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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水潺潺，动人心弦。在城市副中心举
行的2023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暨北
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活动，既从宏观上关注
沿线城市发展，也在微观上展现运河印象。
活动中展出了第二届国际大运河影像大赛
优秀作品，让人们随摄影师的镜头走近运河
边，在镜头中发现运河之美。

运河风韵运河风韵，，千里绵延千里绵延，，南端就是美丽的杭州南端就是美丽的杭州
市市。。杭州运河的文化自然旅游景观带独具特色杭州运河的文化自然旅游景观带独具特色，，
在这里可以感受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风格在这里可以感受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风格，，漫步漫步
青石板巷青石板巷，，仿佛穿越时空仿佛穿越时空，，梦回江南水乡梦回江南水乡。。此次摄此次摄
影作品中影作品中，，就有人选择了展现唯美江南的题材就有人选择了展现唯美江南的题材。。

京杭大运河杭州拱宸桥上京杭大运河杭州拱宸桥上，，三个女孩眺望高三个女孩眺望高
楼楼、、旧屋旧屋、、货船货船；；龙舟队奋桨纵楫龙舟队奋桨纵楫，，争夺比赛桂冠争夺比赛桂冠；；
正月初六正月初六，，塘栖古镇水南古戏台上唱起传统戏曲塘栖古镇水南古戏台上唱起传统戏曲，，
年味如河水汩汩流淌年味如河水汩汩流淌；；夏日清晨夏日清晨，，喜爱晨练的居民喜爱晨练的居民
们欢快跳操……在杭州摄影爱好者张志坤的镜头们欢快跳操……在杭州摄影爱好者张志坤的镜头
里里，，多的是这样接地气的精彩瞬间多的是这样接地气的精彩瞬间。。工作之余工作之余，，张张
志坤偏爱拍摄这些志坤偏爱拍摄这些““人间烟火人间烟火””，，实时记录这些身实时记录这些身
边发生的故事边发生的故事、、亲身体验的见闻亲身体验的见闻。。他自小在运河他自小在运河
边长大边长大，，也对运河边的人也对运河边的人、、运河边的生活景象情有运河边的生活景象情有
独钟独钟。。

在获奖的这组摄影作品里在获奖的这组摄影作品里，，有一张格外珍贵有一张格外珍贵
的照片的照片，，画面里三个孩子在驳船上点燃烟花画面里三个孩子在驳船上点燃烟花，，火花火花
映照着笑脸映照着笑脸，，氛围明亮温馨氛围明亮温馨。。这张照片拍摄于这张照片拍摄于
20152015年的大年三十年的大年三十，，画面外是两户画面外是两户““船上人家船上人家””，，他他
们都来自安徽利辛县们都来自安徽利辛县，，夫妻搭档常年在运河上跑夫妻搭档常年在运河上跑
运输运输，，春节正是运路繁忙时春节正是运路繁忙时，，他们都没回家过年他们都没回家过年，，
于是这天于是这天，，老人和儿女们纷纷来到船上老人和儿女们纷纷来到船上，，两家人在两家人在
一起过了个团圆年一起过了个团圆年。。

为了拍摄两家人过年的景象为了拍摄两家人过年的景象，，张志坤从早上张志坤从早上
七点就赶到了三里洋码头七点就赶到了三里洋码头，，拍他们做饭拍他们做饭、、干活干活、、放放
烟花烟花，，直到晚上六点才回到自己家直到晚上六点才回到自己家。。可惜的是可惜的是，，当当
时他没有留下两家人的联系方式时他没有留下两家人的联系方式，，随着河岸多处随着河岸多处
码头的拆除码头的拆除，，驳船不再停留此处驳船不再停留此处，，拍下的照片也成拍下的照片也成
了离别的纪念了离别的纪念。。

照片不仅寄托感情照片不仅寄托感情，，也反映着时代变化也反映着时代变化。。这这
组获奖照片大多拍摄于组获奖照片大多拍摄于20132013年至年至20152015年年，，今昔对今昔对
比比，，照片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成为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张志坤拿出另张志坤拿出另
一张照片一张照片，，20152015年第年第99号台风号台风““灿鸿灿鸿””来袭来袭，，晨曦中晨曦中
的京杭大运河杭州鸭雀漾码头停满船只的京杭大运河杭州鸭雀漾码头停满船只，，在鱼眼在鱼眼
镜头下显得格外拥挤镜头下显得格外拥挤，，““当时有几百艘各种运输货当时有几百艘各种运输货
船在这抛锚避风船在这抛锚避风，，你看你看，，停了满满三排停了满满三排。。后来京杭后来京杭
运河杭州段运河二通道开通之后运河杭州段运河二通道开通之后，，就没有这么多就没有这么多
船挤在这里了船挤在这里了。。””

《《古运河塘栖古镇的魅力古运河塘栖古镇的魅力》》组照拍摄于组照拍摄于 20182018
年年55月月1717日的运河杭州段千年运河古镇日的运河杭州段千年运河古镇———塘栖—塘栖
古镇古镇，，通过保护整治通过保护整治,,这里更富生机这里更富生机、、魅力魅力。。作品作品
以运河以运河、、古桥古桥、、御码头御码头、、古镇长廊为背景古镇长廊为背景，，加上旗袍加上旗袍
秀使古运河更显时代色彩秀使古运河更显时代色彩。。

吴勇韬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老会员吴勇韬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老会员，，运河是运河是
他长期关注的项目他长期关注的项目。。““运河的保护运河的保护、、整治及生态环整治及生态环
境变化境变化，，还有沿岸建设和百姓生活的鲜活动态还有沿岸建设和百姓生活的鲜活动态，，一一
直是我关心关注的题材直是我关心关注的题材。。而且杭州是吴越文化的而且杭州是吴越文化的
发源地发源地，，也是南宋历史文化起源地也是南宋历史文化起源地，，更值得深入研更值得深入研
究拍摄究拍摄。。””

吴勇韬介绍吴勇韬介绍，，运河运河··塘栖古镇地处京杭大运河塘栖古镇地处京杭大运河
畔畔，，是苏是苏、、沪沪、、嘉嘉、、湖的水路要津湖的水路要津，，是杭州市的水上是杭州市的水上
门户门户。。运河运河··塘栖古镇始建于北宋塘栖古镇始建于北宋，，元以后商贾云元以后商贾云
集集，，明清时期更是富甲一方明清时期更是富甲一方，，冠有冠有““江南十大名镇江南十大名镇
之首之首””。。塘栖是镶嵌在古运河畔分外夺目而耀眼塘栖是镶嵌在古运河畔分外夺目而耀眼
的一颗明珠的一颗明珠，，有独特的水上街市风貌和浓郁的历有独特的水上街市风貌和浓郁的历
史文化气息史文化气息。。运河穿古镇而过运河穿古镇而过，，两岸老房子古色两岸老房子古色
古香古香，，河上古桥相连河上古桥相连。。这一切景致都让身为摄影这一切景致都让身为摄影
师的吴勇韬着迷师的吴勇韬着迷。。他说他说，，著名文学大师丰子恺曾著名文学大师丰子恺曾
这样评价这里这样评价这里：：千年古运河千年古运河，，江南佳丽地江南佳丽地。。他希望他希望
用摄影作品留下运河用摄影作品留下运河··塘栖古镇的美塘栖古镇的美，，让它成为传让它成为传
承千年的运河文化的一部分承千年的运河文化的一部分。。

京杭大运河北首，一座千年之城正拔地而起。此次参赛作品中，有摄影师专门
将手中的镜头对准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勃的建设风景。

一个雨过天晴的下午，200多米高的远洋乐堤港大楼楼顶风声呼啸，摄影师周宇
杰抓紧脚手架，屏住呼吸，快门“咔嚓”一响，一幅《苍穹碧水副中心》定格在相机之中。

说起拍摄这张照片的过程，周宇杰仍然心潮澎湃。照片中湛蓝晴空与五河交
汇处碧水相映，绿地如毯，高楼点缀其间，构图、颜色都恰到好处。

摄影是光影的艺术。照片里的天空清澄、楼体明亮。周宇杰说，这是因为他把
握住了“天气”因素。“那天早上北京刚下了雨，中午放晴，空气好像被过滤了一遍，
特别清新，我就赶紧联系施工方登楼拍摄。当时是下午三点多，太阳光正好完全照
亮高楼，没有阴影，天空湛蓝，大气透明度也属上乘，才能拍出这样的效果。”

虽然天气是不可控因素，但能够赶上这样的高质量天气环境，与其说是因为幸
运，不如说是耐心的结果。其实早在2020年，周宇杰在京通高速上路过时，就瞄上
了从西岸拍摄五河交汇处的角度，但是当时远洋乐堤港大楼还未建起，他这一等就
是两年，终于在2022年7月圆了梦。

“这张照片是一个‘前无古人’，大概也少有后来者的角度。”周宇杰不无骄傲地
说。当时远洋乐堤港大楼封顶不久，楼顶玻璃幕墙还未完全装好，又赶上了完美的
天气，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机遇。

不过他也有遗憾，由于照片两侧有一些工地，为保证整体效果不得不进行裁
剪。“如果你看到原片，鱼眼镜头让整个地平线都形成一道半圆，五河交汇的效果更
加震撼。”周宇杰心态倒也豁达，“摄影也是遗憾和等待的艺术，这样才有进步的空
间。若干年后再来，这里又有新变化，这组照片就形成了对比，能看到我自己技术
的提高，也能看到副中心的发展。我可以用两年时间等一个机会，也可以用更长的
时间去等一座城。”

2022年 8月 23日清晨，张寅生在大运河畔登上一片高地，晨曦中按下快门，用
影像记录了还在建设中的北京艺术中心。日光倾泻，洒落在“文化粮仓”曲线勾勒
的外幕墙上，金色的光影中，两位建筑工人“倏”地闯了进来，张寅生即刻按下快门，
记录下这生动唯美的一幕。

“北京艺术中心是高雅艺术殿堂，我希望照片的呈现方式也是艺术的。在我心
中，它承载的文化功能堪比维也纳金色大厅，如金色闪闪发光。”张寅生说。彼时的副
中心大剧院还未更名北京艺术中心，但建筑工地中形似风帆的“文化粮仓”已在光影
中初绽荣光，流淌千年的古运河畔，涌起了一座星光熠熠的艺术殿堂。

张寅生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也是国家大剧院的兼职摄影师。2018年，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启动拆迁时，他就开始在这里拍照片。张寅生家住在距离绿心不远的
地方，没事就来看望这位“好友”。小圣庙拆迁、沿途的街景、忙碌的工地……从裸
露的荒地到闪耀的剧场，张寅生见证了北京艺术中心拔地而起的光辉岁月。

“北京艺术中心是三大建筑中第一个投入使用的。”今年9月27日，北京艺术中
心音乐厅迎来首场测试演出，张寅生激动地赶赴现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记录下
人们对这座文化地标大幕揭开的期待瞬间。辛苦作业的建设工人，工程施工的重
要节点，剧场落成的兴奋时刻……“拍了三年多，真的好像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一样，
有感情了。”张寅生有些激动，坐落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北京艺术中心，从剧场结
构设计到音响效果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对生活在通州的人来说更是一个超级
福祉。“在家门口能欣赏全国乃至全球一流的演出和交响乐。”除了拍照，张寅生也
是位音乐爱好者，对于北京艺术中心的正式投用，他期待满满，“希望等正式开幕了
以后能拍更多的照片，看更多的演出。”

定格运河烟火

等一缕光 等一座城

《运河南端杭州掠影》组照之一。张志坤/摄《副中心大剧院》。张寅生/摄

《苍穹碧水副中心》。周宇杰/摄

《古运河塘栖古镇的魅力》组照之一。吴勇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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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遇到难题没办法解决，可以寻找身边网
格员的帮助。今年以来，通州区深化“网
格+热线”为民服务机制，将全区细分为
2634 个网格，配备了近 3000 名专职网格员
和 1万余名兼职网格员参与治理，搭建形成
全市首家“网格+接诉即办+吹哨报到”一体
化平台，加速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
办”、主动治理延伸，第一时间解决群众身边
急难愁盼问题。

老旧小区停车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
题。在杨庄街道新华联家园南区，社区通过
调整绿化带扩宽主路、合理利用底商门前空
间错时停车、适当提高外来临停车辆收费额
等方式，在社区里“抠”出了 180个车位。虽
说数量不多，但对于新华联家园南区这样拥
有 2693户、7500人的老旧小区来说，已十分

不易，如同“螺蛳壳里做道场”。
“在这个过程中，社区网格员发挥了积

极作用。我们的包楼网格员人人都有一本
民情日记，把工作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第
一时间记录居民想法诉求，形成共性问题，
未诉先办主动治理。”新华联家园南区社区
党总支书记刘洪娟说，“解决社区停车问题
过程中，网格员充分与居民协商沟通，带来
了很多优秀的意见建议。例如针对居民提
出的专业意见，网格员特意学习了相关法律
条款，为调整绿化带提供合理法律依据。我
们采纳居民提议，把无障碍设施、路灯调节、
人行道方砖破损等问题在改造中一并解决，
充分赢得了百姓的口碑和认可。”

主动治理精细服务的同时，通州区还利
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网格+热线”数据融合

和流程贯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通州分
局在全市率先应用“小卫星”遥感监测技术
治理违法建设，依托网格系统与基层治理快
速反应机制有效削减新生违法用地和违法
建设增量。“区级‘小卫星’系统的成像速度
很快，再通过网格系统及时开展巡查治理。
目前，这套系统运行良好，现已处置违法线
索 500余件，对违法行为当事人起到了很强
的震慑作用，今年三季度以来全区新生违法
建设总量明显下降。”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
通州分局副局长刘海静说。

为了更好发挥网格员人熟地熟事熟的
优势，通州区在完成“专职力量一员一格”的
基础上，还开发上线了“通州城指”APP，吸
纳区级、街道乡镇公务员以及楼门长、志愿
者、环卫作业人员等 1万余人纳入兼职网格

员队伍，形成“人人都是网格员、人人争当网
格员”的良好局面，及时反馈一线问题，以

“网格+热线+吹哨”方式助力各类城市管
理问题高效解决。今年 4 月新系统上线以
来，通州区城市管理指挥平台共接收有效城
市管理类网格案件 39.25 万件，已结案 37.5
万件，结案率达95.34%。

通州区委书记孟景伟表示，接下来全区
将充分结合第二批主题教育工作安排，深入
落实“四下基层”要求，以党建为引领、多元
共治为依托，形成党建、管理、综治、服务“一
张网”，推动问题在网格中发现、在网格中解
决，努力实现城市副中心高效能治理，让“网
格+热线”机制在副中心全面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2634个网格、近3000名专职网格员、1万余名兼职网格员

通州全面推广“网格+热线”服务机制
本报记者 孙云柯

本报讯（记者 赵鹏 池阳 通讯员 董
浩程）在隆隆的轰鸣声中，盾构机的刀盘
缓缓破壁而出，打通了地铁 22号线（平谷
线）政务中心站至政务中心东站区间的盾
构隧道。记者昨天获悉，平谷线工程的首
个盾构区间已实现双向贯通。

在施工现场的地面，有一座检测站，
里面放置着盾构施工进展图，包含项目的
平面图和垂直剖面图，从两个角度分别展
示目前的盾构进度。“这张垂直剖面图上
共有 392根小灯管，每一根灯管就是盾构
一环的进度。现在灯管全部点亮，说明两
站地下已经贯通。”北京城建轨道建设公
司 22 号线 12 标副总工程师龙长喜介绍，
下一步施工团队还将建构左、右两线之间
的联络通道并设置泵房，用以作为线路地
下应急、排水等功能的保障中心。

在不远处，如巨龙般的“基石一号”盾
构机静卧在地下深处，刀头上依然挂着新
鲜的泥土。两排雪亮的灯带照射着整条
隧道，向着远处不断延伸。未来飞驰的地
铁将每天在此穿梭往来，将京冀两地居民
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平谷线政务中心站、政务中心东站两站
及相连区间同属于12标项目，由北京城建轨
道建设公司承建。区间左线已于6月贯通，
本次贯通的右线长度625米，自政务中心站
开始掘进，沿途经过兆善大街、景行路、清风
路、含英西路等地向东抵达政务中心东站。

该线路位于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在开挖
过程中存在地下管线繁多、地面建筑物密
集、地质松散和地下水位高等不利因素，是

“基石一号”盾构机在副中心“走”过最困难
的一段路。项目施工团队为保障盾构施工
安全通过地上建筑群和地下管线群，对线路
区间可能的风险进行了摸排，从沿途建筑结
构、桩基形式，到管线尺寸全都进行了资料
汇总，根据数据信息调整挖掘方式。在考虑
到人工建筑影响的同时，施工团队还严格计
算挖掘产生的渣土量，确保土压平衡，预防
盾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地下水喷涌和地表
沉降。据介绍，在完成本次盾构任务后，“基
石一号”预计将就近投入周边项目，继续在
平谷线建设中再展神威。

作为北京轨道交通首个盾构智能化
掘进示范工程，“基石一号”盾构机进行了
盾构自主掘进等相关智能化技术的研究
与运用，盾构姿态控制系统实时采集盾构姿态与轴线状态，通
过人工智能算法、自动控制各分区推进压力，实现了盾构地面
驾驶、自动保压、自动纠偏、实时远程监控预警等功能。

不仅如此，通过搭建智能感知子系统，研究团队关联水平
运输和盾构掘进系统形成智能联动，首创盾构掘进整循环智
能自主掘进系统，实时把握地下现场物料情况，提高了地下施
工效率。其同步开展的物料垂直智能运输系统也实现了垂直
吊装的可视化远程控制和智能安全吊装，通过定位技术联动
垂直与水平两套运输系统，首次采用地上地下全流程智能作
业。此外，项目还在施工过程中实现了管片拼装机的智能化
改造，这将让未来管片的拼装能够做到自主识别、自动抓取和
精准拼装，创新了盾构全过程智能化施工成套技术。

这次区间双线贯通是平谷线建设的标志性一步。平谷线西
起CBD区域东大桥站，东至平谷中心城，途经朝阳、通州、三河、
平谷，线路全长约81.2千米。平谷线预计在副中心设置6站，段
落线长15.6千米，串联起运河商务区、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及
政务中心区域，建成后副中心与平谷区之间最快仅需32分钟，更
能9分钟抵达北三县，将成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重要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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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 王倚剑）大运河北京段
沿线7个区开展669项考古发掘项目，讲述传承千
年的运河故事；城市副中心建成300余公里沿河绿
道，绘就蓝绿交织运河图景；科技助力下，大运河
文化遗产实现古今“同框”……昨天，“情景交融
文明互鉴”中国大运河文化带国际传播对话上，专
家学者们分享了大运河上的“新鲜事”。

“流淌千年的运河水，承载了北京跨时代的发
展和文化记忆，是北京国际传播的重要载体。”市
纪委市监委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固表
示，以运河为媒，用心用情做好每一次国际传播，
有助于构建起与北京“四个中心”定位相匹配的良
好国际形象，展现最新最美最好的北京。

大运河是流动的文脉。主题演讲环节，市文
物局副局长凌明介绍了北京市在大运河文化带和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的新进展。最近3年，大运河
北京段沿线7个区共开展669项考古发掘项目，发
掘面积32.1万平方米。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配合城
市副中心建设发现的汉代路县故城遗址，被评为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今年，我们对路
县故城城址内东南部遗迹进行发掘，发掘面积达
1500平方米，发现丰富的遗迹遗物现象。”凌明说，
路县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持续推进，明年将向社会
开放；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已经建设完成，
正在开展二期绿化工程，“由此，路县故城城址成
为北京地区首个在城市基本建设考古中完整保护
下来并建立遗址公园的大遗址。”

“城市副中心，一幅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
共融的画卷已经徐徐展开。”通州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侯健美说，近年来，城市副中心依托大运河
这条生态文明带，持续拓展绿色生态空间，沿河建
成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西海子公
园等一批城市公园和300余公里沿河绿道，全区森
林面积达45万亩，森林覆盖率超过33%，通州区成
为北京首个获得“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平原区。

数字赋能，将悠悠古运河“引”到公众面前。
“我们收集了大量舆图、古籍、音视频等资料，用交
互地图展示大运河北京段文化遗产的位置信息，
以及从元代到明清以及现代的变迁情况。”中国人
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院长冯惠玲现场展示了一
组动画，呈现了元代郭守敬通过引入白浮泉的泉
水开凿通惠河的故事，她说，“我们开发了大运河
北京段的数字传播产品，比如用3D建模技术重建
了元明清三代的漕船，普通市民也可以通过互动
小游戏，了解运河文化，动动手指，就能让漕船在

‘运河’中行驶。”
文旅融合，向世界传播大运河故事。通州区

统筹运河两岸文旅生态资源，加快创建大运河国
家级5A文化旅游景区，形成“一环串联五大片区”
的特色格局，强化与环球影城互动引流，打造国际
消费体验区与旅游度假区。侯健美说：“我们创新
推出‘运河有戏’区域性演艺品牌，集中推出大运
河音乐节、运河文化时尚大赏等130余场演艺文化
活动，让城市副中心的文化烟火气再次‘焕活’古
老大运河。”

本次活动是2023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
暨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的主要活动之一，由北
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
办公室、杭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新闻社、世界运河
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共同主办。

大运河北京段开展669项考古发掘项目

路县故城保护展示工程明年开放

本报讯（记者 王广燕 王倚剑）伴
随着北京民族乐团演奏的悠扬曲调，
两条游船驶出漕运码头。昨天，2023
中国大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暨北京
（国际）运河文化节主题活动之一，
“艺·韵河”京杭雅集活动在大运河北
京航段启航。来自京杭两地的艺术家
们泛舟大运河之上，或交流对谈，或泼
墨挥毫，或曲动人心，携手架起大运河
南北文化交流的新桥梁。

运河之上，曲韵流芳。杭州越剧
院副院长、梅花奖得主徐铭率青年演
员陈群瑶、金玉皎共同演绎《西子越潮
声》，此曲细腻婉约、感情真挚，将宋词
的艺术魅力、越剧的江南韵味发挥得
淋漓尽致。这边柔和雅致的越歌曲调
将收，那边高亢明亮的嗓音渐起，来自
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的艺术总监“梅
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王英会，
身着华丽戏曲服饰迈步而出，为观众

献上了河北梆子《定都》。
曼舞轻歌回荡在运河之畔，著名

舞蹈演员魏伸洲带来男子独舞《水·
韵》，灵动的身体表达着水的多样性
和生命力，述说着京杭大运河的生生
不息。北京演艺集团旗下北京歌剧
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
员周旋带来了浙江省传统民歌《采茶
舞曲》。来自北京的中国东方歌舞团
国家一级指挥家杨春林、著名导演崔
巍以“京杭文化的多元性与融合性”
为切入点，就北京、杭州这两个城市当
下所承载的多元文化融合意义展开深
入交流。

来自北京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盛和来自杭
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杭州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名誉主席朱炳仁就“京杭美术

在历史中的经典与流派发展”进行了
交流，分别从运河之于京杭两地艺术
作品的影响和传播、当代京杭艺术界
的发展与创新、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非遗的思考与实践三方面发表独到
见解。

“大业号”游船甲板上，身着蓝衫
的少女踏乐而来，头戴金色步摇，鞋
系彩色丝穗，一段带着元朝风韵的

《步摇彩穗舞》袅娜轻快，观众仿佛瞬
间置身于数百年前的大都市井。一
舞终了，“大业号”墨香四溢的船舱
内，精妙绝伦的画作跃然纸上。来自
北京的当代中国著名书法家、诗人蔡
祥麟与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
员、杭州画院副院长缪宏波在大运河
荡漾水波的陪伴下完成了画作。此次
京杭对话雅集活动用书画的形式联结
起京杭两地艺术家情感纽带，以画会
友，加深了两地文化艺术交流。

相关新闻

泛舟运河以“艺”抒怀

城市副中心建成城市副中心建成300300余公里沿河绿道余公里沿河绿道，，绘就蓝绿交织运河图景绘就蓝绿交织运河图景。。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