。”而众多私家花园中，牡丹也是必不可少
的地植花卉。其中以李园中的牡丹最知名。

清朝定都北京后，也在北京大量种植牡
丹。《宸垣识略》载：“顺治年，长椿寺牡丹高六
七尺，大十五围，时已百余年。”该书还记述
了北京牡丹的分布：“畅春园在南海淀大河
之北……园广十里……园中牡丹多异种，以
绿蝴蝶为最，开时称花海。又云马氏园牡
丹，在右安门外十里草桥……牡丹、芍药栽
如篙麻。圆明园牡丹，始于康熙，乾隆初有牡
丹数百株。”

京南丰台牡丹园、草桥牡丹园是元明两
代皇家“盛种牡丹之地”，清代皇家又于此种
植名花数万余株，不断为宫廷输送牡丹。民
国时期，牡丹一度成为京城的主要花卉，并以
中山公园牡丹知名。自1914年公园创立开始
种植，多来自“牡丹之乡”山东曹州（今菏
泽）。1915年园中建国花台 27座，到 1938年
有32个品种千余株，为京城各园林之冠。

牡丹逐渐开遍京城

假期近十万人走进运河牡丹园

今年的漷县镇“2023北京牡丹文化节·运河牡丹园游园活动”在4月28日
开园，园中牡丹吐蕊，次第开放，美不胜收。现场设有民族乐器演奏、传统舞蹈
等精彩表演，并可体验投壶、蹴鞠等趣味十足的国风运动。游人尽情打卡，乐
在其中。牡丹园门口的非遗集市上，游客还可以把绢花、飞燕、苗绣等精美的
传统手工小物带回家。作为北京牡丹文化节的九大展区之一，“五一”小长假

期间近十万人走进位于漷县镇的运河牡丹园赏花观景。
虽然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运河牡丹园里依旧游人不断。走进运河

牡丹园，浓浓的国潮元素迎面而来。道路两旁，绘有各式图案的油纸伞
及红灯笼组成两面装饰墙，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打卡。

穿过国潮元素满满的装饰墙，成片的牡丹花出现在眼前。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深紫色牡丹花，这个品种叫墨润绝

伦。“深色的牡丹花还是第一次见到。”不少游客一边惊叹，
一边举起手机为牡丹花拍下特写。继续往里走，迎日红、

旭港、鲁粉等牡丹花争相开放。得知这里是2023北京
牡丹文化节的展区之一后，家住在通州甚至是北三县

的居民纷纷带着家人来此欣赏盛开的牡丹花。“牡丹花
期短，再不来看看就要等到明年了。”一位带着孩子来看花

的游客说。
牡丹不仅是国花，而且在中国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的历史

已有上千年，自唐朝起，牡丹就深受民众欢迎。唐朝诗人白居
易在《牡丹芳》中写道“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意

思就是牡丹花从花开到花败只有 20天，短暂的花期可以让一
座城池的人趋之若鹜。目前，漷县镇运河牡丹园中牡丹花的

花期已接近尾声，要欣赏牡丹的天香国色可要抓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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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采路改造工程完工通车
东六环改造工程将进行入地施工重要阶段

本报讯（记者 刘薇）作为东六环改造
的关键节点工程，张采路改造工程历经6个
月的紧张施工，于日前实现完工通车。张
采路通车后，现况六环路车辆将导行至东
侧正在修建的临时道路，东六环改造工程
将进行入地施工的重要阶段。

张采路为何需进行改造？记者了解
到，因原张采路桥墩柱位置、桥梁跨度、桥
梁净空均无法满足东六环改造工程南侧路
基加宽条件，需拆除张采路现况跨线桥，按
照满足六环加宽断面要求在原位复建新桥
梁。同时对新桥两侧张采路、大高力庄路
提高改造以实现与桥梁顺接。

首发集团首发建设公司东六环改造工
程项目管理处项目总经理何历超介绍，张
采路桥上跨六环路，在旧桥拆除过程中，通
过增设交通导行安全设施、增加安全巡视

人员、加大六环路安全巡视频率、制定并演
练安全应急预案等多重安全保障措施，保
证了六环路在5次临时导行期间车辆安全、
顺畅通行。

此外，由于张采路新桥上部结构为 T
梁结构，其中2跨40米T梁上跨六环路，受
场地位置及桥梁角度限制，运输及吊装难
度高。首发集团组织各参建单位制定了切
实可行的交通导行及吊装方案，在保证六
环路行车安全的情况下，安全顺利地完成
了吊装施工。

据了解，张采路恢复原线路通行后，现
况六环路车辆将导行至东侧正在修建的临
时道路，届时京津公路立交节点工程即可
全面具备施工条件。随着盾构隧道段施工
即将收官，东六环改造工程明挖隧道施工
也将同步大面积展开。

张采路改造工程历经张采路改造工程历经66个月的紧张施工个月的紧张施工，，于日前实现完工通车于日前实现完工通车。。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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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桥完成主体修缮等入选
2022年度北京名城保护大事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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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 通讯员
杨佳宁）日前，由中铁上海局施工的
永定河特大桥首段拱肋合龙段吊装
成功。截至目前，永定河特大桥已
基本成型，预计今年 6 月主体结构
完工。

作为京雄高速公路的标志性工
程，永定河特大桥全长 1620 米、主
拱跨径 300 米，不仅是北京连接雄
安新区最为便捷的快速交通走廊，
也是国内首个空间异形拱肋飞燕式
提篮钢箱拱桥，同时还是《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纲要》中“四纵三横”综合
立体网中的重要一纵，对构建京雄
1 小时交通圈、助力京津冀交通一
体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

由于大桥的飞燕式特殊拱桥结
构，桥梁拱肋和主梁均采用钢结构
设计。中铁上海工程局京雄高速钢
结构分部总工程师王迎彬表示，“该
工程预计使用钢材达2.2万吨，超过
3 个埃菲尔铁塔用钢量”。在王迎
彬看来，凭借独特的设计，这座桥未
来一定会成为一座网红桥。能否按
时完工，钢结构制造环节至关重
要。为此，项目部积极开展施工过
程技术攻关，开展基于参数化三维
模型的深化设计技术、空间异形曲
面板单元加工制造技术，确保钢结
构制造环节精准无误。

王迎彬说：“从今年 2 月，我们
就开始了拱肋节段吊装，永定河南
岸和北岸都在同步安装。随着一段
段拱肋吊装完成，项目部开始了首段合龙段安装。受温度、支架
变化等影响，我们在制作时就对合龙段设计了盈余，通过精调实
现完美合龙。”

作为京雄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永定河特大桥一个个节点突
破将为京雄高速贯通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京雄高速北京段
全长27公里，线路整体呈南北走向，北起北京市西南五环，向西
跨越永定河、地铁房山线、京深路后向南转向，跨越六环路后继
续向南延伸到达市界，与京雄高速河北段相接。去年年底，京雄
高速公路（北京段）工程六环至市界段完工通车，京雄高速五环
至六环段将于今年完工通车，实现全线贯通。

永定河特大桥采用飞燕式特殊拱桥结构永定河特大桥采用飞燕式特殊拱桥结构。。通讯员通讯员 杨佳宁杨佳宁//摄摄

副中心科技小院成为思政实践基地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 赵鹏）北京市学

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近日在中国农
业大学西槐庄科技小院揭牌。今后，大学
师生将走进小院开展实践，上好服务乡村
振兴的“大思政课”。今年内，100支高校实
践团队、1000余名师生还将赴全国各地乡
村一线，为建设美丽乡村添一份力。

在西槐庄科技小院，北京高校师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科技
小院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座谈会召开。中国
农大2022级硕士研究生王思远分享在小院
工作的经历：“从产前的技术和品种引进，
到产中的水肥监控，再到产后的销售，我们
参与了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帮助村里提高
经济收入。作为新时代的新青年，要有‘自
找苦吃’的精神，积极投身乡村振兴的实践
当中，把时间花在充满希望的赛道上。”

“看到农大的同学们扎根农业、服务乡
村，努力突破制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中的

‘卡脖子’难题，我深受触动。”清华车辆学
院博士生魏一凡立志，自己也要把“科创”
做在祖国大地上，发挥专业特长，助力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座谈会上，北京农学院果树学副教授
张卿说，科技小院不仅是农业高校师生科
技成果转化的阵地，更是培养高水平创新
型农业人才的平台，要将课堂学习和乡村
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讲深讲透“绿色故事”
中的“红色道理”，“作为一名教师，要积极
投身首都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建设，培
养更多学农爱农、强农兴农的创新人才。”

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张革介绍，科技小院是高校学生将专业所
长与农村发展需求相结合、自觉主动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小院还要承担
起“思政课堂”的使命，引导师生主动到田
间地头、基层一线淬炼本领。

记者了解到，科技小院是建立在农村

生产一线，集农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
才培养于一体的基层科技服务平台，科技
小院由研究生等科技人员驻村工作，“零距
离、零门槛、零费用、零时差”服务于农户及
生产组织为特色，以实现作物高产和资源
高效为目标，致力于引导农民进行高产高
效生产，促进作物高产、资源高效和农民增
收，逐步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和农业经营体
制变革，探索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

西槐庄科技小院位于通州区永乐店镇西
槐庄村，北京市委统战部联合中国农业大学
于2020年11月在该村建立了这一科技小院，
期望通过“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科技创新与
服务体系，帮助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力西槐
庄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目前，西槐庄科技小院由中国农业大学
教授王冲等指导，硕士研究生张晓恬等长期
驻扎在科技小院。科技小院的工作也得到
了当地镇政府和村里的大力支持。围绕着

西槐庄村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
“小院儿专家”们联合村委会等推动乡村产
业规划，提升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质
量，促进农村脱贫，助力乡村振兴。

眼下，西槐庄科技小院已完成对西槐
庄农业生产情况、土壤基础地力情况的调
查，先后引入了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和口感
型番茄京采 6号、甜糯玉米、珍珠牛奶水果
玉米和冰淇淋萝卜等果蔬新品种，推动了
西槐庄村农业生产的发展。“小院儿专家”
们还为西槐庄村引进果蔬新品种提供技术
支撑，并形成一套完整的樱桃番茄种植规
程，提高西槐庄村集体经济发展。

如今，西槐庄村已脱离了只有萝卜的
单一种植模式实现多元化种植，陆续增加
了对西瓜、黄瓜、茴香、香菜、玉米等作物的
种植，后期还将建设智能大棚，做到不间断
监测和互联网控制，并打造互联网销售平
台，提高村庄集体经济收入。

外地游客和多日深度体验游客增加

北京环球度假区溢出效应扩大
本报记者 潘福达

“玩了两个项目，看了三场演出，转
了所有七个景区，人不少，但体验很
棒！”4月30日上午，上海游客胡婧来到
了孩子心心念念的北京环球度假区，一
家人在“功夫熊猫盖世之地”和“小黄人
乐园”停留了最长时间。

市民牛晶晶陪着“五一”来京旅游
的山东老家亲戚，早 6时就来到城市大
道等候安检，9时开园时如愿实现“顶门
冲”，迅速打卡两个项目后开始了排队
之旅。

夜幕降临，被灯光点亮的园区别有
一番韵味。晚 8 时，在哈利·波特的魔
法世界，城堡前欣赏灯光秀的游客越聚
越多，几乎所有人都举起手机录像，点
亮的手机屏幕在夜空下如同一片星星
的海洋。

根据园区近期对游客来源地的调
查数据，随着跨省游快速复苏，截至 4
月初京外地区的游客占比已经达到
一半以上。游客展现了更加积极的
消费意愿：今年以来，北京环球影城
指定 1.5 日门票、2 日联票同比去年销
售增长近 5倍，酒店+门票的套餐产品
增长 228%。在“一日集中式打卡”外，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在园区享受一
个多日沉浸式的假期，以获得深度游
玩的体验。（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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