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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新闻中心，以蓝色为主色调的景观设计
扑面而来，水墨画、丝绸、瓷器、中国传统建筑檐口
等元素融入其中。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的地标建筑及相关合作标志性项目，以插画、剪
影、AR增强现实技术等形式呈现出来。

21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打通东方通
往西方的道路；15世纪初，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
次远洋航海，留下千古佳话。新闻中心景观设计
负责人赵爽告诉记者，以此为基础，“丝路畅联、和
合共生”是本次新闻中心主视觉的设计立意。

在新闻中心公共媒体区两侧，以“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故事以及共建国
家的标志性建筑、“一带一路”十年成果等为元素，
两组景观点位组图徐徐展开。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组图的左侧有长城与天
坛，这代表了本次峰会的举办地北京。这幅画中还
呈现了从西安开出的中欧班列、敦煌莫高窟和飞天
壁画，这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城市风貌。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画中，还将张骞出使西
域的形象置放在中国建筑与共建国家风土人情之
间。当年正是张骞出使西域，开始打通东方通往
西方的道路。

据介绍，图画中还展现了乌兹别克斯坦布哈
拉古城、卡姆奇克隧道、俄罗斯圣瓦西里大教堂、
希腊帕特农神庙等“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标
志性建筑物。在展现共建国家风貌的部分中，观
众能够看到一个搭乘波斯地毯、面容喜悦的孩童
形象，地毯是中亚多个国家的重要生活用品、贸易
商品，孩子纯真、喜悦的神情直观地反映出“一带
一路”造福共建国家人民。

本次画作采用了工笔画手法，也蕴含着十年
间，“一带一路”落地生根、持久发展，从理念转化
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大写意”到“工笔
画”的现实路径。

另一处组图则围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展
开。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
流交往的海上通道，以广州、泉州等沿海城市为
起点。图画里描摹了泉州古城和富有韵味的广
州传统舞狮，还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交通
工具——帆船。画面通过呈现现代风貌的“广州
天际线”，点出时代背景。

在图画的视觉关注点上，中外人士都能看到
印度尼西亚三宝庙的郑和雕塑。郑和远航的成
功，标志着古代海上丝路到达繁荣时期，而在今
天，印度尼西亚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
倡地。

图画中还展现了新加坡的鱼尾狮、马来西亚
的双子塔、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纪念碑、阿联酋
中海运港口等“一带一路”合作国家标志性建筑
物，并以阿曼的郑和纪念碑结束。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开幕 记者提前感受独特魅力

副中心景观梦幻亮相新闻中心
本报记者 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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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近日，北京市发改委批复
春明西路（运河东大街至兆善大街）、召里大街（召里
西一路至通济路）、迎熏东路（碧水东街至梨园南街）
三条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织密城市副中
心道路网。

此次批复的春明西路（运河东大街至兆善大街）
南起运河东大街，北至兆善大街，全长约 0.6 公里，按
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召里大街（召里西一路至
通济路）西起召里西一路，东至通济路，全长约 0.7 公
里，按照城市主干路标准建设，这两条路红线宽 50
米。迎熏东路（碧水东街至梨园南街）南起碧水东

街，北至梨园南街，全长约 0.8 公里，按照城市次干路
标准建设，红线宽 30米。

记者注意到，这三条路均位于城市副中心教育场
所周边。春明西路（运河东大街至兆善大街）紧邻中国
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未来将为师生及周边居民交通出
行提供便利。召里大街（召里西一路至通济路）是规划
黄城根小学召里校区及周边居民主要对外出行及市政
能源通道，将同步提升周边交通及市政保障能力。迎
熏东路（碧水东街至梨园南街）则是规划乔庄中学及安
置房主要的对外出行及市政能源通道。

三条路将同步实施交通、照明、绿化、雨水、污水、

给水、再生水等工程。“规划建设中，将结合学校、安置
房等重点区域交通特征，进一步优化停车区域及交通
流线；同时，对路口进行精细化设计，通过在有条件的
路口设置二次过街设施等，保障慢行交通安全。”市发
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三项目将于 2024 年开工，预计 2025 年完工，建成
后，将形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等项目对外出行的
骨干通道，进一步完善城市副中心路网体系，加强区
域对外交通联系；随路敷设雨水、污水、给水、再生水
等市政管线，将提升区域市政保障能力，同步满足入
住居民生活需要。

城市副中心骨干路网将添三条惠民路
均位于教育场所周边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昨天下午 4点，在广渠路南
杨庄街道通广嘉园小区，团长陈维娜在楼下发了一条
微信，告诉团购群里的团员们可以下楼取大葱了，装满
大葱的运输车就停在小区门口。这批葱就来自于马驹
桥镇全机械化大葱种植基地。

“咱们6月种的那批葱成熟了！”在马驹桥镇柏福村
全机械化大葱种植基地，北京冠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凤林老远就认出了记者，边说边向记者这边
踱步，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眼前的田间地头儿，绿油
油的大葱笔直挺立、青翠喜人。收葱机发出带节奏感
的“哒哒哒”声，驶过之处近1米高的大葱连根而起并向
一侧歪倒，顺势码在田垄旁。葱田边缘，工人们扒去干
叶子，一清二白的大葱如新鲜出“浴”，捆扎后又清一水
儿被“剃”了平头，齐齐整整地装车送往市场。

今年 6 月，马驹桥镇柏福村上新 10 台（套）农机
具，涵盖大葱种植整个生长期所需的主要机械设备，
成为全市首个大葱全程机械化种植基地。时隔 4 个

月，大葱丰收上市。“这一片种植面积有 210 亩，因为
开始就是全机械化种植、科学种植，这个方式比传统
方式提高 20%到 30%的亩产，所以说咱们现在每亩能
达到 13000斤至 15000斤。”刘凤林说。

北京市场上大葱的供应产地大多来自山东、内蒙
古和东北地区，此次引进全机械化管理种植的大葱也
是多年市场所挑选出来的优良品种日本钢葱。这种葱
口感发脆且甜，深受市民喜爱。10月中旬至 11月初都
是大葱的丰收季，将陆陆续续进入北京市场。初期因
为产量有限，目前主要的销售方式还是社区团购。“这
种方式灵活便捷，每天上午，社区团长采购大葱，地头
儿开始打捆、运输，下午就能送到百姓家中。”刘凤林
说。随着后续产量逐步提高，大葱还将被运往大型的
批发市场和仓储超市。

这批大葱的丰收，也标志着北京本地大葱全机械
化种植有了样本经验。“通过引入社会化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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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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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驹桥镇农办相关负责人说。

比起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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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都
市型现代农业特点突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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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批全机械化种植大葱喜获丰收

通州产优质大葱又脆又甜惹人爱

在新闻中心的科技文化互动展示区，通过 8K、
360度虚拟拍摄、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展示出北京
市落实“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和推进“三个文化带”建
设所取得的成就，中外人士也能沉浸式感知北京与城
市副中心的魅力。

一块高 4.7米、宽 17.4米的巨型屏幕矗立在展示
区内，新闻中心科技互动展示技术负责人表示，这块
8K沉浸式超高清半环绕三折式大屏，结合体感侦测
等先进技术呈现手段，可与观众深度互动。

在互动区域坐定，韦女士首先看到的是导览选
项，一组组地标性建筑群构成一幅壮美的北京城市天
际线。通过手势滑动，韦女士选择“北京艺术中心”进
入副中心文化地标互动场景。

作为城市副中心的文化地标，一张三维立体的
“京杭大运河路线图”随即呈现在韦女士面前。运
河各地标志性建筑逐个出现，从江南一直延伸到城
市副中心。随着镜头，她清晰地看到这张运河路线
图放置在一艘行驶在大运河上的游船中，河畔是城
市副中心的北京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
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化地标建筑以及“绿心之眼”，

逐个盘旋其间。今后中外人士均可以在此细细环
视，感受城市副中心浓郁的文化气息。伴随着镜头
拉远，置身于自然风景之中，您还可以远眺三大文
化建筑，感受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并可在此拍
照留念。

在与之毗邻的360度环绕虚拟拍摄体验区，以北
京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
带为主题，展示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
化资源和城市发展记忆，呈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体系核心内容。

虚拟场景拥有三条文化带中的代表性场景，张女
士在360度环绕的绿幕棚拍摄台站定，并选择了包括
通州运河燃灯塔等内容的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主题。
随着架设在空中的摄像机开始 360度环绕拍摄张女
士，通过3D虚幻引擎搭建的360度环绕场景，借助后
台的即时渲染，也与实拍的人物影像内容结合，随后
快速生成短视频。

很快，张女士的影像与通州运河燃灯塔、千荷泻
露桥等场景融合在一起，通过手机扫码方式快速下载
后，她也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则互动视频。

在新闻中心，中外人士还可以与非遗传承人进
行现场互动体验。“这次我们在国家会议中心等场
馆都设置了北京非遗展示体验活动。中外人士可
以体验到同仁堂中医药文化、荣宝斋木版水印技
艺、景泰蓝制作技艺、京式旗袍制作技艺、京剧脸谱
制作技艺、北京仿古瓷制作技艺等六项国家级和市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市文旅局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
张迁说。

张迁表示，为帮助中外人士更好地了解非遗、感
知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市文旅局对非遗展示活动进
行了精心策划。例如当您在体验绘制京剧脸谱时，可
通过手机 NFC 功能观看脸谱所代表人物的经典唱

段，能够更形象具体地了解京剧；体验景泰蓝制作的
掐丝和“点蓝”过程，能让人回想起景泰蓝在古代通过

“一带一路”传播到中国并在中国得到传承发扬；体验
荣宝斋木版水印技艺，可以把自己亲手印制的画片带
走作为纪念，带走对古老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的文
化印象。

据张迁介绍，北京作为一个有着 3000多年建城
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古都，已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作名录项目 13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44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303
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
动见证。

在 新 闻 中 心 的 高 峰 论 坛 宣 传 展 示 区 域 ，还
为中外记者提供书籍展示阅览、北京热门打卡
地明信片赠阅等服务，并展示北京城市形象，展
现新时代十年中国和首都北京发展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会刊在此亮相，
冬奥会刊完整记录了冬奥会开闭幕式盛况、赛事看点、奥
城记忆等，向中外人士展示出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的魅
力风采。

“古代中国百家谈”系列图书则以“古代中国”为
总主题，从文明演变、历朝盛衰、治国治世、风云人物、
社会文化、经济发展、世相百态等角度，全方位讲述中
国古代五千年的悠久历史。

北京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资源积淀丰厚，
同时也是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北京热门打卡地明信
片精选三里屯商圈、工人体育场、古北水镇等10个北
京近年来的热门打卡地，并推出与中国邮政联名款的
定制明信片。

书籍明信片讲述首都形象

可与非遗传承人现场互动

科技文化互动展示副中心丝绸之路元素徐徐展开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在通州大
运河畔感受马拉松运动魅力，领略古
运河文化根基。马拉松不仅仅是跑
者的狂欢，更是一场全民的壮美旅
行。2023北京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
将于11月5日活力开启，跑友们可充
分享受到“景中跑，画中游”，用脚步
去丈量这座千年古城的独特魅力。

2023北京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
总规模超 1万人，赛道全程 21.0975
公里，紧紧围绕北运河城市段，贯穿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和
运河商务区，将大运河森林公园、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漕运码头、运河生
态公园等城市地标及人文景观相互
串联，选手们奔跑其中既能欣赏到

独树一帜的绿野风光，又能感受到
通州古今交融的历史沉淀。

今年 4月刚在通州参加过全马
的跑友姜大伟一直对这座城市的美
景念念不忘，他说：“当时时间特别紧
张，没来得及到环球影城、大运河文
旅景区好好逛一逛，只是在起跑现场
远远地看了一眼燃灯塔，这次也想借
助半马赛事，在通州来一次深度游。”

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次赛事中，跑友除了在奔跑路线中
欣赏到副中心美景外，赛后还可到
北京韩美林艺术馆、北京环球度假
区、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等极具特色的旅游景区参观游
玩，与城市副中心来一次深度邂逅。

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11月5日活力起跑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2023年
首批北京体育消费推荐场所日前公
布，全市共 101 个大规模体育健身
场所上榜，城市副中心 6 个场所上
榜，包含公共体育场馆、体育公园、
体育综合体三大类型。

为动态了解本市体育消费现
状，对市场变化趋势作出科学判
断，经各区体育部门推荐，市体育
局汇总整理出全市 101 个大规模
体育健身场所，作为全市首批体育
消费动态监测网点。欢迎广大市
民选择这些场所参与体育锻炼和
体育消费。

在首批公布的 101个体育场所
中，潞城全民健身中心、运河公园、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北京健龙森体
育健身俱乐部、弘赫国际体育中心、
北京中汽联赛车场6个位于城市副

中心内的场馆榜上有名。其中，潞
城全民健身中心属于公共体育场馆
类型，运河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属于体育公园类型，其余 3 个则属
于体育综合体。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大力推进
公共体育场、骑行绿道、健身步道、
健身路径、多功能球类等场地建设，
实现“10—15 分钟健身圈”。马拉
松、骑游、荧光夜跑等品牌赛事的不
断落地举办，在全城营造了浓厚的
体育氛围。全区各类体育场馆已超
300 家，可为群众提供篮球、足球、
羽毛球、乒乓球、游泳、健身等多项
运动需求，2022年还成立了通州区
体育场馆协会。年轻的城市副中
心，正以朝气蓬勃的姿态，向全世界
展示“体育之城”“赛事之城”“活力
之城”的无限魅力。

2023年首批北京体育消费推荐场所公布

副中心6个体育健身场所上榜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昨天，历
时两天的“通通来运动 北京城市副
中心‘运河杯’网球挑战赛”在北投
网球运动中心圆满结束，来自全市
的 64 名网球爱好者畅享城市副中
心网球赛事，感受活力之城魅力。

“加油！漂亮！”位于城市副中
心的北投网球运动中心，不时传出
阵阵掌声，“通通来运动 北京城市
副中心‘运河杯’网球挑战赛”正在
进行。本次活动由区体育局、区融
媒体中心、区体育总会主办，吸引了
全市各区县的64名选手报名参加，
比赛为期两日，分为8组，通过小组
循环和淘汰赛进行。

参赛选手翟燕飞来自通州区，

是第一次参加网球比赛，她说：“网
球比赛为我们爱好者搭建了平台，
通过比赛可以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城市副中心的运动氛围特别
棒，经常能看到打球、跑步、骑行的
人们，在这座充满运动气息的活力
之城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影响着、
感染着。”

来自北京网球协会的裁判员宋
晓晨说：“城市副中心环境优美，网
球场地非常专业，希望今后有更多
机会执裁。”赛事的成功举办，也标
志着网球运动作为全民健身项目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已经到了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到了高水
平、规范化、高水准的快车道。

“运河杯”网球挑战赛汇聚全市选手

（上接 1版）依托京蒙协作资金支
持，2022 年初合作社又购置了 3台
大型农机具，为全镇 23个村 3万余
亩土地进行深翻旋耕服务，增加合
作社收入……随着合作社收入项
目的增多，按照合作社章程，2022
年的分红额度达到410万元。

随着昔日的贫困村变为远近
闻名的富裕村，以前争先恐后去外
地打工的年轻人都陆续返乡了。
今年 30 岁的周伟正驾驶拖拉机在
田间忙碌着，2021年通州区投入京
蒙资金100万帮助方家营子村成立
了农机合作社，一举解决了村里 20
多人的就业问题，周伟就是其中一
位。“从春耕到秋收，一直在这工
作，一年能挣两三万块钱，挺好的，
也不怎么累，科技也挺发达的，都
是机械化，省事也省工。”周伟说。

从旗级重点贫困村，到如今的
乡村振兴“明星村”，依靠京蒙协

作，通州区在方家营子村累计投入
京蒙帮扶资金 337.6 万元，方家营
子村实现了“华丽蜕变”。目前，方
家营子村的“葡萄经”已向全镇农
户推广，并免费为农户提供技术服
务，带动全镇葡萄产业发展，探索
规模化经营方式，力争达到“一村
一品，一乡一业”的乡村振兴目
标。在其带动下，义隆永镇的葡萄
大棚已发展到 294 栋、300 余亩，亩
产达 3000多斤，纯收入稳定在 2万
元以上。

“自建立对口协作关系以来，
通州区和奈曼旗深化产业合作，随
着一个个园区蓬勃发展，一大批重
点项目相继落地，留下了越来越多
的‘通州印记’。我们也期盼着奈
曼旗的葡萄能早日在通州区销售，
让通州百姓能吃上奈曼旗农户的
致富果实。”区发改委协同科科长
邓磊表示。

金葡萄串起致富经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日前，位
于永乐店镇十里春风小区附近的

“小甸屯南”公交站迎来了自己的第
一辆始发车。

“我之前去市区医院看病坐
805快公交车时，总是没有座位，今
天总算是一上车就有座位了。”需要
去医院的李阿姨，特地赶过来乘坐
始发站为“小甸屯南”公交站的 805
快公交车。

李阿姨是永乐店镇十里春风小
区的住户，因为身体原因需要经常
去市区的医院复查，不能久站的她，
为了能在乘坐公交去医院时有一个
座位，每天一大早就会来到“小甸屯
南”公交站候车。

从十里春风小区出发去市区
的公共交通工具，只有途经“小甸
屯南”公交站的 805 快和 805 路公
交车，但是它们的始发站都在廊坊
市，等 805 快公交车抵达“小甸屯
南”公交站时，车上早已坐满了乘
客，有时连站的位置都没有，如果

转乘人员较少的 805 路公交车，李
阿姨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又会
大大增加，面对如此情况，她感到
十分不便。

随着十里春风小区居民的不断
入住，周边交通压力和居民出行需
求也在不断增加，居民强烈反映并
急切盼望能解决公交车次少、乘坐
公交无座等问题。

为方便十里春风小区居民出
行，永乐店镇将居民意见收集、整
理、归纳后反映给上级部门，并与区
交通局、北京公交集团第五客运分
公司、北京公交集团城市副中心客
运有限公司多次沟通协调，共同磋
商解决方案。

最终，北京公交集团第五客运
分公司同意专线调车，决定在工作
日（周一至周五）上午的 5:40 和
6:30，各增发一班始发站为“小甸屯
南”的805快公交车（后期根据客流
情况，发车时间再做改进），改善十
里春风小区居民出行“拥挤”情况。

805快公交车新增设始发“小甸屯南”站班次

一带一路 造福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