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深处话今朝，岁月沉淀，超级工程奏新音。

万顷翠帘绘大地，碧波苍穹，绿水青山最长情。

细数楼台古渡边，舟行波上，文脉相承叙华章。

创新驱动春满园，梦想起航，热情似火铸辉煌。

暖阳照耀幸福巷，关爱如织，和谐共居乐融融。

众志成城向未来，携梦并进，共绘繁荣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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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利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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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办 政务协同 解决后顾忧

暖
阳
照
耀
幸
福
巷
，关
爱
如
织
，和
谐
共
居
乐
融
融
。

路路通 交通先行 织密路网畅

第三回 】【

留贵客 产业发展 金凤筑巢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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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
今天是最后一章。经过前五天的讲述，想必列位看官对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发展、京津冀的协同有了不少了解。不过，生机勃发的城市副中心、瓣瓣同
心的京津冀根本说不完。这期就给各位上个拼盘，一起聊聊京津冀三兄弟在
交通、政务协同和产业发展上的其利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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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万事，相辅相成。京津冀三地的交
通往来越发便捷，政务协同日益完备，一批
批高质量产业，闻风而动、金凤筑巢。

这不，市级“专精特新”企业人加智能机
器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半年前，搬来了
副中心，入驻张家湾设计小镇元宇宙应用创
新中心，这个园区可厉害了，是城市副中心
的科技高地。企业创始人李嘉俊发现，他们
与副中心、北三县的缘分那是相当深。这家
公司原本在海淀，来副中心前，就已经布局
北三县了。2016年成立后，他们就把协作工
厂放在了通州；到了2020年由于生产需求扩
张，企业将协作工厂搬到三河市；2023 年 7
月，企业总部索性也来到了城市副中心。

筑巢引凤，近悦远来。北京金秋，天高
云阔，秋风送爽。去年 9 月，2023 年北京通

州·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在大
厂回族自治县举办。又是一次大丰收，会
上签约合作项目共 50 个，意向投资额约
426.81 亿元，涉及产业、交通、公共服务、现
代服务业等领域。2019年以来，北京通州·
河北廊坊北三县项目推介洽谈会已连续举
办五届，累计签约项目 210 余个，意向投资
额超 1500亿元。

咱再看一组让人心跳的数据：去年，张
家湾设计小镇新增元宇宙企业 24 家，国家
网络安全产业园区（通州园）新引入重点企
业 89 家，西北工业大学北京研究院项目开
工建设。副中心去年全年新增创新型中小
企业 129 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6 家、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6家，科创功
能不断强化。

要说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作为急先锋，当
仁不让。

董玉杰，20年前定居三河，每天从三河到国
贸上班，老董的感受是越来越快，公交车越来越
多。“部分客流量较高的常规线路还开通了直达
线路，早晚高峰更快。而且周末车次多。”老董每
天乘坐的 930路公交车，开通于 1996年，是北京
公交集团开通的首条跨市域公交线路。到如今，
仅北京与北三县之间的公交线路已有 25条，其
中北三县还有12处北京公交集团的场站，700余
台公交车以及近千名驾驶员。今年 1 月 1 日开
始，这25条线路日均发车就达3500次，日载客36
万人次以上。

说起跨省上下班，刘文娜可算“定制快巴”的
忠实粉丝了。自打 2022年 7月份开通京津冀定
制快巴，家住燕郊的她就认准了这种方式。大巴
开到她家小区楼下，车上大座舒服，路上还能眯
一觉。目前，京津冀定制快巴累计开通运营6条
主线、32条支线，覆盖北三县、大兴机场临空经
济区等重点区域，日均运输旅客5600人次，平均
通勤时间降至60分钟之内，缩短了约30分钟。

要说公共交通，以城市副中心建设发展之迅
猛，轨道交通自然不能落后。各位，您记忆里最早
的东边地铁线是不是八通线？对，没错！可到现
在，早已发展成一张轨道网了。

贯穿城市副中心的地铁八通线于2003年年底
正式运营，很多人是被八通线吸引来通州定居，随
着列车一趟趟驶过，八通线两边，写字楼、商场拔地
而起。2021年8月，地铁1号线与八通线贯通运营，
这一刻好似打通任督二脉，城市副中心前往中心城
区的时间大幅缩短。

副中心北侧，地铁6号线不仅连接运河商务
区、行政办公区等城市副中心重点区域，而且部分
跨省公交在潞城站设站，通勤族在此换乘。6号线
每天的客流量那是数一数二的。往南，地铁7号线
东延于2019年底开通，成了城市副中心南部居民
出行的重要线路。2021年8月底，7号线环球度假
区站开通，7号线和八通线“握手”，两条线路自此被
赋予了旅游功能。

从东大桥出发，穿副中心，过北三县，直奔平谷
的地铁22号线更是备受期待。轨道交通路网纵横
穿插，连接起协同发展的新机遇。

轨道交通里，浓墨重彩的国铁建设必须好好
说道说道。“轨道上的京津冀”那可是叫响大江南
北，自打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便是我国首条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自此北京天津两大城
市半小时直达，也拉开了京津冀铁路协同发展的
序幕。时至今日，京津冀地区已成为我国铁路网
相对密集的区域之一，高速铁路总里程 2576 公
里，京津冀三地所有地级市实现全覆盖，京津冀
城市圈 1小时通勤，主要城市间 2小时通达交通
圈基本形成。近年来，京张高铁、京唐城际铁路、
京滨城际铁路宝坻至北辰段、津兴城际铁路等线
路又相继开通，持续加深地区内的通达度。

列位，您是不是有一种感觉，如今在京津冀
区域内，想去哪儿，可以“抬脚就走”？没错，30
分钟→45分钟→1小时→2小时，这几种高铁运
行时间涵盖了区域范围内的空间距离。冬天去
崇礼滑雪，周末去武清逛奥莱，没事时去天津听
相声，保定、沧州也成为越来越火的文旅打卡
地。跨省通勤早成了日常，行程甚至比住在北京
本地的同事还快。更别提三地的空铁联运，高铁
联通了几地的机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出行更
顺畅。

水分两岸杨柳绿，一条白练化通衢。去年，
家住大厂的老刘没少在朋友圈发视频，基本只有
一个主题——厂通路。从他家阳台看出去，正好
就是厂通路跨潮白河的施工现场。盼了多少年
的路终于要连通了，老刘开心得恨不能天天“现
场直播”。

在联通北三县方面，厂通路与石小路都是万
众期待的“明星路”。厂通路起点为北京通怀路，
终点为河北大厂县已建厂通路，全长约7.9公里，
预计今年9月主体完工。建成后，从大厂到达城
市副中心的距离将缩短至5公里，行驶时间能缩
短半小时，这对上班族来说可太重要了。而在去
年年底，沟通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香河的石小路也
正式开工建设，预计2025年底完工。

放眼看去，京津冀公路建设驶上快车道。京
昆、京台、首都地区环线密涿段、京礼、京秦高速
等项目相继建成通车，打通拓宽对接京津干线公
路 44条段、2552公里。连通京津干线公路达到
50条、76个接口，对接路网平均间距由30公里缩
短至23公里，通行能力增长了150%。

若说交通是可以真切体会的协同红利若说交通是可以真切体会的协同红利，，那么那么
政务协同则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三地百姓生活政务协同则是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三地百姓生活。。

前段日子前段日子，，从事供应链生意的杨姐在北京城从事供应链生意的杨姐在北京城
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注销了在廊坊的公司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注销了在廊坊的公司。。其其
实实，，对于异地注销这件事儿对于异地注销这件事儿，，杨姐起初是犯嘀咕杨姐起初是犯嘀咕
的的。。““真的能全部办完吗真的能全部办完吗？？真的不用来回跑了吗真的不用来回跑了吗？？””
坐在柜台前坐在柜台前，，她还在反复确认是不是她还在反复确认是不是““真的真的””。。

直到业直到业务开始办理务开始办理，，杨姐看到大屏幕出现杨姐看到大屏幕出现
了廊坊工作人员的画面了廊坊工作人员的画面，，那是既惊喜又放心那是既惊喜又放心，，然然
而也有一丝担忧而也有一丝担忧。。原来是少了一份清税材料原来是少了一份清税材料，，
本以为还要跑趟廊坊本以为还要跑趟廊坊，，但工作人员直接帮她在但工作人员直接帮她在
河北省电子税务官网办理河北省电子税务官网办理，，后续流程只需邮寄后续流程只需邮寄
即可完成即可完成。。

要知道要知道，，业务办理时的行云流水业务办理时的行云流水，，背后却是背后却是
点点、、线线、、面的变化面的变化。。20212021年年99月月1313日日，，北京城市北京城市副
中心政务服务中心正式对外，起初这里只能办理

天津滨海新区的事务。可运营中发现，市民的需
求五花八门，于是从 2022年开始，河北省唐山市
曹妃甸、廊坊市及其下属的北三县、天津市武清
区、宝坻区以及北京市的大兴区、朝阳区、顺义区
和经开区，这些围绕在城市副中心周围的地区全
部在这一年加入了副中心政务协同的朋友圈。

如今城市副中心政务协同可以说硕果累
累。目前，城市副中心已经在天津河北的 16个
属地大厅“跨省通办”窗口部署了副中心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实现北京市和通州区 3600 余项
政务事项、266项便民服务事项，河北 555项，天
津501项政务服务事项可以异地办理。

接下来，城市副中心与津冀两地将在生产要
素自由流动、企业跨地区生产经营、产业链供应
链协同，以及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出行、婚育
等方面深化顶层设计，持续扩大通办事项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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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回 】【

首都东 辐射带动 站立桥头堡
列位看官，看了这么多北京城市副中心

与津冀两地协同的故事，大家一定想知道作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重要“一翼”，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蓬勃生机从何而来。北京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胡九龙为
我们清晰介绍了“副中心经验”。

其一，定位。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定位就
是将中心城区的非首都核心功能搬出来，并
在这里解决内部功能重组。该定位也决定
了城市副中心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格局
中，需要解决北京现有的大城市病，并实现
北京的健康发展。那么，承接非首都功能就
成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主要动力。

其二，规划。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经
验，首先就是有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指
导，然后用一个跨度长达20年的规划来把握
城市建设的方向。

其三，初心。须知，立足解决北京大城
市病问题和承接非首都功能是建设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初心。同时，辐射带动北三县一
起发展。现如今，我们看到的城市副中心与
北三县一体发展，正是“协同”二字的表现。

其四，绿色。城市副中心建设，必须走

绿色发展的路线。当初副中心落户通州，源
于其自身的地理优势，可环境问题也曾是这
里的劣势。所以，城市副中心建设伊始，便
从最薄弱的环境方面发力，如今城市副中心
蓝绿交织、水城共融让老百姓感受最深。而
在产业上，城市副中心也把握绿色定位。同
时，着力发展文化旅游、商务服务、科技创新
等产业，将绿色理念辐射到北三县。

其五，自律。这最后一条经验便是城市
副中心高度的自我要求。“一年一个新节点，
每年都有新变化”并非一句口号，而是实实
在在的事。胡九龙介绍，从 2020 年到 2023
年，每年千亿规模以上的投资，全都体现在
了城市副中心实实在在的变化上。作为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北京城市副中心正
助力京津冀携手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先行区、示范区。

这正是：“屹立京东桥头堡，携手共创新
辉煌。”

列位，书说至此，《十年拍案传奇》就此打
住。书不尽言，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比翼腾飞、京
津冀三兄弟的同心协力，都还只是一个逗号。上
一个十年，风鹏正举；下一个十年，云霄万里。

详见2版

龙年新春龙年新春 享趣通州享趣通州

俗话说“不过十五都是年”。
明天是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叫灯节，“张灯结彩”是这个节日的最大特色。这一天，伴着农历新年的第一个圆月，家家户户吃元宵，火树

银花“闹”花灯的场景是一幅和美的生活画卷。今年，在城市副中心也有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赏花灯、猜灯谜、品非遗，现场气氛“热辣滚烫”。

宋庄张灯又结彩

宋庄灯会不容错过。从小年（2 月 2
日）至正月十六（2月25日），宋庄艺术市集
首届新春灯会以流光溢彩的璀璨灯火展
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各类文化活动
丰富多彩，包括歌舞表演、杂技、灯谜竞
猜以及字画赏析等，使游客沉浸其中。
此外，唐装巡游、鱼灯游园等精彩演出轮
番登场，引领游客步入灯景交融的唯美
画卷。

花灯有多美？记者一探究竟。
本届灯会占地约6万平方米，以“宋庄

故里”“民族魂”“中国年”为主题板块，将
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民间传说等用“灯”
的形式巧妙地表现出来，比如有十二生肖
灯组、精灵灯组、国潮风灯组等。

走进灯会大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
条龙形拱门通道，旁边的露营区里，一条
长龙绵延 30米迎接八方游客。“这条长龙
灯曾亮相自贡中华彩灯大世界，并获得
最长纪录，至今未被打破。”宋庄艺术市
集总经理周莎介绍，灯会的所有灯组，都
出自“南国灯城”自贡市的百位非遗文化
传承人之手，结合传统的制灯工艺和现
代技术，从打样到搭骨、裱糊，再到装灯、
造景，历时五个月纯手工打造。考虑到
游客参观过程中的安全问题，每个灯组
都采取了专业的漏电保护和警戒带等安
全措施。

“哇，好美！”在市集中心区域的万国
灯笼主题区，长50米、高十余米的“精灵主
题灯组”，绝对是灯会大世界里的颜值担
当。体型庞大的灯组是北京首个精灵主
题灯，被誉为“灯王”。

脸谱、熊猫、梅花鹿……几十种花灯
分布各区。或霸气、或可爱的造型吸引了
不少游客驻足。“这花灯多好看，快给我也
拍一张。”“妈妈你看，我会武功啦！”大人
们拍照打卡赏花灯，孩子们比划着京剧武
生动作与脸谱造型的花灯合影。“现在的
灯会和我小时候看的完全不一样了，不光
是新鲜题材更多，能体验和互动的地方也
多了，很有新意。”家住附近的市民刘海英
回忆，以前的花灯以传统题材为主，现在
的花灯，真是让人眼花缭乱。

让大伙儿觉得好玩的“互动体验”有不
少：主办方在灯展区域设置了多个灯谜亭，
每个灯笼上书写一个谜语，游客可以尝试猜
谜，答对有小礼品；市集寻宝游戏，扫二维码
可以提示灯谜答案；在“祈福墙”可以亲手写
下新年愿望留作纪念。此外，不远处的中心
广场舞台，打铁花、快歌热舞、DJ灯光秀等演
出轮番上演。尤其是打铁花，更带来一场视
觉盛宴。一片片绚灿若星辉的铁花照亮整
个广场，叫好不断，掌声连连。

游客除了“打卡”大型灯组、欣赏精彩

表演外，还可以品尝市集上的特色美食。
“要不要辣椒？您拿好，小心别烫着！”红
柳大串最受欢迎，摊主动作麻利依然应接
不暇、供不应求。“过年生意特别好，到家
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了，那也高兴！”摊主
朴实的话语中满是喜悦。

果园龙腾醒狮跃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让整个城市披
上洁白外衣，果园大街的京都不夜城，花
灯流光溢彩，“雪打灯”的美丽景象更增添
了即将到来的元宵节氛围。

走进街区，映入眼帘的就是“盘龙玉
玺”“降龙十八掌”等多个绚丽生动的景观
灯组，霸气的造型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
入夜的冷空气并未打消人们赏灯的兴致，
特别是孩子们，一个个冻得小脸通红，依
然在花灯中兴奋地笑闹。

不远处的广场舞台，龙腾狮跃闹新春、
科技灯光秀、沉浸式互动演艺等演出轮番
上演，大家拿出手机一通狂拍。精彩的京
剧不倒翁表演还吸引了不少游客互动。

“我们是每天17点开始演出，不仅有流
光溢彩的花灯，还有持续不断的表演。”北京
京都不夜城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振
告诉记者，作为文旅夜经济发展重点项目，
这里长600米、宽21米的步行街区内集古都

历史、国潮文化、各地美食、非遗和老字号展
示、民俗文创等于一体。春节期间，街区以
创意市集+新春游园+文化演艺的方式，为
市民带来一场颇具氛围感的龙年之旅。

运河夜放花千树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夜幕降临，一场国家级非遗“打铁花”表演
在大运河畔的漕运码头游园会精彩上演，
游客早早等候台前，期待这场“不一样的
烟火”，感受火树银花的壮观景象。

一串串耀眼的铁花在空中散开，璀
璨夺目、绚丽震撼，烘托热闹喜庆的节日
气氛。身怀绝技的非遗匠人手持花棒，
将一勺勺通红的铁水洒向天空，挥舞手
中的花棒击打，铁水冲向天空迸散，瞬间
炸开化为绚烂铁花。流星如瀑、光芒四
射、声震天宇，引得游客惊叹连连。“第一
次在现场看到打铁花，非常壮观，手机都
拍不出它的美。我们特地从天津过来，
果然没有失望。”游客张先生激动得竖起
了大拇指。

此次“打铁花”表演也是漕运码头游
园会特别组织的春节系列庆祝活动之一，
让大家体验到浓浓的年味。除了打铁花，
春节期间，漕运码头还有古装鱼灯巡游、

《点亮运河》河灯、灯笼秘境等灯会活动。
走进历史气息浓厚的仿古街区，沿路两侧
布置落地迎春花灯，屋檐悬挂着大红灯
笼，并设置灯谜会花灯长廊，游客还能在
此参与最具年味的灯谜游戏。

环球影城焰火秀

春节假期，北京环球度假区内春节元
素遍布各个角落。在环球城市大道和通
向主题公园的大桥上，灯笼、鞭炮等造型
装饰传递浓厚的新春喜庆氛围。

进入环球影城后，处处可见龙年元
素，“二龙戏珠”巨型花灯惊艳亮相，环球
新春许愿树如期回归，更为游客准备了丰
富的环球中国年新春特别演出和环球新
春广场集市。环球影城还特意安排了功
夫熊猫的主角阿宝身着节日盛装，不少游
客排队与阿宝合影留念。

同时，北京环球影城全新设置了环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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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时分，2024环球中国年新春特别
演出现场，欢乐的背景音乐下，大片世界
的明星角色们身着龙年新春服装，以“驱
赶年兽欢度春节”为故事线，带来了一场
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表演。演出融合了
传统年味元素，包含舞龙舞狮、杂技、中国
舞等节目。

除了年味十足的装饰，园区新春美食
和限定商品纷纷上新。游客可以在环球
新春广场集市中品尝拇指水煎包、火锅系
列小食、金枪鱼煎饼等，也可选购山楂芝
士蛋糕等中国风造型甜品。吃玩游购，让
游客过一个喜庆中国年。

创意花灯添趣味

正月十五将至，元宵节一大传统活动
就是赏灯，今年副中心推出了几款别出心
裁的创意新“灯”，等待着居民朋友们去感
受和体验。

文旺阁木作博物馆最近推出了一款
宫灯，四四方方的木架外层贴着一圈红
纸，纸上印着墨色图案，不仅外观好看，
其中还有大文章。这款宫灯的零件连接
处设计为榫卯结构，不需钻孔和焊接，就
能安装好整只灯笼的骨架。外面粘的那
层“皮”也不能小瞧，上头的图案用上了
传统的拓印技术，一人、一版加几件工
具，威武老虎、盘曲小蛇等生肖图案就印
在了纸上。体验过制作过程的人都啧啧
称奇。

运河文化广场的大运河新春游园会上也
有灯，但最吸引人的是古画展示区的“画灯”。

这“灯”是一块长约50米的屏幕，白天
看不出神奇，一到晚上，人们就能看到“活”
过来的古画。《五牛图》中的牛甩头摆尾，“哞
哞”叫唤，《清明上河图》里的汴京居民穿行
在繁华集市间，和今人一起逛集。除了古
画，还能看到“会动的天桥”，剃头的、卖饼
的，一声声吆喝叫卖传来，令人分不清是画

“活”了，还是人进了画中。
据大运河新春游园会项目运营负责人

吴中良介绍，这一项目采用3D投影技术，
将十幅知名古画投影到屏幕上，经过数字
处理，这些画面都是可动的。

宋庄张灯又结彩宋庄张灯又结彩 果园龙腾醒狮跃果园龙腾醒狮跃 运河夜放花千树运河夜放花千树 环球影城焰火秀环球影城焰火秀

明天闹元宵 副中心热辣滚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冯维静冯维静 郭丽君郭丽君 王倚剑王倚剑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 王倚剑）记者从
市文旅局获悉，元宵佳节本市将开展庙会、
游园会、灯会、舞龙花会等 300 项、400 余场
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各大营业性演出
场所将上演话剧、戏曲、儿童剧、音乐会等
135 台 261 场精品演出，打造假日“文化盛
宴”，营造喜庆、欢乐、祥和的佳节氛围。

庙会、游园、灯会活动作为传统民俗
活动，深受群众欢迎。通州区的“龙年新
春 享趣通州”新春游园会、新春盛世来宋
庄——新春灯会，昌平区的 2024 草莓园龙
腾盛世花灯庙会、十三陵神路景区新春游园
会，密云区的“长城脚下逛庙会”系列活动，
延庆区的第二届北京世园花灯艺术节等多
项活动，将持续举办至元宵节，满足市民、游
客佳节逛庙会、逛大集、赏花灯的文化需求。

舞龙花会拉满节日氛围。全市将继续利
用商圈、街区、广场、文化馆、图书馆等场所，
开展各类舞龙舞狮、锣鼓表演、花会、小车会
等传统文化民俗活动。群众演出展现基层文
艺风采。全市各级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积极引
导市民群众编创、表演、展示优秀群众文艺作
品，形成群众演、演群众、群众乐的氛围。通
州区将举办曲艺、儿童剧等优秀剧目惠民演
出，将优质文艺资源带到市民家门口。

城市副中心也为居民准备了丰富文艺
活动，有“庙”趣横生的大餐，也有特色十足
的演艺夜宵，延续春节的热闹红火。

北京艺术中心将奉上以“皓月照团
圆”为主题的国家大剧院合唱团音乐会。
北京城市图书馆将举办非遗展演《皮影
戏》、中国诗词歌曲·声乐赏析会、张灯结
彩过元宵——古法造纸花草灯等多项节日
活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五光十色——故
宫博物院藏古代颜色釉瓷器展”和“沧海撷
珠——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珍藏文物展”两
大展览持续开放。

运河文化广场上的新春游园会是副中心
居民的“老朋友”，今年回归后格外受到大家的
欢迎。新春游园会从小年开始就热闹非凡，春节假期还加入演出，
舞狮舞龙雄壮威武，小车会热闹好看，综艺表演有歌有舞有杂技。
里二泗民间小车会非遗传承人韩德成说，大运河畔又办起了游园
会，当然不能少了通州区的非遗表演，演员们都拿出十二分的精神
头，让大家欢欢喜喜过大年。元宵节当天还会开展游园会表演。

燃灯塔下，AR技术打造一场别开生面的游园会，手机屏幕
中的“三庙”变成了水墨画，游人仿佛在画中漫步。三处游园会
均将持续开放至2月25日。

元宵节的乐趣自然少不了传统活动“猜灯谜”。通州区图书
馆推出“共庆元宵 齐猜灯谜”活动，备下近两千个灯谜，邀请各
位居民来“闯关”。此次活动设置了猜谜流动线路、龙年造型和
龙年灯谜区，灯谜内容涵盖了诗词、历史、图文、科学、通州、少儿
等领域。图书馆一层大厅设有元宵节手绘民俗展览，门前、大
厅、少儿阅读区，以及活动主场地八层展区等区域都有猜谜“关
卡”，等待聪明的你前来闯关夺宝。

通州区文化馆为居民特别策划了数场演出，元宵节当天有闹元
宵相声专场，各位演员精心准备，说学逗唱营造欢乐氛围；2月25日
的儿童剧专场《魔镜魔镜 万有引力》融合童话故事和科学家人物，
带领小朋友们走入新奇世界；2024“梨园春”戏曲演唱会汇聚京剧、
评剧、河北梆子等众多剧种的知名唱段，与观众们共度戏曲元宵。

元宵节期间，全市 117家营业性演出场所将上演 135台 261
场营业性演出，陪伴市民共度佳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经典话
剧《茶馆》将在首都剧场演出；国家大剧院歌剧院、音乐厅将分别
上演舞剧《红楼梦》和《中央民族乐团元宵节音乐会》；北京京剧
院将在长安大戏院上演《元宵佳节·京剧名家名段演唱会》；北方
昆曲剧院将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昆剧《汉宫秋》；北京交响乐团
室内乐音乐会将在顺义大剧院奏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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漷县文化节，市民乐猜灯谜。

宋庄灯会创意花灯时尚有趣。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