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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元宇宙上演古今碰撞

在这个独一无二的空间里，读者们不仅是观察者，更是亲历者。他们有机会亲手触摸
到历史的质感，体验那些几乎被时光遗忘的雕版印刷技艺，感受那些非遗文化的细腻与深
邃。同时，畅读经史子集，如同穿梭于历史长河中的行者，开启一段跨越千年的时空之旅。

北京城市图书馆元宇宙体验区位于图书馆一层西北部的24小时库本门厅区域，建
筑面积约 600平方米，利用屏幕、镜面等多种显示媒介，构建出神秘又前卫的元宇宙线
下体验场景。“首图公共元宇宙”“读者个人元宇宙”“首图公共数字人”“用户数字人”与

“数据之海”五大体验场景，呈现出可视化数据的奇幻景观。
元宇宙图书馆构建起超越想象的虚拟与现实交融的阅读世界，能让您与AI数智馆

员“图悦阅”畅聊，让读者穿行线上的平行世界。读者在元宇宙体验馆只要刷一下自己
的读者卡，根据本人日常借阅图书的特点，系统会自动生成或古风或现代等不同特色的
个人虚拟形象，让读者可以在线体验、参与馆内的相关展览、活动，也可与线上世界的读
者、馆员、专家交流互动，探索知识的无垠边界，并可将游历过程分享到个人的社交媒体
账号中。

“机器人馆员”在“绿心”求邂逅

缓缓驶出北京城市图书馆大门，三台造型呆萌的室外流通机器人即将在城市绿心
森林公园开始一天的工作。它们圆润的头顶和方正的小身板儿在阳光下未来感十足。

记者走近其中一台机器人，只见它的“眼睛”——闪烁的激光雷达，正在不停地扫描
周围的环境。“叩开科技大门的它们配备了先进的双激光雷达和视觉景深避障系统。”首
图馆员刘畅详细介绍几位小“同事”，“即使在复杂的户外环境中，它们也能安全绕行。”
室外流通机器人将围绕三大建筑周边的既定路线行进，期待着与您的“偶遇”。

使用中，读者在机器人前方一米左右稍作停留，它们就会停下。“先扫描输入或手动
输入您的读者卡号，随后按屏幕提示操作，就可以轻松完成借书或还书。”刘畅说，这几
个小家伙带有电动单格书舱36个，每格可存书3本，最多能容纳百余册图书，非常适合
在广阔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里服务广大读者。

刘畅补充道：“只要天气和路况允许，它们就会在公园里持续服务，不仅能够满足读
者的借阅需求，还能成为公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刚刚通过“机器人馆员”借到书的市民孔女士感慨地表示，这种方式真实感受到了
城市图书馆背后的科技创意和服务革新，这些机器人不仅仅是服务的工具，更是为城市
文化生活增添活力的小使者。

747幅珍贵老戏单首次数字重构

传承古都千年文脉传承古都千年文脉，，北京城市图书馆的非遗文献馆北京城市图书馆的非遗文献馆//地方文献馆作为全国首家综合性地方文献馆作为全国首家综合性
非遗文献阅览空间非遗文献阅览空间，，将为读者提供集阅读将为读者提供集阅读、、展示展示、、体验于一体的全新服务体验于一体的全新服务。。立足首都立足首都，，馆内馆内
非遗文献将展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非遗文献将展示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着眼全国着眼全国，，有重点地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有重点地展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化遗产项目；；走向世界走向世界，，带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带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古籍文献馆智慧展陈即将在图书馆亮相古籍文献馆智慧展陈即将在图书馆亮相，，其中包括其中包括““北京市典籍博物馆北京市典籍博物馆””和和““古籍修古籍修
复多媒体体验复多媒体体验””等内容等内容。。““北京市典籍博物馆北京市典籍博物馆””将揭示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将揭示首都图书馆地方文献、、珍稀善本珍稀善本、、小小
说文献说文献、、戏曲文献的四大特色收藏戏曲文献的四大特色收藏。。““古籍修复多媒体体验古籍修复多媒体体验””则以则以““书之源书之源”“”“书之盛书之盛”“”“书书
之藏之藏””与与““书之修书之修””为线索为线索，，系统展示古籍的起源系统展示古籍的起源、、发展发展、、收藏与修复等相关知识收藏与修复等相关知识。。

““典籍里的非遗典籍里的非遗””首期主题展陈将以首期主题展陈将以““成图画茶成图画茶”“”“缥缃识茶缥缃识茶”“”“京茶京韵京茶京韵””茶文化非遗茶文化非遗
文献资源和文献资源和““首图有戏首图有戏””非遗戏曲知识为载体非遗戏曲知识为载体，，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读者可在品茶读者可在品茶、、读读
书书、、赏戏中发现非遗生活的美好赏戏中发现非遗生活的美好，，感受非遗艺术魅力感受非遗艺术魅力。。

其中其中，，““成图画茶成图画茶””聚焦中国茶文化聚焦中国茶文化，，采用数字多媒体技术采用数字多媒体技术，，对古籍中的茶插图进行对古籍中的茶插图进行
活化展示活化展示。。““首图有戏首图有戏””开创文献资源数字应用新范式开创文献资源数字应用新范式，，运用数字化处理运用数字化处理、、知识关联和动知识关联和动
态图像处理等技术态图像处理等技术，，将馆藏将馆藏747747幅珍贵的幅珍贵的““旧京戏报旧京戏报””戏单进行处理戏单进行处理，，使静态戏单呈现出使静态戏单呈现出
浮动浮动、、聚散等效果聚散等效果。。这是国内图书馆首次将老戏单数字重构为动态视觉表现这是国内图书馆首次将老戏单数字重构为动态视觉表现，，也是在文也是在文
本文献可视化领域的首次应用本文献可视化领域的首次应用，，实现了文献资源的数字意象重构实现了文献资源的数字意象重构。。

最是书香能致远最是书香能致远，，此处无声胜有声此处无声胜有声。。为了保证阅读环境的安静与舒适为了保证阅读环境的安静与舒适，，馆内在东西馆内在东西
两侧设置静音舱两侧设置静音舱，，如确实有接打电话等需求可到静音舱中如确实有接打电话等需求可到静音舱中。。

千场 活动静候读者

北京城市图书馆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北京城市图书馆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它在悄无声息中它在悄无声息中
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人们的心灵，，引导大家找回阅读的本质引导大家找回阅读的本质。。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能够有这样一能够有这样一
个空间个空间，，让人们暂时放下手机让人们暂时放下手机，，忘记喧嚣忘记喧嚣，，静下心来体会文字的力量静下心来体会文字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一种难这本身就是一种难
能可贵的文化财富能可贵的文化财富。。

伴随着伴随着20242024年的到来年的到来，，今年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千场活动也陆续开展今年北京城市图书馆的千场活动也陆续开展。。这些阅读活这些阅读活
动通过文化传承动通过文化传承、、科技创新科技创新、、人文社科人文社科、、艺术鉴赏艺术鉴赏、、城市生活等领域城市生活等领域，，挖掘馆藏资源挖掘馆藏资源，，突破突破
讲座讲座、、展览展览、、论坛等传统单一形式论坛等传统单一形式，，以以““讲讲++体验体验”“”“讲讲++展览展览”“”“讲讲++交流交流”“”“讲讲++研学研学”“”“讲讲++
演出演出””等多元融合形式等多元融合形式，，为从零岁开始的全年龄层读者提供为从零岁开始的全年龄层读者提供““一生读一起读一生读一起读””的便捷阅读的便捷阅读
平台平台、、丰富阅读活动丰富阅读活动。。

即日起至四月末即日起至四月末，，““展阅季展阅季””公共艺术展览会在山间阅览区与读者见面公共艺术展览会在山间阅览区与读者见面。。““展阅季展阅季””公公
共艺术展览邀请徐冰共艺术展览邀请徐冰、、隋建国隋建国、、史金淞史金淞、、郅敏等艺术家参与郅敏等艺术家参与，，在公共阅读空间展示在公共阅读空间展示《《天书天书》》

《《地书地书》《》《合古塔合古塔》《》《双松图双松图》》等艺术品等艺术品，，山体阅览区内还有山体阅览区内还有““诗歌诗歌””主题艺术家手作书散落主题艺术家手作书散落
其中其中，，读者漫步书山即可邂逅惊喜读者漫步书山即可邂逅惊喜。。

此外此外，，知识普及类将主要包括知识普及类将主要包括““京城博谈京城博谈”“”“科创研讲科创研讲”“”“职业专谈职业专谈”“”“大家领读大家领读””等活等活
动动；；艺术鉴赏类的艺术鉴赏类的““睿寻睿寻””公共艺术展览预计将于今年初到位公共艺术展览预计将于今年初到位，，展览将伴随读者在展览将伴随读者在““森林森林
书苑书苑””书山间阅读的脚步书山间阅读的脚步，，用独特艺术品呈现别样的求知之旅用独特艺术品呈现别样的求知之旅，，以以““诗歌诗歌””主题艺术家手主题艺术家手
作书呼应读者作书呼应读者““登书山登书山””的探索之旅的探索之旅；；传统文化类的传统文化类的““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非遗陪你过大节—非遗陪你过大节””
将在春节将在春节、、元宵节元宵节、、清明节清明节、、端午节端午节、、七夕节七夕节、、中秋节中秋节、、重阳节安排表演重阳节安排表演、、技艺技艺、、雅集等不同雅集等不同
形式的非遗活动形式的非遗活动；；少儿活动类的少儿活动类的““户外活动区户外活动区””将在春秋两季面向少儿读者开展森林阅将在春秋两季面向少儿读者开展森林阅
读季读季，，举办名家讲堂举办名家讲堂、、森林故事会森林故事会、、童心舞台童心舞台、、绘本戏剧绘本戏剧、、cosplaycosplay、、图书漂流等活动图书漂流等活动；；文艺文艺
生活类将推出生活类将推出““牡丹亭牡丹亭””及及““山海经山海经””主题沉浸式阅读活动主题沉浸式阅读活动、、线上共读社群线上共读社群、、青年青年TALKTALK荟荟
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北京城市图书馆不仅提升了市民的阅读体验北京城市图书馆不仅提升了市民的阅读体验，，更成为丰富京城文更成为丰富京城文
化生活的新坐标化生活的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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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副刊·城韵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域（郊）铁路已
经开通了4条线路，总里程已达400公里。未
来，城市副中心线有望进一步延伸。

昨天上午，北京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对市郊铁路的热点问题
进行解答。

扩能改造后早晚高峰增加开行数量

目前，北京市域（郊）铁路已经开通了 S2
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和通密线 4
条线路，24座车站，总里程已达400公里。未
来，城市副中心线有望进一步延伸；通密线将
进行整体化改造，届时服务范围和服务能力
将进一步提升。

市郊铁路的开行给广大市民的出行带来

了便利，但有不少市民反映，市郊铁路的车次
较少，呼吁加开列车。

北京市域铁路融合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运
营发展部副经理殷波介绍，目前，北京市郊铁
路图定日开行列车总计20至24对，其中城市
副中心日开行列车6对，怀柔-密云线日开行
列车 8对，通密线日开行列车 3对，S2线目前
周二至周四每日开行列车 3 对、周五至周一
每日开行列车7对。

在清明、“五一”、“十一”等节假日，市郊
铁路也会根据客流情况对列车开行对数进行
调整，以满足乘客小长假出行的需求。

殷波解释，已开通运营的市郊铁路线路
主要是利用铁路资源简捷开行，受既有国铁
线路运输能力紧张、枢纽站点接发车能力趋
于饱和、线路自身条件和安全限速等因素影

响，各线列车开行对数比较有限。
后续，随着北京铁路枢纽功能优化调

整以及对既有线路进行扩能改造，如城市
副中心线西段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
乡段）、东北环线建设等，线路的运输能力
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市郊列车的开行对数
也会相应增加，特别是早晚高峰时段的开
行对数。

“融合闸机”已完成开发

如今在搭乘市郊铁路时，通过铁路购票
的乘客和刷卡刷码进站的乘客，需要在进出
站时走不同闸机通道完成验票。记者了解
到，市域铁路集团目前正在推进“融合闸机”
的研发，新闸机投用之后将解决这一问题。

为了满足多票种乘车需求，目前北京市
域（郊）铁路已开通运营的四条线路的车站，
大多部署了两种检票闸机：一种是北京市轨
道交通自动检票系统，支持用一卡通、亿通
行 APP 乘车码等方式的乘客进出站；另一
种是铁路客票检票系统，支持 12306APP 购
票的乘客进出站。在检票时，两套闸机是
独立设置的，导致乘客进出站时需要判断
闸机类型，可能造成拥堵，从管理上也无法
实时掌握全部的客流数据，列车席位统筹
管理效率不高。

为提升便捷性，市域铁路集团联合相关
单位成立联合研发组，完成了兼容两种检票
系统的融合闸机样机开发。下一步，市郊铁
路将进行融合检票闸机的在线应用测试，力
争尽早在车站应用。

4条市郊铁路总里程达400公里

城市副中心线有望进一步延伸
本报记者 李博

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路网建设
再传新消息。记者从北京市发展和
改革委获悉，城市副中心步行和自
行车系统示范段工程项目建议书
（代可行性研究报告）获批，示范建
设约3公里慢行路。孙各庄南街（潞
邑东一路-东六环西侧路）等三条道
路工程将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于今
年开工，优化区域交通，提升市政保
障能力。

未 来 ，骑 游 副 中 心 有 新 路 线
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
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要
求，城市副中心要“构建连续安全的
骑行系统，依托干线绿道建设自行
车专用道”，并“倡导绿色出行，到
2035年城市副中心绿色出行比例达
到80%以上”。

本次批复的项目，便是城市副
中心规划蓝图中的一片“拼图”。“示
范路”位于行政办公区一期北侧，南
起东古城街，北至六合东路、六合西
路，全长约3公里。规划标准路面宽
9.8米至11.5米，其中，路县故城遗址
公园段利用公园园路设置、路面宽
3.5米。随路实施桥梁、交通、照明、
绿化、雨水等工程。

“项目设计充分借鉴了回天地
区自行车专用路实际运营经验，统
筹考虑城市副中心慢行系统建设、
高线公园规划建设、城市道路建设、
公交线网优化等情况，推动构建连
续、安全、快捷、舒适的城市副中心
步行及骑行慢行系统。”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说。

结合区域路网现状、规划及周
边地块交通需求，该项目同时考虑
周边居民、通学、通勤及休闲等日常
生活出行，对高峰时段本项目步行、
骑行需求进行了科学预测。设计时，利用路县故城遗址公
园园路，并结合沿线地形地貌设置路侧绿化和林荫道路，
增强步行及骑行体验；全段设置自行车道和人行步道，确
保步行有道、骑行顺畅；全线缓坡设计，以提升慢行舒适体
验。配置自行车停放车位，便捷骑行停放。该慢行路将发
挥示范试点作用，引领绿色低碳出行成为新风尚。

副中心副中心““两横一纵两横一纵””城市次干路将开工城市次干路将开工

近日，孙各庄南街（潞邑东一路-东六环西侧路）等三
条道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得批复，“两横一纵”“内联
外畅”的路网格局将提升该区域的交通及市政保障能力。

据了解，三条道路均位于通燕高速以北，六环西侧路
以西区域。其中，孙各庄南街，西起潞邑东一路，东至东六
环西侧路，全长约0.53公里，红线宽35米。运通南街，西起
潞邑西路，东至潞邑东一路，全长约 0.51 公里，红线宽 35
米。潞邑东一路为南北向道路，南起运通南街，北至潞苑
南大街，全长约0.6公里，红线宽40米。

三条道路均按照城市次干路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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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了解到，三条道路工程
所在地为孙各庄村棚改安置房重要对外出行道路及市政
能源通道，紧邻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区，南侧通燕高速
公路是区域对外交通联系的大动脉。

“项目设计综合考虑这些特征优化交通组织，对路口
进行精细化设计，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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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路还
将海绵城市理念引入其中，设置人行道透水铺装、环保型
雨水口及渗透溢流井，在人行道等部位使用建筑物再生
品，建筑废弃物也将被资源化利用。

项目将于今年先后开工，计划2025年上半年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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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种珍稀鸟类在副中心越冬

副中心多河富水，丰富的水资源为鸟
类栖息停留造就了优渥的自然生态环境。
河流生态带周边成了观鸟的绝佳之选，不
少珍稀野生鸟类都是在河流生态带周边出
现的。

马德成是爱鸟汇志愿者，他就曾在萧
太后河观测到过紫背苇鳽，这种鸟类在副
中心罕见。萧太后河道中生长着芦苇、香
蒲、慈姑等丰富的挺水植物、浮叶植物、沉
水植物，两岸则是高高低低的杨树、柳树、
榆树以及大面积种植的苜蓿。“那次观鸟，
我们天刚蒙蒙亮就到了，刚走近一处草丛，
就听到一阵悦耳的鸟鸣声，是小蝗莺。这
么快就发现了一种目标鸟，大家都很兴
奋。”马德成回忆道，那天，大家陆续观测到
了黑枕黄鹂、鹌鹑、红颈苇鹀、栗耳鹀、黄胸
鹀等不少鸟类。

他说：“那儿就是一幅生动自然的画卷，
河水哗哗流淌，两岸绿树成荫、植被茂密，黑
眉苇莺在芦苇里蹦来蹦去，灰头鹀偶尔以漂
亮的姿态亮相，极北柳莺在柳树上忙着觅
食，东方大苇莺则亮出了标志性的大嗓门开
启了新的一天……我们还发现了在副中心
非常少见的紫背苇鳽，大家都特别惊喜。”

截至目前，到副中心栖息的野生鸟类已
达 372种（含历史记录 19种），大鸨、长耳鸮
等珍稀野生鸟类迁徙至副中心越冬。

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豹猫现身

清新宜人，绿意盎然的生态环境不仅吸
引了珍稀野生鸟类“定居”副中心，在通
州区消失已久的豹猫也重新现身潮白河
岸边。

2023 年年底，爱鸟汇鸟调团队队员齐
春宏在潞城药艺园进行例行水鸟同步调查
时，发现潮白河靠近岸边的芦苇里有一只长
相奇怪的猫，这只猫在短暂躲避后从冰面上
径直向未结冰的水域走去。

在未结冰水域内，聚集着大量的斑嘴
鸭、绿头鸭与普通秋沙鸭，它们或休息或嬉
戏，随着这只猫的靠近开始警惕。然而这只
猫并未去捕捉这些鸭子，只见它来到冰水结
合处，经过短暂调整，便下水向对岸游去，水
中的鸭子纷纷避让出一条通道。很快，这只
猫游到对岸并消失在岸边的草丛中。齐春
宏怀疑这只猫是豹猫，便将现场拍摄的照片
与视频通过微信发给羿健，后经确认是通州
区消失已久的豹猫。

据了解，豹猫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
物。在北京，豹猫主要分布在西部与北部山
区，靠近山区的延庆野鸭湖、密云水库等平
原地带也有较多发现。“平原地区的河流、水

塘、沟渠等近水之处的原生态草地与农田，
也很适合豹猫的生存。”羿健说，豹猫再次现
身通州，意味着潮白河两岸拥有原生态的自
然环境，不但拥有通州区最高的野生鸟类多
样性，同时也蕴藏着目前北京东部平原非常
出色的生物多样性。

生态“指示器”四角刻叶菱形成小种群

多河富水，是城市副中心的一大地理特
点。记者从区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年来，
城市副中心水环境质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
国市控考核断面水质实现了由劣Ⅴ类向Ⅳ
类水质的跨越提升。

水环境是否真的越来越好，水生植物最
有发言权。

2022 年，北运河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北
运河、镜河等水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时，
发现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物——四角刻叶
菱。该菱属种群对生存环境十分敏感，被认
为是生态环境的“指示器”，此次在北运河、
镜河等水域内小种群生长，标志着副中心水

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目前发现的四角刻叶菱长势较好、藤

蔓茂盛，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且存在向外
生长趋势。”北运河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
据了解，四角刻叶菱野生资源稀少，相关资
料也比较缺乏，所以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红色名录）中评
价水平缺乏数据。在我国 1999 年公布的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中，
四角刻叶菱被指定为国家二级濒危珍稀植
物重点保护。

生态治理修复在城市副中心发展中占
有浓墨重彩的一笔，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
城共融的生态城市图景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2024 年，通州区还将统筹布局污水处
理设施，加快推进减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
心、碧水资源循环利用中心建设，大力开展
镇级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及64座农村污水处
理站建设。全面实施“清河行动”和岸线整
治，持续推进通惠河水环境综合治理二期、
城南水网（漷牛片区）工程，完成排污口溯源
及治理，保持“河长治”“水常清”。

城市副中心野生动植物名单又刷新了

372种珍稀鸟类在副中心过冬
本报记者 田兆玉

“这是黄鹀，看来通州区鸟类记录又要添新了。”作为首都北京的重要一翼，副中心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生态城市图景正在加快绘就。生
态好引来万物生，作为爱鸟汇相关负责人，土生土长的通州人羿健感触颇深，“不说别的，单说来副中心‘定居’的各种鸟类，就越来越多。”

副中心哪里最适合观鸟？

按流域信息统计，潮白河流
域以243种鸟类登顶，凉水河流域
以157种位居第二，第三位是记录
147种鸟类的北运河流域（北运河
因春季通航水位较高等原因，全
年记录鸟种减少 39 种）。爱鸟汇
建议，巡河刷鸟是简单而有效的
观鸟方式。按调查区域统计，潮
白河野化区域（大宗高尔夫）记录
215种鸟类，是记录鸟种最多的区
域。马驹桥湿地公园和水南村地
区分别记录了 180 种和 161 种鸟
类，分列二三位。大运河森林公
园（全年记录155种）、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全年记录149种）、东郊湿
地公园（全年记录148种）、通明湖
公园（全年记录 144 种）也是观鸟
人常去的热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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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路慢行路““路过路过””路路
县故城遗址公园县故城遗址公园

豹猫来到冰水结合处。齐春宏/摄

紫背苇鳽。小齐/摄 四角刻叶菱。单斯维/摄 东方大苇莺。 红颈苇鹀。

（部分图片由爱鸟汇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