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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运动
9大场地热“雪”沸腾

春节期间，副中心冰雪娱乐运营
场所共9个、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包
括 8 处室外场所和 1 处室内场馆，分
别是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第四季绿心
冰雪嘉年华、东郎文创园通利福尼亚
冰雪乐园、大运河奥体公园鹏瑞滑冰
场、奥通之翼滑冰场、北京环球度假
区城市大道乐滑之梦、运河文化广场
大运河冰雪狂欢季、台湖公园冰雪大
世界、1982农场、密雪行踪滑雪馆。

运河文化广场打造了110米超长
冰滑梯，成为副中心冰雪运动最大

“显眼包”；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冰雪嘉
年华第四季如火如荼，近 6万平方米
场地实现冰雪全覆盖，包括雪坡、冰
滑梯、网红秋千、雪地摩托等近 50项
游玩选择；东郎文创园、台湖镇、宋庄
镇等依据不同的特色，也打造了多个
独具特色的冰雪奇趣游乐项目。

1月 27日，“欢乐京津冀 一起过大年”
主题采访活动在北京艺术中心启动。来自
中央和京津冀三地的60余位媒体记者将深入
京津冀，探寻三地如何携手打造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先行区示范区，并在新春到来之际呈
现京畿大地的浓浓年味儿和文旅新气象。

1月27日，也正逢三大文化设施开放满
月。据统计，一个月来，北京城市图书馆接
待读者逾37万人次；北京艺术中心服务4.3
万人次观众观演和参观；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迎来 16.6 万人次观众入内浏览，其五大
文创空间营收达到126万元。

临近中午，进入北京城市图书馆的读
者仍然络绎不绝，其中还有不少小读者。

安静地找位子，在书架上寻找自己喜欢的
书籍，读者们惬意享受周末时光。据统计，
截至目前，北京城市图书馆一个月来接待读
者超过37万人次。1月30日，这里将全新开
放少年儿童馆，该区域藏书将超过6万册。

首都图书馆副馆长李念祖介绍，城市
图书馆的少年儿童馆正式开放的同时，“亲
子阅读”“魔法书屋”“创意空间”“少儿剧
场”等更多精彩空间都将与大家见面。首
图邀请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团队参与少年儿
童馆的规划设计，以黄、绿、蓝为主色调，进
行色彩扩展，通过绚丽色彩与卡通造型，营
造快乐阳光、积极向上的氛围。

少年儿童馆的整体环境布置、装饰都
根据孩子的发展特点来设计，室内区域分
为南区（少儿影院、少儿剧场、魔法书屋、创
意空间）和北区（亲子阅读、少儿外文图书）
两大区域。其中布设有趣的科技场景，比

如小读者可以通过佩戴智能手环与空间内
的一系列“播撒阅读种子”触控点建立联
系。每多读一本书、多深入了解一个问题，
智能手环都会滋养云端的“阅读之花”。花
朵可以在馆内超大屏幕上展现出来，读书
越多花朵越多越美丽，长成美丽的魔法
森林。

据悉，此次联合采访活动是三地党委
宣传部共同策划开展。伴随北京日报报业
集团相关负责人接过采访团旗帜，北京站
的采访正式开始。采访团除了深入北京城
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环球影城等地探
访三地协同发展最前沿的勃勃生机和日新
月异，还将深入前门商圈、北京坊、首钢等

文旅新地标，感受新春文旅新场景。
采访团还前往河北省，采访报道雄安

新区拔节生长的崭新变化，体会未来之城
的“妙不可言”；到石家庄市正定县，感受正
定古城、特色街区、乡村基层的浓浓年味
儿。1月 31日至 2月 1日，采访团将在天津
鼓楼片区、意式风情区、五大道、北疆博物
院等处，体验“津牌”旅游线路，采访京津冀
旅游资源、市场客源一体化带来的蓬勃
商机。

除联合采访外，三地媒体还将首次在
春节期间联动开展主题报道，共同推介三
地卫视春节晚会，制作“美丽京津冀”系列
短视频，推出《老外游京张一起向未来》《重
游京张过大年》等系列网络直播节目，开展

“京津冀回家路”主题街采，播出《一棵菜的
旅行》公益宣传片，组织“寻美京津冀”短视
频征集活动。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北京环球度
假区已推出“环球中国年”主题活动,将
一直持续至 3 月 10 日。活动期间，火热
的年味儿从北京环球城市大道一直延
伸至园区各个角落。园区入口拱门处，
五个火红的灯笼寓意新春“开门红”，步
入主题公园，好莱坞大道天幕的巨龙花
灯将新年传统装饰与大片世界元素的现
代感融合。此次园区全新设置了环球新
春广场，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到集传统
与现代感于一体的新春集市氛围。此
外，园区还将推出北京环球影城指定单
日欢聚票（四人同行）、新春玩乐升级
套餐、酒店住宿与餐饮新春套餐等。

环球度假区
年味儿越来越足

记者在“欢乐京津冀 一起过大年”主题采访活动现场了解到

北京城市图书馆少儿馆明天开放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本报讯（记者 赵鹏）近日在市经信
局、北京证监局和北交所指导下，由区委
组织部、区经信局、区金融办联合主办的
全市首场“千亿畅融”——小巨人企业与
北交所专场对接活动在设计小镇创新中
心专精特新服务站举办。截至目前，副中
心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350家，其中
包括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3 家，培育
企业数量实现稳定增长。

这次活动包含北交所市场特色、辅导
上市验收、通州区产业政策、企业上市支
持政策和人才政策宣讲五个环节。城市
副中心两家专精特新服务站负责人、50余
家小巨人及专精特新上市后备企业以及
10余家中介机构代表现场参会。

区经信局副局长张妍表示，国家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位于产业基础核心领
域、产业链关键环节，创新能力突出、掌握
核心技术、细分市场占有率高、质量效益
好，是优质中小企业的核心力量，是强链
补链的主力军。

市经信局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副主任
林泽介绍，市经信局大力支持企业“专精
特新”发展。为解决部分专精特新企业在
进行股权融资过程中存在的痛点，市经信
局发挥政府部门引导作用，常态化组织开
展专精特新“千亿畅融”融资路演活动、建
立“专精特新融资服务库”、实施“挂牌倍
增”行动、全国首批设立专精特新专板，为
专精特新企业提供更为全面的多层次资
本市场服务。

北交所市场发展部副首席代表李婧
婷围绕“高质量建设北交所，助力企业创
新发展”做专题讲座，具体从北交所设立
背景、市场改革基本情况和市场制度三个
方面给与会企业做了详细介绍。随后，北
京证监局公司三处干部汪晓晗介绍了北
京市辅导验收工作的新情况、新变化及特
色做法。

区经信局产业科负责人雷东哲向与
会企业介绍了由区经信局出台的“高精
尖”“专九条”“医十条”三大产业支持政
策，并就荣誉申报、企业智能化改造政策
支持方向等进行详细解读，希望专精特新
企业积极参与副中心发展与建设，用好各
项惠企产业政策，实现跨越式高质量
发展。

区金融办上市培育工作负责人何云
倩则介绍了副中心上市企业总体发展情
况及《北京城市副中心促进金融业发展措
施》，表示将全力支持辖区企业挂牌上市。

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向与会企业介绍了副中心人才
政策，围绕副中心人才认定标准、引才奖励、人才服务保障、
人才引进落户和相关注意事项向企业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
解。他表示，欢迎企业招贤纳士，为副中心招揽更多优秀人
才，区委组织部将为企业人才发展提供更好的政策支持与
后续服务。

未来区经信局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协同好各部
门，加强同北交所和辖区银行等金融服务机构对接，帮助区
内专精特新企业了解市区两级最新政策动态，并做好服务
对接工作，推动副中心更多专精特新企业实现挂牌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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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一到饭点，海滨肉饼店就熙熙攘攘坐满人。香
气从厨房溢出，一张张肉饼上桌，一口下去，饼皮薄如纸，
满嘴都是肉，越吃越上瘾。除了肉饼，烤串、扒肉条、麻豆
腐等都是这里的特色菜品。来过的几乎都成了回头客。

说到南大街的特色美食，“肉饼”必列其中。
海滨肉饼店，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了，共有两家，分

别位于南大街南口和北口。南口是第一家老店，北口是
后开的新店。“80后”的海明、海滨亲哥俩，分别是南北两
家店的少掌柜。

从味道上说，海滨肉饼属于典型的“京东肉饼”。“京
东肉饼发源于廊坊三河、大厂一带，是当地回族人喜爱的
传统食品，历史悠久。传说，乾隆年间，皇帝路过现在的
大厂县，曾经品尝过这种肉饼，对其色香味赞不绝口，从
此京东肉饼声名大振。”海明不仅肉饼做得好，还喜欢追
溯美食历史。

哥俩的父亲是海滨肉饼的老掌柜，河北大厂人。早
年间，传承京东肉饼手艺的老海来到南大街讨生活，支起
路边摊卖京东肉饼，慢慢地，好这一口的食客越来越多，
肉饼供不应求。经营数载后，老海就在南大街租下一间
20多平方米的小平房，并用小儿子海滨的名字作为店名，
从此有了海滨肉饼。

半斤肉做一张，一张肉饼28元，实惠的价格也让这里
成了很多本地人的家门口“食堂”。能够受到食客广泛认
可，海滨肉饼的成功更得益于对用料以及制作过程的执
着和考究。

海明介绍，他们对牛肉馅的选材非常严格，用的都是
大厂当天的现宰牛肉，鲜嫩美味，油而不腻。考虑到不吃
姜的食客，哥俩反复琢磨，不断改良，将鲜姜打成沫拌入
馅中，吃姜不见姜，是海滨肉饼的小秘诀。

肉饼的另一亮点是汁水丰盈，这是料水的作用。首
先，采用上好的香油、黄酱、豆豉和其他多种佐料，和馅前
一天，再加入花椒、大料、白芷等二三十种中药熬制的佐料
水，放在盆内“味”起来，等牛肉入味后再烙。烙制过程中，
饼皮会吸收牛肉的鲜美汁水，味道更融合，口感更丰富。

大葱也是增加肉饼香气的法宝。海滨肉饼选用的全
是山东大葱，只用葱白不用叶，“大葱切好，现拌现烙，既增
加风味，又避免了人们常说的臭葱味。和面也有说道，那
稀软程度，外行很难做出来。烙出的肉饼要呈半透明状，
讲究的是皮儿薄、馅儿匀、软和，吃不到一点硬边儿，放上
一天也不会发硬。”谈起肉饼制作，海明如数家珍。其烙饼
技法还要求“三翻六转七十二提溜”，经过七十二提溜的筋
道面皮，夹着浓香饱满的馅料，滋味别提多美了。

与南口的老店相比，开在北口上坡的海滨肉饼店面更大，
肉饼的种类也更多。这里的招牌多了一样——“门钉肉饼”。

门钉肉饼，顾名思义，是圆鼓鼓的小厚墩儿，形似古
代城门上的门钉。其口感更扎实，肉馅厚实多汁，饼皮煎
至两面金黄，酥脆油润，咬一口，浓郁的肉香和面香让人
无法抗拒。

后厨里，几十年手艺的老师傅手持铁铲，熟练地翻煎
肉饼，香气扑鼻，让人垂涎三尺。由于价格亲民，无论是
早餐还是夜宵，门钉肉饼都是店内首选。这道看似普通
的小吃，承载着老通州人的生活记忆和饮食文化。

忽如一夜春风来。外卖和电商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起初，海滨肉饼也加入了外卖平台，但
一位老主顾的电话，让海滨肉饼果断退出电商平台。海
明回忆，几年前一位家住吉祥园小区的老主顾给他打电
话，说外卖到家的肉饼不如在店里的好吃，饼皮塌软，“你
们是不是偷工减料了？”海明意识到，这种传统美食只有
现烙现吃，才能保证味道。他和弟弟海滨商量退出外卖
平台，坚持现点现做、现做现吃的“到店品尝”老方式。

如今，海明、海滨哥俩已开始收徒，河北、山东、内蒙
古、山西都有他们的徒弟。“我们希望更多人学会，让咱北
京的老味道别丢。”

南大街“饼界江湖”里还有一位重
磅——老北京芝麻烧饼。其中，最有名的
当数海记烧饼。今年 55岁的海建永和妻
子每天就在这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店里打
转。这个有 26年历史的老店是海建永全
家的经济支撑，更是全家的骄傲。1998
年，家住河北大厂的海建永和妻子杨大姐
来到南大街租下这间小平房，从此，烧饼香
气始终陪伴着老街坊。

每天凌晨 4 点，海建永准时起床，开
始和面打烧饼。他家烧饼配料干净，面里
只加适量碱水，再无其他。当然，海大哥
也有自己的绝活儿：根据天气的不同，和
面的水温也随之变化，打出来的烧饼放几
天也不硬。

揉面、擀皮儿、抹麻酱、撒芝麻……饼
坯上铛，均匀受热后微微膨胀，散发出诱人
芳香，10分钟后酥脆出炉。

“五个烧饼，您拿好，直接扫码付款就
可以。”从早上六点半开门，两个多小时里，
海大哥打烧饼、杨大姐卖烧饼，夫妻俩配合
默契，小店里顾客盈门。

70岁的马大爷和平时一样，接过刚买
的烧饼立马拿出来咬一口，一手接芝麻，一
手拿烧饼，几口下肚。“吃了 20多年，还是
这口儿最正宗，层儿多、酱厚、有嚼头儿。
赶上刚出炉的必须来一口，香！”

打烧饼又累又熬人，尤其是冬天，谁愿
意半夜从被窝爬起来。可是海建永两口子
坚持了 26年。如今，店面虽未扩大，但海
记烧饼却在通州打出了名堂。

烧饼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据说由西
域传入中原，汉代书籍记载有“灵帝好胡
饼”，这个胡饼也许是现代烧饼的来源。据
统计，全国有 100多种烧饼，有甜有咸，有
烙有烤。但对于北京人来说，提到烧饼，第
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麻酱烧饼。金黄的外壳
挂满芝麻，咬一口直掉渣，尤其刚出炉时最
香，“标准动作”是边吃边拿手接，这几乎是
每个北京孩子的“肌肉记忆”。

海记烧饼遵循的是最传统的做法，其
中一个关键步骤叫“摔扇（shān）子”。扇子
就是做烧饼时的面坯，烧饼好不好吃，这一
摔很关键。长期摔扇子让海建永患上了腰
椎病和肩周炎，但他依然没有忽略这烧饼
成型前的重要一步。尽管现在不少白案师
傅都是用擀面杖擀扇子，但他认为，扇子还
得靠摔。首先摔扇子能利用惯性让面片均
匀地变薄拉长，这样做出来的烧饼起层多，
吃着暄乎。另外，摔扇子的声音也是种“幌
子”，对于“明厨亮档”的烧饼铺来说，既能
炫技，又能招揽客人。

调和了花椒盐的芝麻酱更是烧饼的灵
魂，很多北京人对这个味道毫无抵抗力。

“烧饼用的是传统二八酱。”海建永说，芝
麻花生酱用香油澥开后，卷在烧饼里，醇
厚香浓。

夫妻俩也是因烧饼结缘。当年，20出
头的海建永从老家张家口来到大厂杨姓烧
饼店拜师学艺。从未接触过白案的他没日
没夜地练习。而且，小伙子很用心，几乎尝
遍了大厂所有的芝麻烧饼，经过无数次的
对比和练习，终于练成绝招。勤奋好学能
吃苦的海建永被杨老师傅相中，成了女
婿。从此，夫唱妇随，一起将烧饼店经营得
红红火火。

十年前生意最火的时候，海建永能从
凌晨四点忙到晚上七点，一天要打1000多
个烧饼，顾客天天排大队。对老食客来说，
早餐一碗豆腐脑，一个海记烧饼，惬意得
很。涮羊肉时，海记烧饼同样不可或缺。
这口老味道总是被惦念。

20多年来，店里也出现过不少年轻面
孔。“烙烧饼没什么秘密，一不要偷工，二不
要减料。认真做，谁想学我都教，有些已经
自己开店了。”海建永做烧饼几十年，但如
今面临两难境地。春节将至，夫妇俩却要
做出个无奈选择，面对上有老下有小的现
实，他们不得不忍痛闭店，计划1月底回大
厂照顾家人。“离家太远，跑不动了，可我们
舍不得南大街，舍不得这里的老街坊。”这
段日子，海建永仍不动声色地和面、打烧
饼，也常在没人时望着窗外发呆。

其实，有些老朋友已经得知了消息，赶
来跟小店告别。“老海，回老家开店别忘把
位置微信发给我。”“海叔，咱爷俩合个影留
个纪念。”……老主顾纷纷上门，生意比平
时更加火爆。走过26载的海记烧饼，早已
是南大街记忆中的一部分，“告别”是为了
更好地再见。

虽是小吃，但不同的配料、烹饪方法，
赋予了烧饼不同的灵魂。海记烧饼对面，
是南大街的另一家老字号——鲍记餐厅，
这里的“蛤蟆吐蜜”颇为有名，也是南大街
唯一一家将这款传统小吃传承下来的店。

蛤蟆吐蜜又称豆馅烧饼，是“老北京小
吃十三绝”之一，京津一带的传统小吃。
蜜，即为豆馅。烤制过程中，豆馅因受热膨
胀，从烧饼边上的自然开口溢出，最终挂在
饼边定型，故而得名“蛤蟆吐蜜”。据传，明
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时，随军将士
为使军粮便于携带，在一种用面粉烤制的饼
上涂抹羊油脂。后有刘姓人家经过几代尝
试，探索出工序多达26道的“蛤蟆吐蜜”，并
将之完整传承。

蛤蟆有招财之意，鲍记的这款蛤蟆吐
蜜，周身白芝麻，头顶大红点，侧面挤出红
豆沙，透着喜庆有趣，非常受食客欢迎。逢
年过节，不少老主顾会专程购买，馈赠亲
朋。这款面点的制作工艺很有门道，店里
的老师傅告诉记者，最考究手艺的是“吐
蜜”的开口，既不是用刀切，也不是用手扯，
而是和面功夫到位，烤制时自然裂开。

龙年将至，烟火气十足的南大街比平
时更加热闹，很多人专门赶来这里备年
货。“蛤蟆吐蜜”就是年货中的一款“爆
品”。店员说，有些客人还特意给店里打
电话让帮忙快递，或专门托人来买，就是
想让大家都尝尝“蛤蟆吐蜜”这道有趣的
北京小吃。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郭
丽
君

郭
丽
君

二

南
大
街

味味
寻寻寻

之

海记烧海记烧饼饼：：
相伴26载 老店进入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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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正在制作门钉肉饼海明正在制作门钉肉饼。。

海记烧饼每天一出锅就很快卖完了海记烧饼每天一出锅就很快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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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乐活

文化场所全部开放 400场活动享趣通州

龙年新春副中心文旅热闹非凡
本报记者 王倚剑

2024年春节期间，城市副中心依托特色文旅资源，策划推出“龙年新春 享趣通州”春节系列文化活动，包含各类文化活动近
400场。春节期间，环球度假区、三大文化设施、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各类历史文化街区、文化产业园区、文创
园全部保持对外开放。三大文化设施周边、各类商圈等区域、大街等重要节点还将设置共3.5万余个灯笼、彩灯、中国结、景观小品
等设施，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运河×环球“逛”趣十足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组织开展大运河新春游
园会，自 2024 年 2月 2日（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
至2月24日（正月十五），在运河文化广场、燃灯塔
及周边古建筑群、漕运码头三地开逛，市集分为日
场和晚场，除夕至初八及正月十五有精彩的民俗
演出活动共计21场。

运河文化广场集冰雪狂欢季活动、穿越千年
的十大名画 3D情景互动、十二生肖灯会、特色市
集、民俗表演、亲子游乐、灯光秀表演七大主题于
一地，实现一站遍享吃喝玩游购娱。

环球度假区隆重推出“环球中国年”主题活
动，将为游客呈现全新集市、重磅演出、龙年装饰
和佳肴年货，盛邀游客以全新欢庆方式喜迎龙年，
沉浸式体验“过年新方式，环球新年味”。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万达广场、领展、北投爱
琴海、远洋乐堤港等多个公园、商业综合体及文创
园区也加入“逛街天团”，举办首届国际风情节、

“新春年货大集”“新春嘉年华”“龙年国潮主题市
集”等活动。更有台湖演艺市集、宋庄艺术市集、
68场农村大集，画出一张副中心春节逛集大地图。

三大文化设施汇聚101场演艺活动

北京艺术中心以演出+艺术活动为特色，自 2月 11日大
年初二起，甲辰龙年新春艺术周将推出京剧、交响音乐会、亲
子音乐会等 3台 6场演出。节日期间继续开放参观，观众可
欣赏公共空间演出，体验特别策划的“国粹经典—戏曲主题
工作坊”“乐舞新春——圆舞曲艺术沙龙”“齐乐龙龙—亲子
打击乐趣味互动”三大主题板块的18场特色艺术活动。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设置“运河有戏”演艺周、“运河有约”
惠民季两大文化板块活动。在共享大厅观演区，打造为期5
天（正月初一至正月初五）的传统文化文艺展演，包括曲艺表
演、汉服秀、古琴表演等。颇具古都风情的“运河市集”上，可
以沉浸式体验花丝镶嵌、马尾绣、京绣等非遗传统技艺。

北京城市图书馆将融合四大主题馆的文化内核，集艺术
美育、文化传承、沉浸式互动体验、童心迎春四大维度于一
体，精心策划94场线下活动，4场线上活动。

在22个街乡综合文化中心（文化馆分馆、图书馆分馆），
春节期间也将举办新春文艺汇演、送福送春联活动、元宵灯
谜会等共89项群众文化活动。京津冀三地联合举办2024年
通州区“我要上春晚暨京津冀网络春晚”，融合三地优秀文艺
节目，现场开展三地观众视频互动，营造春节喜庆、吉祥的
氛围。

北京城市图书馆
少儿馆明天开放

三地记者协同采
访 感受浓郁年味

北京铁路局春运期间
增 开 231 对 列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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