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近
日，市台办举办理论学习读书
班，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主题，采
取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学习，为全
办开展主题教育发挥了示范带
动作用。

学原著读原文，市台办为每
位同志配发了 4 本必读、4 本选
读和 2本岗位必读理论著作，编
纂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对台工作
重要论述参考资料，集中时间、
固定地点，采取领导领学、个人
自学等方式，静下心来读原著学
原文，全面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
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深刻感
悟思想伟力。

同时开展专题辅导，邀请中
央党校教授杨玉成作“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专题辅导报告，引导广大
党员干部进一步体会这一重要
思想的创立过程、主要内容、历
史地位以及蕴含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进一步夯实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思想根基。
此外，市台办组织全办党

员干部赴蒙藏学校参观“中华
一脉 同心筑梦——中国共产
党民族工作光辉历程和伟大
成就主题展”，在党的百年民
族工作辉煌成就中，深刻感悟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实
践力量。

开展调查研究，持续开展市
台办“每人一题”调研活动，领导
班子成员认领重点调研课题，各
处室（中心）确定专项调研课题，
其他干部结合工作和学习确定
各自调研题目。4 月 21 日，领
导班子结合理论学习，带队赴
北京大学开展首都高校对台
工作调研，为大兴调查研究工
作开好局、起好头。

深入研讨交流，围绕“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首都对台
工作高质量发展”，班子成员联
系自身实际，谈心得、谈体会，相
互交流、相互启发、共同提高，并
结合学习体会，分别到所在支部
指导开展研讨交流，引导理论学
习走深走实。

市台办举办理论学习读书班市台办举办理论学习读书班

本报讯（记者 赵鹏）北京国际电影
节第二届元宇宙电影论坛近日落下帷
幕。此次数字化论坛场景由副中心元
宇宙企业山魈映画搭建而成，与传统
会议式论坛不同，科幻作家刘慈欣、知
名导演唐季礼等业界重量级嘉宾及学
者相继进入数实融合的“沉浸式数字
元宇宙电影论坛空间”，展开别具一格
的跨时空演讲。

山魈映画副总经理陆妮表示，元宇
宙与影视行业有深厚渊源，人们对抽

象“元宇宙”概念的最初具象感知就来
自于科幻电影。而且，电影是艺术和
科技相结合的产物，每次科技变革都
在推动电影创新发展。由元宇宙整合
多种新技术产生的新型数实融合的互
联网应用和社会形态，将逐步改变观
众的观影经验，激发艺术创造，推动影
视行业发展，进而影响大众的文化娱
乐生活。

据悉，为了更好地支持副中心文旅
产业发展，山魈映画今年推出了助力

文旅数字化升级的创新实践合作，以
元宇宙数实融合交互技术助力各文旅
单位在元宇宙里创造文化“新高地”。
今年山魈映画还将携手行业伙伴，助
力元宇宙优质数字内容制作，力争在
大运河 IP等元宇宙与文旅相结合领域
有所突破。

论坛由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通
州区委宣传部、通州区科委、山魈映画
等主办，与会嘉宾围绕元宇宙对数字
影视技术的发展方向，以及对人类社

会文化、经济、生活、娱乐等方面的影
响，分享探索数字大观。

论坛开场演讲嘉宾《三体》作者——
科幻作家刘慈欣呼吁大家要利用好数
字时代和元宇宙带来的机遇。他表
示，数字化影视内容的制作，是想象力
实现视觉化的强助力。关于元宇宙，
导演唐季礼认为，在高科技数字时代，
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为电影人的创作带
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使讲故事有了
更多的可能。

元宇宙电影论坛“沉浸”数字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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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北京名城保护大事记发布

八里桥完成主体修缮等入选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2022 年是北

京成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40周年。
近日，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和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

《2022 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大事
记》，收录了 2022年名城保护领域的 118
个重点事件。北海公园漪澜堂建筑群修
缮完成、近600岁八里桥完成主体修缮等
入选。

漪澜堂古建筑群位于北海公园琼华岛
北侧，始建于清乾隆十六年，是北海造园史
的重要见证。1959年仿膳饭庄迁入，将此
地作为餐饮经营场所使用。2016年，北海
公园与仿膳饭庄达成协议，完成漪澜堂古
建筑群的腾退工作，并于2019年底开始对
建筑群整体修缮。去年4月，漪澜堂建筑群
修缮工程竣工，共完成了38座、总建筑面积
3904.8平方米的古建筑修缮，并向公众全
方位展示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园林价
值，在保护老城整体风貌、传承文化价值等
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昌平区，依托回龙观街道玉光寺
文物资源开办的“寺锦·回龙观城市会客
厅”，于去年 7 月正式揭开面纱，被评为
2022北京新晋网红打卡地。据悉，自对外
开放以来，这里已经举办了露天音乐会、
古寺茶约、听筝读诗等70余场精彩活动，
有近3万人走进“寺锦”，感受它古朴与现

代并存、雅致和新潮碰撞的别样风格。
2022 年度，一系列重要的名城保护

名录、保护条例、管理办法等相继公布。
去年 3月，《首都功能核心区传统地名保
护名录（街巷胡同 第一批）》公布，也是
2021年 3月 1日新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后公布的首个保护

名录。当月，北京市历史建筑挂牌保护
工作也全面开展。

去年 12 月 27 日，《北京中轴线保护
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公布，于今
年 1月 28日实施。北京还将结合遗产特
点定制覆盖全要素的保护管理措施，使
中轴线遗产保护区域内外形成良性互

动，促进历史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梳理形成的

名城保护大事记，有助于公众进一步了
解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推动全
社会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北京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擦亮中华文明

“金名片”。

北京首个大葱全程机械化种植落地马驹桥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从过去的人

工苦力作业，到现在的耕种收“一条龙”，
首都大葱生产迎来质变。立夏当天，马
驹桥镇柏福村 10 台套农机具上岗，涵
盖了大葱种植整个生长期所需的主要
机械设备，作业效率最高达人工作业 20
倍，在北京率先实现大葱大田全程机械
化种植。

清风徐徐、云卷云舒，与以往众多农
户一起忙碌的场景不同，在柏福村空空
荡荡的农田里，一台北斗无人驾驶拖拉
机轰鸣而过，经过处，土地开沟起垄；托
载着12个大葱苗盘的全自动移栽机紧随
其后，农机手挺直腰板操纵移栽机行走，
驶过之处，田垄间便插种上了整齐笔直
的秧苗。

“今年，我们引进全程机械化种植服
务管理模式，计划种植大葱240亩。每穴

三粒种子，每个苗盘 660 棵苗，每亩地
2500 株苗，真正实现标准化。”马驹桥镇
农办负责人刘琪说。

大葱属于经济作物，生产周期四个
月，是百姓餐桌上最重要的调味品，也是
农户增收的重要农产品。然而，传统的
种葱方式需要人工起垄、插秧、培土，耗
时耗力。引进无人驾驶打垄机和自动移
栽机等智能化农业设备服务，能实现大
葱起垄、移栽、培土、收获全程机械化、智
能化作业。

“以前农民两个人平均一天才能移
栽一亩地，现在通过机械化移栽，一台机
器一小时就能栽一亩地。”山东沃华农业
科技股份公司执行总裁、首席技术官刘
凯介绍，比起人力，机械能在作业期间更
稳定地“输出”，对于分毫的把握更稳定
和恰到好处。“现在的种子价格不便宜，

人工播种不好把握均匀度和播种深浅，
造成大葱粗细不一、品质不一，移栽机更
能降低生产投入和效率。”应用机械化生
产模式后，亩产大葱可达 1.5万斤，240亩
地可为北京市场提供360万斤大葱，成本
比传统种植降低 20%左右，产量则提高
20%到30%，节本增效效果明显。

机械化生产可大大降低劳动生产强
度，提高生产效率。农业农村部《“十四
五”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和《北京
市 农 业 机 械 化 提 升 行 动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年）》都提出，到2025年，农作
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75%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农机管理处副处长崔皓介
绍，结合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特点，要保
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就要进
一步提高农机田间作业效率和作业质
量，智能化机械化的生产是必经之路。

在劳动力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农忙时
节请工难、用工贵的问题凸显，要保持蔬
菜产业快速发展，更好地服务于首都菜
篮子，农业机械化技术必须发挥重要的
支撑作用，加快推进“机器”代替人工作
业，促进蔬菜生产全程机械化，这是未来
农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也是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

把土地变绿色工厂，让农民成产业
工人，马驹桥镇柏福村实现大葱全程机
械化种植只是个开始。“通过社会化服
务，由来自山东的专业化企业对大葱
的主要关键环节进行托管，通过农机
农艺相结合，把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先
进的现代农业技术有机衔接，将为京
郊蔬菜种植尤其是大葱全程机械化种
植贡献经验。”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
员姚杰章说。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今日
至 14 日，各区陆续开始办理回户
籍所在地和家庭实际居住地参加
小学升初中的申请。满足条件的
学生需向毕业学校提出申请，签
字确认后通过平台审核。记者梳
理发现，各区对跨区小升初的学
生资格都有严格规定。

通州区明确，回户口所在区
或到家庭实际居住地所在区升入
初中的小学毕业生，须在规定时
间内办理手续。本市户籍的小学
毕业生，根据学生人数、学校分
布、学校规模等因素，按就近原
则，采用分配入学的办法升入初
中；为缓解局部地区入学压力，该
区部分初中实施部分招生计划派
位录取的入学方式。值得注意的
是，2023年 5月 1日之后在该区购
买房产并用于申请入学的，实施
多校划片，不再对应一所学校。

西城区明确，本市外区小学
六年级应届毕业生回该区初中入
学，法定监护人应在该区具有独
立产权房，学生和法定监护人（父
母至少一方）均为该区个人居民
户籍；外省市小学六年级应届毕
业生回该区初中入学，应实际居
住在该区，学生和法定监护人（父
母至少一方）均为该区户籍。东
城区提出，回该区升初中的小学
毕业生须具有该区户籍及该区房
屋产权证（法定监护人持有）。

选择回海淀区小升初的学
生，以户口所在地为依据升学的，
应提供学生全家海淀区户口簿，

全家户口须在同一户口簿上，且
与户主是亲属关系；学生全家为
海淀区集体户口，需集体户口簿
首页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父母
页、学生本人页。以监护人合法
住宅类房产所在地为依据升学
的，学生的法定监护人应提供独
立拥有海淀区合法住宅类产权房
的《房屋所有权证书》或《不动产
权证书》，学生与父母亲子关系证
明（《出生医学证明》等），学生北
京市户口簿首页和本人页。

回朝阳区小升初的学生，应
提交全家户口簿（含学生本人页、
户口本首页、户主页、父母页）；出
生证明；家庭实际居住地证明，即
凭学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含学
生本人）的房屋所有权证或不动
产权证书。按本市户籍对待的学
生须同时提交相关按京户对待类
材料。回丰台区小升初的学生，
应具有该区的户籍或随父母（或
其他法定监护人）实际居住在该
区，需提供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
人的房屋产权材料。

石景山区提出，以毕业生户
口所在地为升学依据，需提供毕
业生本人在该区的户口簿，若为
集体户口需复印首页并加盖单位
公章、同时提供该区的住房证明
（租房合同或房屋产权证明）；以
毕业生家庭实际居住地为升学依
据，需提供全家户口薄（毕业生为
北京市户口），法定监护人（父母）
名下石景山区房屋产权证和《出
生医学证明》。

跨区小升初今日开始办理跨区小升初今日开始办理

到了晚间，北京环球城市大道
各家商铺迎来了最忙的时候，操着
天南海北口音的游客结束了一天
的行程，又来到了餐厅、纪念品商
店或电影院，久久不愿离去。

晚 7时，全聚德环球城市大道
店前已经排起了长队，等位要半个
小时左右。“北京环球度假区刚开
园时，店里的人气儿都没现在火！”
门店总经理徐金宝连连感慨，由于
外地游客激增，这个“五一”他度过
了近年来最繁忙的节假日，门店屡
创开店以来的单日销售额纪录，单
日客流比平时的周末多了一倍。

伴随着庞大客流的涌入，北京
环球度假区对周边生活服务产业

起到了消费带动作用，酒店民宿、
餐饮外卖、出租车网约车、按摩推
拿等成为增长明显的品类。

离园区虽然有 20 分钟的车
程，但北京通州北投希尔顿酒店在
这个“五一”入住率超九成，多数都
是外地游客。很多游客会在酒店
多住一晚，除了去北京环球度假
区，还会选择到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西海子公园等景区游玩，城市
副中心的特色文旅资源正吸引更
多游客的目光。

在距离园区 10分钟车程的张
家湾皇家新村，多家民宿“五一”假
期的客房也是提前十天就被预订
一空。

（上接 1版） 周边生活服务业升温

据市文旅局披露，今年“五一”
假期，本市旅游总收入134.6亿元，
同比增长 752.3%，按可比口径比
2019 年增长 13.9%。主题公园经
济日渐成为拉动文旅产业的重要
力量，北京环球影城在假期第二日
即创下开园以来单日接待入园人
数的最高峰，带动本市主题公园再
度掀起热潮。

官方数据印证了园区强大的
经济拉动效应：在北京环球度假区
的有力带动下，2021 年通州区规
模以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收入同
比增长 367.4%，2022 年这一数字
为同比增长60%。

中青旅遨游科技董事长韩杰
认为，北京环球度假区对北京旅

游消费升级有着显著的拉动作
用，不仅带动酒店、餐饮、交通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主题公园的建
设和运营还涉及建筑、设计、广
告、文创等多个领域，这些行业
的发展都会带来新的就业机会
和经济增长点。

从主题公园的长期运营来看，
需要打造更多常来常新、吸引游客
重游的体验项目，并激发产生二次
消费的增长空间。北京商业经济
学会会长王成荣建议，园区周边需
在规划中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发展
餐饮、娱乐、演艺等多种产业，相关
部门可在人才引进、金融、税收等
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更好地对周边
产业进行培育。

拉动北京旅游消费升级

北京环球度假区溢出效应扩大老号新生 消费磁石
本报记者 杨天悦

传承百年的金字招牌和品质精良
的手作产品诉说着浓厚的历史底蕴，精
美的环境装修则满足年轻人拍照“出
片”的需求。“五一”小长假中，代表“北
京符号”的老字号用颇具新意“潮”店勾
起了年轻人的兴趣。

以兴趣为磁石，自然拉动了消费。
呼应新一代年轻人日渐增强的文化自
信，京城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品牌左手愈
发彰显出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右手营
造出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

老字号潮店成热门打卡地

小长假最后一天下午 5点，位于东
四北大街的北京稻香村零号店外照例
排着队。为了给相邻的洗衣店让出门
口的空地，队伍从中间断开，又在十米
开外续了起来。

“看小红书推荐过来的，已经提前
做好了排长队的心理准备。”和朋友一
起来北京旅游的小吴笑着说。店门口，
一位大哥两只手分别拎着五六盒点心，
如释重负地走了出来，“这是我排了一
个多小时才买上的！”

实际上，这样的火爆场面已经持续
了好几个月。“周末至少得排一小时起
步，到了晚上 8点打烊的时候柜台里基
本都空了，还老有人非要进来看看，把
剩下能买的都买走。”面对消费者的热
情，店员早已经见怪不怪。

去年春节前，这家销售新中式糕点
的老字号店铺成了附近的热门“打卡
地”。包含兔子外形的“福兔菓”、粉色
和绿色搭配的“迎春绣球”等精美糕点
的“福兔献瑞”礼盒，以及狮子门墩、龙
头门环、胡同门牌等胡同系列点心，成

为许多在京工作上学的人群眼中颇具
有京味儿特色的返乡伴手礼。

临时限购，对于零号店都不稀奇。
幸运的小吴买好 3盒点心，又带走两只
枣花酥造型的抱枕：“老字号走可爱路
线，这么火也是应该。”

顺着东四北大街一路向北，吴裕泰
古朴的门柱、雕花的石墩前，不少打扮时
髦的年轻人在排着长队。店里员工都已
适应这样的排队场景。3月以来天气转
暖，顾客明显一天比一天多，他们从口音
就能听出来其中许多都是外地游客。

“抹茶冰淇淋是每个美食攻略都会
提到的，必须买两个尝尝。”10分钟后，
几名年轻游客举着抹茶和茉莉花茶冰
淇淋甜筒在老匾下拍起照片：“还是手
机吃第一口。”

过去几年，北京许多老字号、老品
牌集中发力创新转型，受到市民游客的
热捧。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相关的“种
草”笔记和讨论层出不穷，尤其对于年
轻一代的消费者来说，来北京逛老字号

“潮”店逐渐成为“标配”。

“金字招牌”创新转型博眼球

在许多市民游客心目中，老字号固
然是代表老北京的“金字招牌”，但老式
产品和当下年轻消费者的兴趣点并不太
对路。随着守正创新的老字号品牌相继
开出“潮”店，将历史底蕴融入进时尚潮
流的外壳，成功在高度同质化的市场中
独树一帜，收获了一大批年轻“粉丝”。

“来北京千万不要错过的冰淇淋！”
“今天你朋克养生了吗？”“北京旅游最好
的伴手礼”“如果到了王府井，这几家店
一定要去看看”……打开小红书，吴裕

泰、同仁堂知嘛健康、北京稻香村零号店
等各家老字号“潮”店的探店和打卡笔记
都有不少，人们热衷于交流讨论少排队
甚至代购的经验，夸张的标题配上好看
的照片吸引成千上万的用户点赞收藏。

不过，这些老字号“潮”店开业之初
并未想过进行网络营销，更没想到能一
炮走红。“烘焙行业竞争太激烈了，我们
想要守正创新，做的也是‘打持久战’的
准备。”北京稻香村零号店店长刘顺坦
言，新店的热度出乎所有人意料。“当时
还担心人们只是图一时新鲜，没想到能
一直这么火。”据其透露，“五一”小长假
期间，单日最高销售额达到近50万元。

2018年底，知嘛健康双井店开业后
迅速成为火遍社交平台的“网红打卡地”，
尤其到了周末，整个门店里挤满了买咖啡
拍照的年轻消费者。当时的店长坦言热
度出乎意料：“为了让更多消费者能有地
方坐，我们特意把大厅装饰立柱了增加桌
椅，即便这样还不太够用。”

老字号的金字招牌为这些“潮”店加
上了一层滤镜，而能让他们在社交平台
上经久不衰的，还在于产品本身的品质
和所承载的文化。“老字号+国潮”既是传
统手艺和现代审美的结合，也逐渐成为
活跃首都文旅消费市场的“排头兵”。

“宝藏店铺”磁力需延续

市场的广泛认可让老字号们始料未
及，知嘛健康、北平制冰厂、北京稻香村
零号店等老字号“潮”牌都在积极拓展连
锁店，吴裕泰也有更多门店开售冰淇淋
和新茶饮。不过，并不是每家连锁店都
能很好地复制初代“潮”店的网红效应。

同仁堂知嘛健康双井店一炮走红

后，又陆续在蓝色港湾、王府井 apm 等
商圈开出分店，但这些门店的人气始终
无法与老店比肩。

同样的状况也出现在北平制冰
厂。2021年夏，老字号北冰洋的全新体
验店“北平制冰厂”在海淀区花园北路
开出首店，凭借憨萌可爱的冰冰熊和多
款新式饮品，迅速成为红极一时的“网
红打卡地”。发展至今，北平制冰厂已
经在北京开出近10家门店，但热度都有
所下降。假期最后一天下午 5点，北平
制冰厂旗舰店里曾经会排出几十人长
队的柜台前只有 4组顾客在结账买单。
店里也减少了一组摆放现制面包的玻
璃柜台，改成摆放面包、饼干等预包装
食品的货架。

背靠“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凭借
创新转型的噱头博得广泛关注后，这
些新品牌如何将“网红”效应转变成

“长红”的生存优势，在竞争激烈的市
场站稳脚跟？

在业内人士看来，大国崛起的新时
代国潮强势复兴，年轻人的文化自信逐
渐增强，正是老字号在新时代崛起的良
好契机。作为传承百年的老字号品牌，
除了延续文化底蕴，更要肩负起延续文
化底蕴、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和担当。

“食品背后承载着传统文化。”北京
稻香村相关负责人认为，新时代的老字
号既要承袭传统饮食文化，也要不断融
入新技术对老食品进行升级改造，并且
在营销渠道方面精进开拓、融入年轻消
费者的日常生活。“这样才能在新时代
彰显传统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为老字
号的金字招牌增砖添瓦，保持品牌的鲜
活力，打开百年老字号多元化发展的新
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