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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 通州区委区政府

承办单位：通州区委宣传部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通州区融媒体中心

邀请函
地点: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1号展厅

台前幕后

每一张照片都独具匠心

展览的四大部分涉及城市副中心的发展、产业、环境和民
生，最难的就是挑选合适的照片。“大概半年前，我们就向社会
公开征集照片，最后汇总了 1800余张，加上摄影记者的照片，
照片数量超过 2000张。但是根据展览的需求，这些照片基本
按照十分之一的比例筛选。”柴福娟说。

最终呈现出的每一张照片，都有其独具心思的设计。比
如展览第一部分反映城市副中心建设的照片，除了选定重点
工程，还要挑出同一角度。“同一角度拍摄的照片，最能直观
感受‘大城蝶变’。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展出的 14个重点工程，
其实当时收集照片时足有 20多处。”柴福娟介绍。

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卫欣介绍，“蝶变—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影像展”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举办的京津冀
协同发展十周年的主题宣传活动之一，也是贯彻市委“二十年
之问”中记录副中心变化的要求。“我们通过这几年拍摄的照
片、视频，体现城市副中心的重大节点与重要工程的变化，回顾
城市副中心这些年来的建设成果。”

通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影像展分为四个单元，综合
运用视频、音频、图文、实物、交互装置等展陈方式，多角度呈现
城市副中心十年间的建设发展进程，还特别展示了一批同机位
不同时点拍摄的珍贵影像，今昔对比令人印象深刻。这位负责
人说：“影像展是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鲜活记录，更是京津
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生动缩影。在刚刚闭幕的区‘两会’上，通州
吹响了‘在打造城市发展样板的新征程上推动各项工作全面上
台阶，为答好二十年之问跑好第一棒’的新年号角。新的一年，
将以十年影像蓄力聚能，推动首都北京新‘一翼’建设取得新进
展、再出新成果，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让人民群众在副中心心情愉快、人生出彩、梦想成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群琛张群琛

经过半年准备，“蝶变—北京城市副
中心建设发展影像展”今天在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拉开帷幕。
展览精选 160 余张照片，通过 4 个单元展
现北京城市副中心在重点工程、民生保
障、三地协同、产业发展、环境治理、文化
旅游等方面的变化。作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重大战略提出十周年的重要活动，该
展览将持续至 3月 31日。

看效果图变成实景图

“蝶变—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影像展”位于北京大运河博
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主楼一层1号展厅。推开展厅大门，一幅巨
大的航拍运河图出现在右侧。照片向西拍摄，画面右侧是朗清园
小区，左侧是郁郁葱葱的大运河森林公园。近处的河面清澈湛蓝，
甚至能看到站在观景平台上眺望运河两岸景色的游客。向画面远
处看去，还能看到运河商务区。画面中蜿蜒流淌的大运河就像一
只正欲展翅高飞的凤凰（上图）。

这幅照片拍摄者是摄影师程序，他将照片取名为“龙凤呈
祥”。程序说，这幅作品利用色彩、光线和构图，艺术地呈现了城市
副中心水城共融的美景，并登上了《中国画报》外文版的封面，向世
界宣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和魅力，在中国第十三届艺术节
获奖并巡展。“一直想拍既能展现城市副中心美好景色，又能体现
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的照片。当我在空中看到这个景色时就被震
撼了。”程序说，2024年将继续用镜头记录副中心蝶变的过程，争取
策划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致敬大运河》摄影大展。

本次展览的第一部分“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着重介绍北京城
市副中心区域内重点工程的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成果以及城市
副中心的地下空间。记者注意到，反映重点工程变化的照片基本
都是在同一角度不同时间拍摄。

重点工程变化板块选取了14个城市副中心的重点工程，其中
12 个重点工程都采用两张照片展现变化，时间跨度在 2 年左右。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和运河商务区则采用了多张照片，
时间跨度长达5年。

“这是2017年9月拍的，三大文化建筑的原址，小圣庙村搬迁前
的样子。”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航拍工作室摄影记者常鸣介绍。这是
一张无人机航拍图，镜头向北，画面中可以清楚看到车来车往的东
六环，正在建设的行政办公区一期以及画面近处成片的村居。“当时
东方化工厂正要启动拆迁，我去航拍化工厂最后的影像。降落无人
机前想着把镜头冲北也拍一张小圣庙村，就有了这张照片。没想到
这也成了小圣庙村唯一的一张全景图了（见右两张对比图）。”

2019年下半年，三大文化建筑正式开工，常鸣更将镜头对准这
里。基坑、封顶、主体结构完工、外立面亮相，再到最后的面对公众
开放，加之无数张建筑工地的细节，拍摄跨越数年，全景记录。而
且，所有展现三大文化建筑变化的主图都与2017年拍摄的小圣庙
村角度一致。“2016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正式启动建设，当时出了很
多效果图，我希望通过镜头将效果图变成实景图且尽量和效果图
角度相同。”常鸣解释了这一设计的初衷。今年他打算利用航拍继
续同一角度拍摄已开放的三大文化建筑，展现四季轮转之美。

多种形式展现副中心“蝶变”

除了实景照片，展览还通过效果图、图表、视频、互动演示等多种形式展现
副中心变化。展览第二部分“生机勃发 拔节生长”中，展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在两区建设、产业培育、特色小镇、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发展。

其中在展现文化旅游的板块中，Endeavor City城市运动中心、北京海昌海
洋公园、顶点公园、湾里商业娱乐综合体等7个重点项目效果图集中亮相。通州
区融媒体中心策展人柴福娟介绍：“这是城市副中心文旅区7大新建项目首次集
中亮相，我们要让大家看到文旅区未来涵盖的更丰富业态。”

不仅是照片，本次展览中还融入了视频等形式。在第二部分展现副中心深
厚文化底蕴的内容中，通州古城的三维全景复原再次亮相。参观者可以直接跟
着屏幕里的镜头畅游南大街、通运门、鼓楼等通州历史上的著名“打卡地”。据
了解，通州古城的三维全景复原在 2023年服贸会上首次亮相，其内容以《通州
志》等史料为基础，根据北京及周边市县的清代现存建筑建模。目前，三维全景
复原通州古城仍在制作中，预计将于2024年服贸会展现全貌。

展板设计同样下足功夫。第二部分展现城市副中心两区建设成就的板块中，
由20余个入驻企业组成的蜂窝状展板十分抢眼。“企业照片数量多、行业广，场地有
限不好展示。我们考虑了很久，想到用‘蜂窝拼展’，就有了现在集中亮相的样子，也
更体现出城市副中心的两区建设需要所有企业发挥合力。”柴福娟解释道。

策展团队夜以继日奋战策展团队夜以继日奋战，，历时半年历时半年，，终于在新的一年开始为观众终于在新的一年开始为观众
奉献出精彩的展览奉献出精彩的展览。。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常鸣常鸣 程序程序

““龙凤呈祥龙凤呈祥””呈现了城市副中心水城共融的美景呈现了城市副中心水城共融的美景。。

20172017年年99月月1717日常鸣所拍摄的运河畔的小圣庙村日常鸣所拍摄的运河畔的小圣庙村。。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建筑。。

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