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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城市副中心赴浪漫之约

本报讯（记者 刘薇）昨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中
国传统的“七夕”佳节。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充分展示“七夕”乞巧民俗的独特魅力，通州
区举办“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来城市副中心 赴
一场浪漫之约”七夕节主题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树
立正确的家庭观、爱情观、婚姻观，弘扬文明之风，
传承厚德之爱。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区融媒体中心、
区文化和旅游局、台湖镇政府、民盟北京市委通州
区工委承办，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协
办。该活动也是通州区首届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暨
第五届全民艺术普及月系列活动之台湖文化分馆
之夜活动。活动主题紧紧围绕北京城市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大运河文
化旅游景区打造、基层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以主
会场直播、分会场联动等形式，全方位展现城市副
中心古今同辉的标志性浪漫打卡地，展示广大基
层百姓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和积极向上的生
活态度。

直播活动分为“爱在七夕”“缘在七夕”“乐在
七夕”三个篇章。其中，“爱在七夕”篇章中播放了
展现夫妻间幸福生活的短片，并邀请短片中的夫
妻来到活动现场分享他们相知、相爱、相守的点点
滴滴，分享良好家风家教的故事。“希望我们在以
后的日子里，冷暖有相知，喜乐有分享，同量天地
宽，共度日月常。”“90后”夫妻张旭和郭玲艳现场
真情告白，留下相互陪伴白头到老的心声。金婚
夫妻高振福和邓会芬一起忆当年、谈经历，回顾那
久远年代一路走来的相濡以沫。他们娓娓道来，
向观众诉说彼此相互扶持、共同坚守的真挚情感，
用最平凡的事迹展现着伟大的爱情，现场充满温
馨幸福。

“缘在七夕”篇章中，区融媒体中心邀请了津
冀两地及运河沿线融媒体中心及电视台进行联
动，通过视频短片方式展现各地七夕民俗风情、特
色活动。现场，区文旅局“星空文化”项目也在节
目中首次展示，科普老师带领观众通过高倍望远
镜观看牛郎织女星，“抬头看星空，低头思乡愁”，
向观众科普星宿知识，营造共庆佳节的美好氛围。

“乐在七夕”以表演贯穿整个篇章，一首经典
的内蒙古民歌《鸿雁》寄托了爱情的美好祝愿，深
情悠扬的演唱令人陶醉。戏曲表演《梨花颂》唱腔
别致，韵味十足，再现国粹艺术魅力。随后的舞蹈

《千手观音》更是翩若惊鸿，舞姿灵动，精彩表演营
造出层出不穷、千变万化的震撼视觉冲击力，赢得
了观众阵阵掌声。

精彩不只如此，由区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创作
并演唱的七夕原创歌曲《浪漫之城》也在活动中首
发，其旋律优美动人，展现了千年之城的活力、浪
漫、美好形象。

现场的七夕主题文化市集热闹喜庆，弘扬传
统文化同时，促进节日新消费。爱情互动区域则
将前期面向公众征集来的“爱情照片”进行集中展
示，并推出“表白墙”，吸引了不少市民群众写下

“爱的宣言”，留下美好回忆。
本场活动在北京通州发布视频号、通州发布

抖音、快手、微博、融汇副中心APP同步直播，近30
万人在线观看。区融媒体中心还在融汇副中心
APP开辟“我们的节日—七夕”专栏，营造浓厚的
网络中国节氛围。

副中心“超级工程”迎来浪漫七夕

本报讯（记者 赵鹏）在城市副中心，大量在施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奋战争先。时值七夕，不少项目现场也精心准备了一场场
活动，共庆传统佳节。在中铁建工集团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项目部，青年职工等建设者共同开展“七夕有约—感受
枢纽浪漫”主题活动，演绎“超级工程”中的别样浪漫。

建设现场，一朵朵玫瑰鲜艳夺目。建设者们集体为现场忙
碌的夫妻工友送去玫瑰花，创造表达爱意的机会，让他们在工地
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为引导职工品味七夕文化内涵，该项目
部还开展“七夕”传统节日知识讲座，增强青年职工对传统节日
的认知，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项目部里，一块块香喷喷的手工蛋糕五颜六色、新鲜出炉。
青年职工围在一起开心做蛋糕，一个个头戴黄色安全帽、身穿蓝
色工装的“中铁人”形象跃然“糕”上，表情各异、尽显童趣，为浪
漫七夕再添欢乐。

主 题 活 动

灯 光 秀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昨天是传统节日“七夕”，北京市迎来
结婚登记高峰。通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以“情动七夕 爱满
京城”为主题，举办集体颁证仪式，引导新人在“牛郎织女”“梁
祝”“凤冠霞帔”等主题照相板下拍照打卡。不少新人特地穿着
情侣装，带着小道具前来领证，为大喜的日子增添了浓浓的文化
气息。据统计，七夕当天，区婚登中心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有
138对，其中办理“跨省通办”62对。

上午 8点多，通州区民政局婚姻登记中心门口已经十分热
闹，为了营造结婚领证的喜庆氛围，婚登中心特地在室外设置了
灯笼、气球和红色的背景墙。车小枫和李玉是当天第一对来到
婚登中心的新人，他们原打算近期请假回户籍所在地四川领证，
得知在北京也可以“跨省办理”结婚登记，当即预约七夕领证。

“我们提前在网上预约，到现场填写资料，很快就办好了。不用
来回奔波，节省了时间、路费和精力，给这项新政点赞。”小两口
笑得眉眼弯弯，格外喜庆。为了留下美好的画面，车先生还请了
跟拍团队，全程记录这一人生重要时刻。

“为服务好领证高峰日，我们开放了 7个登记窗口，加强现
场秩序维护和人员分流引导，同时继续提供延时服务，采取提前
半个小时对外办公、午间停休，以及下午完成全部登记业务后方
结束对外办公等措施，确保登记顺利。”婚登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为减少停留时间，该中心各项延展性服务暂停开放，领证新人全
程只需10分钟左右即可办理完成登记业务。

工作人员提醒，办理跨省婚姻登记的新人除准备常规资料
外，还需带上任意一方有效居住证。如果双方均非京籍，一方或
双方的经常居住地、工作地在京的居民，可以凭一方的有效居住
证，预约北京市任何一家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结婚。

婚 姻 登 记

浪 漫 工 地

通州138对新人七夕领证

本报讯（记者 王倚剑）8月20日至22日，燃灯塔及周边古建
筑群景区内开展“灯耀燃灯塔 乞巧到天明”活动，充分利用景区
场景资源，设置独特节俗体验项目。

这几天，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花朵拱门典雅浪漫、红灯
笼点缀曲桥，古色古香，精心打扮迎七夕。通州区文联在景区举
办“运河忆·七夕”活动，迎合节日主题，将池鱼知锦景点的绿色
空间重新布置为佳节“打卡地”。

区婚登中心营造喜庆氛围区婚登中心营造喜庆氛围，，不少新人七夕喜领证不少新人七夕喜领证。。

通州区通州区““爱满京城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来城市副中相约幸福—来城市副中
心心 赴一场浪漫之约赴一场浪漫之约””七夕节主题活动精彩纷呈七夕节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吸引众多市民观看吸引众多市民观看。。

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灯光秀增添浪漫气氛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灯光秀增添浪漫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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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水清岸绿引来潮流赛事水清岸绿引来潮流赛事““黄金水道黄金水道””做足休闲文章做足休闲文章

北运河兴起“水经济”
本报记者 孙云柯

流淌千年的北运河，是城市副中心最
亮眼的“金名片”。如今，这张“金名片”的
含金量可谓越来越足。

记者观察发现，继北运河（通州段）全
线通航后，运河“水经济”愈发兴盛。今夏，
电动冲浪板等体育赛事、音乐美食消费季
等相继在运河畔开幕。过些日子还要举办
第二届北京桨板公开赛、2023 北京城市副
中心运河赛艇大师赛。

位于五河交汇处的运河商务区，上半
年注册企业超过了2万家；乐堤港等大型商
业综合体更是发挥临水优势，做起了运河
休闲文章……

曾经的脏河臭河，在市区政府多年投
资治理后，蜕变成一条文艺的河、一条运动
的河，一条能“挣钱”的河。

逛吃玩乐全都有

8月 8日晚，北运河畔的运河文化广场
变得比以往更加热闹，首届大运河消费季
在这里开幕。美食、潮流音乐、灯光秀、儿
童乐园……丰富多元的休闲娱乐活动，迅
速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

晚 18时，人群渐渐汇聚而来。有的是
三五好友相约小酌，有的是举家逛吃玩
乐。伴随着现场演出的劲爆节奏，当晚的
运河文化广场比春节庙会还热闹。对于生
活在河畔的通州市民伍雯来说，这样的场
景可不多见。“平时晚上来大运河边就是遛
遛弯、看看夜景，人不多很安静。现在有了
美食音乐，大运河一下热闹起来，消费季的
活动氛围很好，参与其中感觉自己也变得
更年轻、更有活力。”

大运河消费季将持续举办到 10月份。
在运河另一侧的漕运码头，还有更多水上
运动项目等待市民体验。除了传统的游船
和脚踏船，驻扎在此的迪乐户外运动基地
里还开放了皮划艇、桨板、龙舟、电动冲浪
板等项目的体验与教学。教练尹宝成介
绍，这些水上运动项目将一直运营至 10月
份，基地里8名具有丰富经验的运动教练将
给市民提供专业指导。目前，周末、节假日
傍晚的游客最多，不少全市各区的游客慕
名而来，尝试在大运河上踏浪飞驰。

记者采访时，正碰上来自朝阳的市民
马秋荣带着孩子来学习桨板，宜人的环境
和专业的指导，让她和孩子都非常满意。

“今年暑期，冲着这里新开的桨板项目，给
孩子增加了新的课程。现在学习了将近一
个月，孩子感觉非常开心，还在这认识了同
龄小伙伴。大家商量好了每周一三五一起
来，不见不散。”马秋荣说。

音乐、桨板、美食、人流，古老的运河带
动了时尚潮流的水岸经济，成为城市副中
心文旅消费新的承载空间，千年前的“黄金
水道”再度活力复兴。

好生态带来好效益

然而十多年前的北运河，却还是另一
番模样。那时候的运河，又脏又臭，行人都
得绕着走，沿河没有商家能指着它挣钱，更
别说搞什么水上运动了。

政府没少花钱下功夫治理，但是收效
并不明显。原因是这段河流本身就属于北
京的“九河末梢”，承担着北京城区90%的排
水任务，治理难度相当大。

2016 年，随着通州升级成为北京城市
副中心，千年之城启动建设，北运河的治理

保护迎来了新机遇。市区水务部门下大力
气对北运河进行了综合整治，通过疏浚河
道、根治污染源、净化水质、补植乔灌木等
措施，让曾经的臭河逐渐还清，一度销声匿
迹的鱼、虾、蟹、龟等水族动物也集体回
归。赶上春秋迁徙季，鸥鹭等水鸟也会成
群聚集，到此栖息。河两岸，曾经人车混
行、尘土飞扬的河堤路也被改造成为尺度
宜人的骑行和步行绿道。

如今，北运河水质全年平均达到地表
Ⅳ类水标准，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河水
中，水生植物已多达 26种，鱼、虾以及贝类
等水生动物 60 余种，200 多种鸟类也到此

“做客”，其中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珍稀品种。
北运河的变化有多大？“老通州”李建

伕感触很深，“一二十年前过来，都不用靠
近运河边，味道就能熏你一跟头，大家都是
绕着走。现在可不一样了，运河的水是清
的，岸是绿的，就连从水面吹来的小凉风都
带着点儿草木清香。我们很多老居民都愿
意常回来，到河边走走路、遛遛弯，别提有

多舒服了。”
而对于城市管理者来说，运河生态的

成功修复，则意味着城市副中心最具历史
文化底蕴的“金名片”再度闪亮，城市副中
心的生态承载力、城市品位大大提升。也
正是这关键一笔，为河流经济活力复苏拉
开了序幕。

潮流赛事接踵而至

生机重现的北运河，很快被潮流赛事
“盯”上了。

今年7月，2023年全国电动冲浪板联赛
（北京大运河站）在北运河开赛，这也是副
中心在北运河首次承办国家级动力板联
赛。活动现场，参赛运动员在风景如画的
北运河上踏浪飞驰，呐喊声、欢呼声在河两
岸此起彼伏，飞溅的浪花、激情的运动、欢
乐的人群，共同构成了一幅炫彩、活力的运
河新图景。

首次来到副中心参赛、来自青岛航校

的运动员徐鼎竣对北运河优美的生态环境
印象很深。“这里的景色很漂亮，千荷泻露
桥造型优雅，配上蓝天白云，在副中心大运
河比赛感觉非常棒，我和伙伴们都拿到了
理想的成绩。”徐鼎竣说。

接下来，北运河还将举办第二届北京
桨板公开赛、2023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赛
艇大师赛。

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栾笑天介绍，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作
为第一批十五家国家水上（海上）国民休闲
运动中心试点单位，致力于大运河水上运
动的宣传推广。各项赛事的举办，将进一
步推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城市副中心
水上运动和赛事发展，激活运河滨水文化
活力，推动大运河活力复兴。

通州区委常委杨磊表示，通过举办消
费季、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通州区正在努
力提升大运河滨水文化活力，增加新的消
费场景和文旅综合体验，将运河打造成为
副中心乃至北京旅游的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 通讯员 王新
龙）第三十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即将在北
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举办，截至目前，
大会展位火爆售罄，已有来自全国 21个省
市的知名企业确定参会，共同展示种业振
兴的重大成果。

本届大会将于 9 月 11 日—14 日举办，
大会将进一步发挥北京种业优势、聚集国
家资源力量、强化国际化元素、展示引领性
成果，锚定高质量办会，打造行业“风向

标”。大会突出国际化、引领性、务实性，搭
建全国性种业交流交易平台，采用“1+1+
6+3+X”的办会模式，将举办主论坛国际种
业论坛，首设水产种业专业论坛、农业微生
物种业专业论坛，举办种业振兴成果展，设
置蔬菜、玉米、禽畜、林果花草蜂四个展区
以及商务洽谈区，多领域、多层次协同赋
能，努力构建国家现代种业创新、交流、交
易和成果转化中心。

大会开幕式期间，将为国家畜禽种业

创新基地揭牌，一批国家种业振兴“三年
打基础”阶段性成果拟在会上发布。主论
坛将立足“交流合作共谋创新 种都振兴
同创未来”主题，国际嘉宾、五大院士、专
家企业家等围绕“种业之都”的创新发展
作主旨报告，分享创新经验，并推动多项签
约活动。

本届大会还将进行种业振兴成果展，
内容包括北京种业创新成果展、头部种业
企业及阵型企业成果展、重点种业省份成

果展等。其中，北京种业创新成果展分为
重大种业创新成果展、四大种业成果展、三
大种业创新基地展，充分展示我国种质资
源普查成果和联合攻关阶段性成果。先正
达集团、拜耳中国、北京首农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等企业将入驻头部种业企业及阵型企
业成果展。重点种业省份成果展将邀请天
津、河北、新疆等具有区域特色地区，以省
为单位设置展区，突出展示各省种业振兴
的重大成果。

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展位火爆售罄

21省市名企齐聚副中心展示种业振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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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如意

《京 津 冀 蓝 皮 书 ：京 津 冀 发 展 报 告
（2023）》日前对外发布。蓝皮书指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仅加快了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的实施进程和强化了科技强国的核心
力量，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推进的重要
突破口。专家建议，多措并举推动协同合作，
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创新资
源与科研成果开放共享，带动津冀科技创新水
平加速提升；提高科技成果对接效率，促进北
京创新成果在津冀落地转化；强化科技成果转
化基础能力建设，助力津冀产业优化升级。

创新梯度影响协同创新

蓝皮书指出，京津冀三地创新能力差距
明显。2021 年，北京发明专利授权量为
79210件，是天津（7376件）的10.74倍，是河北
11市之和（8621件）的9.19倍。京津两地“创
新极化”、河北11市“创新洼地”现象明显，作为
创新腹地的河北各市创新实力较弱。创新梯
度悬殊，核心城市与腹地城市创新互动不足，
阻碍了国际创新中心驱动区域协同创新的
进程。

蓝皮书认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
设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互促进，基于三地
的禀赋特色，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以产业链、
价值链和创新链为依托，引导城市群内各城
市因地制宜、错位协同发展。同时，要以国
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带动三地在产
业共性技术研发和成果应用方面开展深度
合作，形成紧密协作的区域技术创新网络，
推动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津冀孵化落地，助
力津冀产业优化升级。

强化区域战略科技力量

蓝皮书建议，多措并举、协同合作，助力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依托北京拥
有众多一流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优势，大力提
升高校科学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营
造一流的国际创新软环境，加大国际顶尖人
才的引进力度。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
关键领域建立外籍退休科技人才来华工作
机制，优化海外人才回流机制，多路交织引
进国际创新人才。

首都经贸大学特大城市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叶堂林认为，三地应创新人才合作共享
机制，缓解津冀高端人才缺乏难题。鼓励和
引导京津冀三地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和
选拔技术人才，鼓励科研院所任职人员在协
同创新共同体相关平台兼职；利用互联网平
台优势定期开展线上“星期日工程师”服务，
形成三地人才交流互动机制，推动科技人才
共享。同时，加快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
持续推进北京的科技创新平台、实验室等重
大科学仪器设备面向津冀两地开放共用共
享，提高科技创新合作便利化水平；搭建京津
冀重点产业链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创新信息
共享。（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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