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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合力，李春增将一百米长的龙头蜈蚣风
筝送上云霄，在碧蓝的天空下，这只特殊的风筝“牛
头鹿角眼如虾”，眼睛还可以随风转动，活灵活现之
余也不失龙的矫健与威严，成为运河上空一抹独具
特色的风景。

在北京风筝界，“老龙头”李春增算得上名人，他
制作的龙头蜈蚣风筝堪称一绝，九龙头风筝在北京
更是独一份，所以人送外号“老龙头”。

走进老李的家，仿佛进入了一个家庭版的风筝
博物馆。客厅墙上，依次摆放着已经完工的龙头、沙
燕儿等传统风筝。一间书房已经被他改造成了工作
室。工作室里除了一张上下铺床，就是一张桌子。
床上摆满了制作风筝时用到的竹子等工具，焊枪、钳
子、锥子、剪刀、针头线脑等工具塞满了这间小屋。
指着床上的鸡毛掸子，老李笑着说：“以前做龙头蜈
蚣风筝还得现买大公鸡，不为吃肉只为要鸡毛来装
饰龙片，后来改买鸡毛掸子，直接拆开来用就行了。”
为了做出好风筝，老李舍得花钱，老伴风趣地说：“那
时候，家里隔三差五就吃鸡。”

每天，老李除了游泳，最大的爱好就是做风筝。
上午，他坐在桌前，戴上眼镜，打开抽屉取出工具，独
享一个人的风筝世界。

制作风筝的工具，很多都是老李DIY的。“买不
着合适的，就自己瞎琢磨。”做龙头蜈蚣风筝时为了
保持平衡，每片龙片都要尽量减小误差，为了让龙
片左右两端相连的线体长度一样，他用废弃的装修
材料制成了“平衡仪”，巧妙地解决了龙片线体长度
问题。

退休后老李才爱上了风筝，北京的大小公园里，
哪儿放风筝的多，他就到哪儿去学、去看。为了做好
风筝，2009年老李曾专门跑去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
参观学习，看见现场参展的龙头蜈蚣风筝，回来的第
二天他就和邻居一起琢磨，三个月后俩人合作的 60
多米龙头蜈蚣风筝，成了当时北京唯一的“龙头蜈
蚣”风筝。

龙头蜈蚣风筝集合了立体风筝和串式风筝的特
色，由手工扎制的立体龙头和许多带有龙桄的腰片
组成，是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作品，也是中国传统民间
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其制作工艺之繁杂、难度之高，
堪称世界风筝之最。

龙头是整个风筝的灵魂，难度甚大，绑扎更是困
难。所有工序都由手工制作完成，完成一个龙头的

创作往往需要一个月之久。老李制作的龙头，需要
120根粗细不一的竹篾，其他还有龙角、龙珠、龙腮、
龙舌等几十个部件，都要分别制作，再经过破竹、定
型、捆扎、裱糊等 17道工序才能完成。他设计制作
的“九龙头”更乃京城一绝。大龙头上又被分别装饰
了8个迷你小龙头，80米的龙头风筝体形庞大，制作
一个九龙头需要三个月的时间，光是摆龙串就得有
十分钟的工夫，放飞过程也需要多人协作。“九龙头”
风筝也经常受邀参加北京市风筝界的重量级活动。

为了让风筝飞得更稳，老李在制作时会根据风
筝的受力和升空观赏的角度对风筝的龙头造型做调
整，整体轮廓更加硬朗，吻短口方、眼睛宽大，甚至可
以随风转动，显得活灵活现，也不失龙的矫健和威
严。为了方便携带，龙须、龙角、龙腮、龙珠等零件都
可以拆卸下来。

这么多年来，风筝达人老李已经从业余选手成
为专业选手，软翅、硬翅、串、板子他都能制作完成，
还多次参加风筝比赛和展览，获奖无数。他已经熟
练掌握了风筝制作的全套流程及扎、糊、绘、放等技
艺。由于痴迷做风筝，李师傅十多年来制作了无数
风筝，既有108片60多米长的龙头蜈蚣风筝，也有巴
掌大小的扎燕。可除了自己收藏参展赠送亲戚朋友
外，老李没有卖过一只。

风筝作为传统文化和体育项目，在北京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普及性高，而今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项目，有着它承载的特殊文化意义。风筝放飞、比
赛交流，不仅能调动人们参与体育健身的积极性、丰
富社区居民业余文化体育生活，还促进了众多风筝
爱好者们互相交流学习。

随着城市副中心大尺度扩绿、增绿、建绿，适合
放风筝的场地越来越多。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居
民踏青、露营、放风筝……尽情享受副中心的美景蓝
天。城市副中心非常重视风筝文化的推广，自 2012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全区风筝比赛，北京国际风筝节
曾连续三届在副中心举行。区风筝协会相关负责人
郑德宽介绍，作为全市各区中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正式注册的风筝协会，通州区无论在龙串风筝、传统
风筝，还是花样盘鹰、软翅硬翅类风筝中，风筝技艺
在全市均名列前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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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风筝协会每年
还会进社区、学校，推广风筝文化，让这项非遗文化
走进更多市民的身边。

本版摄影 常鸣

本报记者 田兆玉

风筝达人老龙头

李师傅在丈量竹篾长度。

李师傅在依据图纸比对竹篾。

李师傅制作风筝的部分工具。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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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多点开花

产业发展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
撑。区投促中心主任吴涛介绍，截至目前，
由区投促中心统筹的累计储备在谈项目
525个，预计投资总额超 1900亿元。“两区”
建设出现崭新局面。“今年新增入库项目超
400个，提前完成全年工作指标，新增预计
投入资金 478亿元，其中库内 250个项目已
注册落地，落地率达 42%，可以看出副中心
已经成为广大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吴涛
表示，副中心招商引资正呈现多点开花的
良好态势，重点围绕六大产业方向招商引
资，累计储备在谈项目中，数字经济类 130
个，现代金融类 83个，先进制造类 72个，商

务服务类 143个，文化旅游类 44个，现代种
业类14个，其他类39个。

企业引得来更留得住

企业引进来，怎么留得住是关键。吴
涛表示，留得住企业需要以政策为“磁
场”。为此，区投促中心持续做好“通八条”
政策兑现工作。自2019年“通八条”实施以
来，区投促中心已连续三年为区内150家重
点企业给予奖励支持，累计发放5亿元扶持
资金。

吴涛透露，今年通过“免申即享”的方
式，将向107家非金融类重点企业兑现扶持
资金 1.86亿元。目前已将扶持资金 1.13亿
元拨付至 78家获奖企业，助力企业在副中

心成长发展。相较往年，今年得到扶持资
金的企业数量大幅增加，对比 2019年的 23
家翻了两番。

除了创新政策，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尤
为重要。在服务企业方面，副中心实施了

“全程代办”和“服务包”服务模式，从工商
注册、税务登记双落地开始，为企业提供全
流程服务，协助了云宙时代、航能绿电等企
业完成落户注册手续。同时整合区级各部
门资源，对重点企业给予上市辅导、政策支
持等服务，为企业上市保驾护航。目前已
有罗克佳华、三峡新能源、中际联合、甘李
药业等重点企业成功上市。

除此之外，区投促中心还聚焦企业需
求，协调解决子女入学、人才落户、职住平
衡等需求，提供落地配套服务，多渠道支

持企业留人、用人。并定期举办“政银企
直通车”产业政策清单解读专题会、企业
家大运河健步行等活动，让企业更直观感
受副中心营商环境，吸引优质资源要素
聚集。

谈及下一步工作，吴涛表示，接下来将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集中对接“高精
尖”企业，大力开展“两区”招商引资工作，
狠抓重点项目落地，全力做好企业服务，全
面落实政策兑现，积极推进“四个一”招商
工作机制，打造一支市场化、专业化、国际
化的招商团队，强化招商中介作用，高规格
开展宣传推介，在区委“三大三强”活动中
勇当先锋，为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投资促进的力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
的城市典范。

今年以来，“两区”建设项目库新增项目超400个，新增预计投入资金478亿元；由区投促中心统筹的已注册招商目标重点企业101
个，注册资金总额35.76亿元；今年“通八条”政策扶持资金已有1.13亿元拨付至78家获奖企业……记者从《副中心会客厅》栏目获悉，今
年以来，城市副中心聚焦“3+1”主导功能，围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制造、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现代种业六大产业，着眼“产业链”
开展专业化招商，对接了一批企业、促成了一批项目落地，为新阶段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城市副中心城市副中心““两区两区””建设今年新增入库项目超建设今年新增入库项目超400400个个
本报记者 刘薇

副中心的桥 座座好风光

桥上看新城
本报实习记者 张佳琪

招商蛇口深度参与北京城市更新

自 1998 年首次落子北京国贸 CBD，
招商蛇口深度参与了北京城市发展及区
域建设，着重打造两大产品系。主要针
对首套改善和再次改善型客户群体，布
局在北京二环和望京等高人气商圈。

“公司深度参与城市更新，北京西铁营
一片平房村就被招商蛇口等 3家地产项目
彻底改变了。”现招商蛇口梨园东小马项目
营销部的马华，彼时刚刚大学毕业，一脚

“踏”入地产巨擘的写字楼，一脚“踏”在拆
平后的村土地上，见证了西南二环菜户营
桥外的西铁营村，告别了低矮的棚户区和

瓦片经济，迈开了城市化的步伐。“毫不夸
张，我亲眼看着守着二环的村民们过上了

‘城里人’的日子。”
当时招商蛇口在此布局的中国玺项目

定位为“城心定制化顶级住宅”，作为企业
产 品 系 中 的 高 端 产 品 ，斩 获 CRE⁃
DAWARD地产设计大奖，迅速成为行业标
杆。该奖项号称行业内“最难获得的大奖”
之一。

“璀璨系”北京首作落子城市副中心

见证国贸CBD的华丽蜕变，2023年招
商蛇口又将视线投向长安街以东，投身城
市副中心的飞速崛起。

上海虹桥璀璨公馆、南京招商璀璨
璟园等是招商蛇口“成就系”中的升级产
品“璀璨系”代表作。这一系列住宅十分
注重颜值，规划紧跟国家战略，打造 15
分钟生活圈。从上海和南京两类产品中
酒店式归家主轴、全龄友好活动区和地
库“星 空 顶 ”等 设 施 来 看 ，主 打 精 致 和
实用。

今 年 ，招 商 蛇 口 开 始 在 北 京 布 局
“璀璨系”，首作就选在了城市副中心文
化旅游区。招商蛇口北京公司营销负
责人王彬透露，本次招商蛇口在京首次
布局“璀璨系”作品，以大运河的人文为
底色，打造契合美好生活期许的“低密
度洋房”。（下转2版）

百年招商局首次布局城市副中心
“璀璨系”落子梨园东小马新楼盘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 通讯
员 刘伟）日前，位于河北省三河
市的北京轨道交通 22 号线河北
段神威大街站，“三河号”盾构机
首件“6 号台车”安全吊装下井，
预计7月15日首台盾构机进行始
发，这标志着北京轨道交通22号
线河北段盾构施工全面展开。
截至目前，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
河北段首先开工的潮白大街站、
神威大街站主体结构已经封顶，
正在为盾构机下场施工开展前
期准备。

据介绍，“三河号”盾构机开
挖直径8.29米，管片外径8米，仅
用4个月时间制造完成并顺利下
线，将由神威大街站始发，完成
燕 郊 站 至 神 威 大 街 站 区 间 约
3949 米的施工任务。此次下线
的“三河号”土压平衡盾构机掘
进将非常高效，研制团队针对工
程地质情况，实现了设备有效应
对结泥饼问题和承压水地层、长
距离细砂、中砾层及圆砾地层等
复杂地质状况及下穿热力管线、
既有京哈铁路、规划的京唐铁路
等重大风险源。

北京轨道交通 22 号线是北
京市首条跨省域的城市轨道交
通线路，西起北京市朝阳区东大
桥，东至平谷新城，途经北京市
朝阳区、北京市通州区、河北省
三河市、北京市平谷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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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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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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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2025
年全线通车。届时，从三河燕郊至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实现 9分
钟通达，到北京中心城区区域最快 29分钟，三河市将融入北京
市半小时轨道交通圈。

今年，三河市将继续全面推进轨道交通 22号线建设，除了
确保潮白大街站和神威大街站完成主体工程，还将开工建设燕
郊站、高楼站、齐心庄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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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外滩”“小苏杭”“北方的维多利

亚港”……这两年，网友对大运河沿岸景
观的“昵称”层出不穷，颇有趣味。

今年 66 岁的赵晋文常带着小孙子
在“小外滩”散步，从东关大桥出发，顺着
栈道一路向南，沿途一座又一座精美别
致的跨河大桥都是好景。赵晋文住在运
河园小区，家门口能望见的桥有很多，它
们千姿百态、韵味十足。

近年来，副中心建设了一大批各具
特色的桥梁，据最新统计，仅横跨大运河
的桥就达到18座。

在京津冀三地之间，大运河宛如一
条绸带，蜿蜒流淌，大运河上各具特色的
桥梁像绸带上的一件件精美刺绣。

副中心的桥越建越多、越扮越美，一
座座桥的变迁里，藏着的是副中心发展
的日新月异。

1979年，一代伟人的深刻思考，决定
了深圳这块土地的命运。同年，招商蛇
口成立，“第一锹土”就铲在改革开放发
源地——深圳前海蛇口工业区，从此正式
开启了中国民族工商企业的世界进程。

1998 年，招商蛇口携招商局大厦落
子北京国贸CBD板块，从此揭开了深耕
北京的序幕。几十年间，这个拥有百年
历史基因的企业，在全国各地布局了“玺
系”“臻系”“璀璨系”等知名地产代表作。

时间来到 2023年 4月 28日，招商蛇
口又以23.2亿元竞得城市副中心梨园东
小马 6009地块，携“璀璨系”新作落子城
市副中心。这是招商蛇口首次布局城市
副中心，为副中心续写“璀璨”时代。

潮白河大桥连京冀

今年5月初，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建设迎
来了主桥北京段 26 号墩和河北段 27 号墩

“交界墩”的同步施工。远远望去，大桥在
河面上连成一体，也连接了两岸的绿意和
喧嚣。待厂通路竣工通车后，从大厂县到
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距离将缩短为约
4公里。

这次京冀两地桥梁“牵手”的消息，“80
后”大厂居民魏广平第一时间就在“朋友
圈”看到了。“真是盼了好多年，去年年底终
于开工了！大桥很宽敞，双向六车道。连

通后，接下来就该修上部结构了，很期待明
年正式通车。”大桥的建设进度，魏广平如
数家珍，身边的邻居、好友也都为这个消息
兴奋不已。

“我每天要从大厂到海淀上班，拼车得
绕一个C 字形走友谊大桥，因为这是大厂
目前唯一的进京路。”大厂居民范相平告诉

记者，和自己一样的跨省上班族不在少数，
大多会选择从潞城地铁站进北京城区，“千
军万马过独木桥”被诟病了很多年。“等厂
通桥通了就不用绕远了，还能为友谊大桥
的拥堵分流。”

而今，跨省通勤路不需再“千呼万唤”，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北京城市

副中心，目前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之间的连
通路已达 10条，一体化交通体系正在加速
形成，未来还将有姚家园路东延、石小路、
通宝路等多条跨界道路惠及沿线居民。通
勤人员有了更多出行选择，京津冀区域内
的产业协作、发展要素流通共享等也夯实
了交通基础。（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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