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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执行了 9 年的通
州住房限购政策有所“松绑”。北京市住建委
和通州区政府昨天发布，即日起，在京具备购
房资格的四类家庭，可以在通州区购买一套
商品住房。尤其对在通州落户或就业的家
庭，只要符合北京整体的限购政策即可在通
州购房，取消了过去在通州落户、社保或纳税
需满3年的要求。

通州 9 年来一直执行最严住房限购政
策。根据 2015年 8月出台的《关于加强通州
区商品住房销售管理的通知》，只有无房的京
籍家庭；已有 1套住房、但在通州落户 3年及
以上的京籍家庭；已有 1套住房、近 3年在通
州连续缴纳社保或个税的京籍家庭；以及在
北京没有住房且近3年在通州连续缴纳社保
或个税的非京籍家庭这 4类家庭，才能在通
州购买商品住房。这是全国首个针对直辖市
局部区域出台的限购措施，因此被称为“史上

最严限购”。
2015 年，通州区提出“双限”时，恰逢启

动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之时。副中心建设框
架尚未拉开，为了防止“炒概念”“跟风潮”，北
京迅速出台了针对通州的特殊限购政策，有
效抑制投机性炒房。

如今，城市副中心一年一个节点，每年保
持千亿投资规模。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搬
迁通州，随之带来了大量就业人员。有数据
表明，2015年，通州区常住人口为137.8万人，
到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时，通州区常住人口
已达到 184 万人，仅 5 年时间就增加了 40 多
万人。此时优化购房政策，主要考虑到满足
在通州区域就业人口的合理住房需求。

根据新政，四类家庭可在通州购买一套
房产。尤其针对在通州区落户和就业的家
庭，只要符合北京整体限购政策即可，取消了
落户、社保或纳税需满3年的要求。

具体来看，第一类京籍无房家庭，和之前
的通州限购政策相比没有变化，本身就可以
在通州区购买一套商品住房。

第二类已有 1 套住房、户籍在通州区的
京籍家庭，变化在于取消了落户、社保或
纳税 3 年的限制。根据之前通州区的限
购政策，通州区户籍家庭如果已经拥有
一套住房，须要在通州户籍满 3 年，或者
缴纳社保或纳税满 3 年，才可以再购买一
套通州区商品住房。这次调整后，只要
是通州户籍，没有这些年限要求，符合北
京市的限购政策就可以在通州区再购买 1
套商品住房。

第三类在本市已有 1 套房、户口不在通
州区但在通州区工作的京籍家庭，过去必须
在通州缴纳社保或纳税满 3年，才可在通州
区再购买一套住房。而政策调整后，无须社
保或纳税满3年，只要劳动关系在通州，就可

以再购买一套住房。
第四类在本市无房的非京籍家庭。之前

要在通州买房，不但要满足全市的连续 5年
社保或纳税的限购政策，还要在通州区连续
缴纳社保或个税满 3年。此次调整后，也取
消了3年的限制，只要劳动关系在通州，符合
北京限购政策，就可以在通州区买 1套商品
住房。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一举措是在整
体限购政策保持稳定的大前提下，北京“一
区一策”的精准施策，更突出满足区域合理
的住房需求，促进职住平衡。近年来，城市
副中心吸引力逐渐增强，此次政策调整，恰
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城市副
中心建设正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政策优化调整后，更有利于疏解单位从业人
员在通州区安居置业，共享城市副中心的发
展成果。

通州区住房限购政策松绑
四类家庭可在通州买房

本报讯（记者 冯维静）74 条主要道
路彩灯挂饰映照五彩缤纷，16 处重要节
点景观小品创意满满，8.4万延米缠树灯
让条条大街流光溢彩……城市副中心春
节景观布置已完成，春节期间将按照重
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白天红彤
彤、夜晚亮堂堂的街头巷尾，将凸显出浓
浓的年味儿。

“看！彩灯亮了，这回更有过年的感
觉了！”夜幕降临，新华大街上的灯杆、行
道树被各式各样的彩灯挂饰映照得五彩
缤纷，路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记者从区城市管理委了解到，今年
城市副中心以欢乐祥和、喜庆热烈为主
线，本着“整体布局、节俭利旧、创新特
色、多元参与”的原则，选取重点区域、重
点道路和重要节点，运用传统灯笼灯饰、
树挂彩灯、景观小品、夜景照明等景观工
具，打造全方位、立体化、多层次、昼夜兼
顾的春节及元宵节景观效果，营造红红
火火的节日氛围。

“在景观布置中我们充分运用龙文
化、龙图腾等中国文化元素，让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景观布置中‘鲜活起来’。”工
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今年整个景观布置
中，对全区74条主要道路和行政办公区、
三大文化设施周边、环球主题公园、通州
门户三座大桥等重点区域共设置传统灯
笼7.4万余个、景观小品22个。在广渠路
运通隧道东出口、西马庄收费站等 16处
重要节点设置抱树灯、福袋灯、流星雨、
七彩蒲公英灯共 4万余个，缠树灯 8.4万
延米。在春节和元宵节期间，将开启燃
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通济路、新华大
街、通燕高速、运河商务区楼体、运河沿
岸和东关大桥、玉带河大桥等6座桥体景
观亮化，同时运河商务区在合景中心楼
宇开启灯光秀。并在远洋乐堤港购物中
心、万达广场等商业综合体围绕龙年生
肖元素，运用外立面装饰、亮化彩灯等方
式营造新春节庆氛围吸引消费者到店。
同时，今年春节景观布置坚持节俭、环保
理念，利用往年景观布置的灯笼灯饰、部
件材料、景观小品等，通过变化布置点
位、更换布置元素、增加灯饰投影等方
式，最大程度贯彻“利旧”原则。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区所有景观照
明设施按照重大节假日等级开启，2月 9
日（除夕）随路灯开启至次日凌晨1：00关
闭，2月 2日（农历小年）、2月 10日（正月
初一）至 2月 17日（正月初八）、2月 24日
（元宵节）每日随路灯开启，于 24：00 关
闭。节日期间，区城市管理委将加强巡
查维护工作，发现问题及时督促相关责
任单位处理，遇大风等极端天气加强巡
查力度，确保景观效果良好。

龙年新春景观布置完成

城市副中心74条道路流光溢彩

春节将至，各大商圈纷纷换上了新年
装饰，年味十足，一系列促消费活动接踵
而来，为市民庆新春提供多元化的购物选
择和娱乐项目。

年味市集迎春氛围浓厚

通州万达广场、领展购物广场等商圈开
展“新春年货大集”“龙年国潮主题市集”，推
出财神巡游、玩偶互动、醒狮采青等环节，年
味市集迎春氛围浓厚。“吃喝玩乐逛万达，通
州万达广场为市民准备了丰富好礼。”通州
万达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万达广场2月1
日至17日新春龙门市集提供了百款年货，市
民可以来万达影城与奶龙合影参与抽奖赢
全年免费观影机会，而且服装服饰低至5折，
手机数码爆款机型直降千元。

领展广场也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春节
活动。2月14日，商场将举行辰风迎春·醒
狮采青-大年初五醒狮闹新春活动，不仅
如此，当日关注北京通州领展广场会员小
程序成为会员的市民还能免费领取玫瑰
花一支。2月 24日至 2月 25日，商户联动
巧虎见面会为大家提供免费手工体验，乐
趣多多。2月1日至2月28日，市民还可以
通过会员积分兑换缤纷好礼。此外，宋庄
小堡南街及文化广场将开展“宋庄禧市”，
推出绘画接龙体验、民俗活动打卡、非遗
老字号年味好物等活动，持续营造新春良
好消费氛围。

优惠促销满足购物需求

眼下正是购买年货的高峰时段，副中
心各大商超也纷纷推出了优惠促消费活
动。通州万达广场聚焦高化品牌，开展

“新春高化节”，推出消费满额赠礼等优
惠；北京华联天时名苑购物中心线上推出
积分兑换、会员多倍积分、消费满返等优
惠；领展购物广场全业态商户推出“49 元
团100元”优惠券；爱琴海购物公园推出餐
餐送好礼、黄金克减补贴等优惠；北京苏
宁易购 1 月至 2 月期间开展“以旧换新”

“套购满减”系列活动，推出80款单品立减
10%、套购满2000元减120、满5000元减300元、满8000元减
600元、满10000元减1000元等优惠。超多优惠涵盖商超百
货、家电家居等重点领域，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消费需
求，全力营造新春促消费的浓厚氛围。

远洋乐堤港推出了会员积分换礼等活动，2月 1日至 2
月25日，市民可以换取奶龙公仔、旅行迷你麻将、小米电池、
洗洁精等商品。2月 3日至 2月 17日，周大福、金大福、中国
黄金、周大生、老庙黄金、千叶珠宝等黄金品牌会有一定的
黄金克减活动。不仅如此，远洋乐堤港还推出了 19.9元的
特惠电影券，可以到新开业的首都电影院享受“春节档”大
片，红运“龍龍”过龙年。

文化演出活动精彩纷呈

演出晚会提升假日人气。据了解，张家湾镇北京国际
设计周永久会址、北投爱琴海相继推出“龙腾湾里·共谱华
章”2024年张家湾镇春节联欢会、“歌舞大舞台”“一年一度
小品晚会”等演出，多场活动聚焦人气的同时，更能丰富人
民群众节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北京艺术中心春节期间
将迎来“乐舞金春之夜”戈利科夫与列宁格勒州国立交响乐
团新春音乐会，北京京剧院将以《武松打店》《游龙戏凤》“一
武一文”两出京剧传统剧目与北京艺术中心的观众共度新
春，此外，观众还可以欣赏“冬日童话之旅”创意亲子音乐会

《敲开心》。台湖剧场将在春节期间迎来中国杂技团精品杂
技魔术专场《新禧魔幻秀》、北京国际标准舞团《一舞一世
界》的演出。北京艺术中心还将充分利用公共空间，举办亲
子打击乐趣味互动、室内乐重奏、戏曲主题工作坊等各类艺
术体验活动，市民可以通过国家大剧院官网和北京艺术中
心官网预约后前往，除夕当日和大年初一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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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龙年春节即
将到来，宋庄艺术创意小镇亮“家底儿”
推出2024年新春游览图。这份地图共
标注了29个点位，涵盖艺术市集游园、
博物馆艺术馆民俗体验、农场采摘，以
及餐饮和民宿，春节期间不打烊，招待
远道而来的朋友。

日游三大文化设施，夜赏宋庄市集
灯会，是今年春节的新主题。盘点去年
宋庄大事记，中国宋庄艺术市集开集算
上一个。今年春节，利用场地优势和资
源优势，中国宋庄艺术市集破天荒“搞
事情”办了场新春灯会。灯会自小年夜
启幕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其间营业至
晚上10点。新春灯会不仅请来了多组
非遗手工巨型花灯灯组，现场还可以体
验非遗演绎、民俗展示、书画鉴赏，沉浸
感受春节传统文化的魅力。

宋庄拥有丰富的类博物馆资源。
去年刚刚揭牌的北京祥体育博物馆宣
布春节期间仍面向观众开放预约，举办

“春节”主题体育藏品展览与体验活
动。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也一
日不休，博物馆既收藏着众多形态各异
的老电话，同样也是纸翻花制作技艺和
民间土棋技艺等非遗传承单位。春节
期间，馆长将带领观众一站体验非遗传
承技艺，感受百年电话历史。

小堡南街自是“吃喝游购娱”目的
地，春节期间的打卡本上怎么少了这
枚“图章”。元旦就已开集的“宋庄禧
市”春节期间仍然热情洋溢，这个步行
街民间艺术年货美食大集，用琳琅满
目的民间艺术和美食街区的食物香气
烘托节日氛围，招手即停的小火车在
步行街“川流不息”，串起这里的人间
烟火。

漫步在小堡南街和小堡西街，还
可以邂逅不打烊的三昧艺术馆、春风
在书店，春节也能漫游书香和艺术。
苏蒙画廊筹备了雕塑展览、绘画接龙、
艺术沙龙及音乐活动等客来。

去年，宋庄发布的手绘咖啡地图
火出了圈，22 家咖啡厅勾勒出了宋庄
艺术创意小镇的文旅脉络。地图上的
银杏艺咖、花语木咖啡、Z-SPACE 音
乐·艺术·咖啡、天黑以后咖啡馆，春节
也拿出了“不打烊套餐”，为游客带来
咖啡、艺术与慢生活。

为了满足不同游园需求，宋庄
1982农场和小花农场准备了丰富的户
外娱乐项目。1982农场被雪花蒙上厚
厚的白色，除了冰雪嘉年华的娱乐项
目外，亲子家庭还可以邂逅超多小动
物。小花农场则准备了万绿丛中的

“一点红”——草莓采摘体验也不错。
记者注意到，这份新春游览图上，

还有几家特色餐厅，提供年味十足的
饺子、年夜饭、下午茶。酒足饭饱，倦
鸟归巢，宋庄还为游客准备了三家艺
术主题民宿和一家温泉度假酒店，让
过年的热烈气氛与乐游副中心“擦出
火花”。

宋庄发布2024年新春游览图
29个点位春节不打烊

刘英华退休后为了离孩子更近些
搬来了北京。但团圆的年夜饭上，老
家的美食、小吃仍必不可少，馓子就是
其中之一。

70岁的刘英华是社区里有名的“热心肠”，身为志愿者，谁家遇到
点儿难事、麻烦事，她都愿意伸手帮忙。她说：“我喜欢这种热乎的邻
里关系，大家同住一个楼门，处得就像亲朋一样。”

今年春节前，她又多买了两袋面。“在北京已经过了十几年春节
了，每年炸馓子都得用上 20多斤面，除了给女儿带回家一些，亲朋好
友都会送去一些，大家喜欢吃，我就多做点，也不费什么事。”

嘴上说着不费事，其实炸馓子真的还挺费事。和面的油要提前用
洋葱炸过，料油更香更有味儿，面里还要加入花椒水和盐、鸡蛋，顺
着同一方向搅拌上劲，醒面半小时后切成手掌大小的块状，揉成圆
圈，再继续醒面。繁琐的和面醒面程序后，拉条盘面、挑着馓子下锅
那更是技术活儿。刚出锅的馓子颜色金黄、焦香酥脆，配上茶，味道
绝了。“这味道吃了几十年，虽然人在北京，但是家乡的小吃也能填
补浓浓的乡愁。”

人物：刘英华，70岁，紫荆雅园社区

压轴菜：炸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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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把面发。今天是腊月二十八，春
节将至，家家户户忙活起丰盛的年夜饭。

家宴不仅仅是一道道菜肴，更是一种
情感的寄托和文化的传承。在中国，家宴
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家族情感。随
着时间的推移，家宴的味道也在不断地演
变和传承，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元素和健康
理念。许多家庭开始注重食材的品质和菜
品的营养搭配，使得家宴更加丰富多样。

在副中心，无论乡村还是城区，无论新
移民还是本地土著，各家的春节家宴上都
有一道独属于自家的压轴菜，这就是“家的
味道”。

红烧带鱼是许多家庭年夜饭餐桌上必不可
少的一道。这道色泽红亮、口感鲜美的佳肴，寓
意着年年有余，为新年增添喜庆氛围。而且，对
于不少北京家庭来说，带鱼也是年味儿回忆里的

“老味道”。家住北苑街道鼎晟国际小区的王会
莲，最拿手的就是这道红烧带鱼，因为色泽鲜美，
这道菜也是她家春节团圆餐中的压轴大菜。

“现在生活好了，带鱼很常见，但要做好、做
出彩儿也不容易。红烧带鱼是一道传统的中式
菜肴，烹饪技巧和用料都非常讲究。原材料新
鲜，是这道菜的关键，要选购肉质饱满、鳞片有光泽的带鱼……”穿着喜庆的红毛衣，一边手
里忙活着，一边笑脸盈盈地聊着天，70岁的王会莲看着比同龄人年轻不少，她笑着说这是因
为自己心态特别好，什么事都不放心里，所以人活得更开心。“放入白胡椒粉、料酒、盐、白糖
等调料，调成酱汁，带鱼裹上一层生蛋液，油不必太热，一面炸成金黄色再翻炸另一面……”
家里的这道红烧带鱼，因为料汁独特，成为全家人最喜欢的一道菜，孩子们不仅爱吃，还总
要打包带走一份。每年，她都要买上十多斤，炖上几大锅，分给家里的小辈们。

王会莲原本住在房山区，2006年举家搬到通州区。“在这里住了这么久，早就把自己当
通州人了。”王会莲在通州结识了不少好朋友，在楼门里也有着极好的人缘，她热心公益，是
社区里的志愿者，巡逻值勤、垃圾分类、打扫卫生……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

“现在通州变化太大了，已经是城市副中心了，我真骄傲我是副中心市民。”回想这些年
身边的变化，她感触颇深，“刚搬来的时候觉得通州挺远，这几年的变化越来越大，路宽了、
楼多了、干净了，去哪儿都特方便。”前不久，三大文化设施建成开放，春节期间王会莲也打
算和孩子们一起逛逛“三大”，感受副中心浓浓的年味儿和文化气息。

本版摄影 常鸣

村
本报记者 田兆玉

人物：王会莲，70岁，鼎晟国际小区

压轴菜：红烧带鱼

人物：赵晋文，66岁，运河园社区

压轴菜：“百财”四喜丸子

四喜丸子是经典的中国传统名菜之一，
属于鲁菜菜系，由四个色、香、味俱佳的肉丸
组成，寓意人生“福、禄、寿、财”，常用于喜
宴、寿宴等宴席中的压轴菜，取其吉祥之
意。在大家的普遍印象中，四喜丸子是道

“横菜”，但在赵晋文家的春节家宴上，自制
的改良版“四喜丸子”让年夜饭桌上多了一
丝“清香”。

赵晋文说：“虽然是肉丸子，但我家不是
炸而是煮，再加上解腻的白菜，取其谐音‘百
财’，寓意好的同时也为这道四喜丸子增加
了另一道味道，每年春节我们家每人都必来
一个大丸子，但因为不那么油腻，身体负担
小，更健康。”

赵晋文是土生土长的通州人，从小到大
他家都沿运河而居。他家以前住在上营村
附近，打小就在运河边玩，后来搬到了河对
岸，也就是现在的运河园社区，还是紧邻大
运河。“早晨我们常到河边的木栈道上散步，
有时候陪着小孙子在体育场上跑步锻炼，现
在的生活环境太好了。”

生活环境变了，对饮食的健康需求也发
生了变化。“现在大家都不爱吃油腻的，都喜
欢清淡点的，所以我们家就把传统的四喜丸
子进行了改良。”赵晋文说，他家做的四喜丸
子中添加了葱姜水、生鸡蛋和荸荠，肉香里
伴有清甜，口感也更丰富。

“小时候年夜饭就盼着有吃不完的肉，
现在生活条件一年比一年好，大家更注重健
康饮食，年夜饭上的蔬菜、水果、海鲜、粗粮
越来越多。”赵晋文说，“小时候没想到生活
会变得这么好，就像家门口的运河水，越来
越清亮，生态环境越来越好，现在的生活太
幸福了。”

在永乐店镇永二村村民谢原家的年
夜饭上，由她自己精心设计制作的花馍，更成了一道不可或缺的美食。

二十八，把面发。最近几天，谢原一直在灶台案板间忙着，发
面、醒面、捏造型、上锅蒸、揭锅、装馍、打包、送人……“蒸了得有 100
多斤面，不仅家里的两个孩子喜欢吃，亲朋好友也都喜欢。”喜欢面
食的谢原其实这两年才迷上做花馍，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只要有
空，就是发面、醒面、蒸馍。在她的一双巧手下，造型逼真的水果包、
寿桃、福袋……色彩鲜艳、造型各异，寓意着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
花馍一锅接一锅，让亲朋好友叹为观止，直呼她是“天才选手”。

家里的一双儿女最捧场。“妈，您这花馍蒸得太好了，我们同学都
可羡慕我了。”“妈，我下次想吃小动物造型的花馍，您帮我蒸。”孩子们
的肯定，给了谢原很大自信，从小卡通包开始，到制作 2斤重的大馍，
谢原蒸花馍的手艺越练越绝。

今年龙年，她还设计了“龙馍”，“一只龙馍足足有2斤重，除了可爱
的卡通形象外，还‘内有乾坤’。”谢原神秘地说。原来，这只龙馍名叫

“招财龙”，龙肚子藏着提前用胡萝卜汁和面捏成的元宝图案，寓意更
好。这不，她一气儿蒸了20多只，打算赠送亲朋好友，一起沾沾龙气。

人物：谢原，33岁，永乐店镇永二村村民

压轴菜：花馍

人物：杨清兰，54岁，南堤寺东村村民

压轴菜：腊排骨鸡炖干菜

从四川巴中嫁到北京通州，操着一口川普的杨清兰笑着说，在北
方生活久了，乡音里不仅多了北方的味道，饮食习惯都变了，“辣椒都
吃的少了。”在北京生活7年，她早已融入本地生活。

杨清兰家住永乐店镇南堤寺东村，她家每年的年夜饭都完美体现
“南北风味”。“家里人都喜欢四川菜。”指了指准备好的食材，杨清
兰说，年夜饭必不可少的腊排骨鸡炖干菜和洗沙肉，就是家人们最
喜欢的几道川味。

“今年老家又寄来了腊排骨和笋，我提前买了本地鸡，夏天晒好的
豇豆已经干透了，放到锅里炖上一个多小时，味道巴适，大家都爱吃。”
喜欢做菜、爱研究美食的杨清兰是典型的川妹子，手脚麻利，家里的厨
房一尘不染，每年的年夜饭都是她一人掌勺，一桌子菜集结了南北两
地的美食，“提前一天菜备好、肉解冻，第二天一早起来，该炖的炖上、
该蒸的蒸上，计划好时间，一点也不耽误。”北方干燥，吃辣多了容易上
火，细心的杨清兰也在家里饮食中有意识地减少了辣椒用量，“吃得
好，更要吃得健康。”

家宴是一门独特艺术，从选材、切配、烹调到装盘，每一步都需要
精心准备和细心操作。家宴更是一个情感交流平台，餐桌上，欢声笑
语间，分享彼此的生活经历，成为每个人精神上的寄托。而家宴上那
道“我家味道”的菜，就是对家最深情的眷恋。

副中心生活图鉴之副中心生活图鉴之副中心生活图鉴之“““村村村···年年年”””系列系列系列

新华大街上的灯杆、行道树被各式各样的彩灯挂饰映照得五彩缤纷。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