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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为北京中轴线以东贡献第一通州区为北京中轴线以东贡献第一家家““国家国家55AA级文化旅游景区级文化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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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通州，近悦远来。上周末，在 2024大运河“开漕节”上，北京（通州）大运河 5A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揭牌。历经 5年建设，通州区第一家也是北京中轴线
以东第一家国家 5A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与游客见面。

2018年，通州区正式启动 5A级景区的创建，41家单位支持创建。今年 2月 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确定 21家旅游景区为国家 5A级
旅游景区的公告》，正式公布北京（通州）大运河 5A级文化旅游景区通过验收。

翻新、增补、打磨、刷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负责景区创建指导及标示牌等改造提升的办公室里
和景区各处都是一片繁忙，导览图、尺寸图、排版内
容贴了满墙，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和大运河森林
公园两大片区指示牌全部换新。

导视系统是景区的门面，作为 5A级景区评定中
几个显性关键评分项之一，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景
区指示牌必须统一“上新”。从服务设施调研标记，
到样式设计、材质筛选、内容收集、美编排版、多语翻
译，更新持续了整整两年。

“环环相扣，大家必须协同‘作战’。排版工作真
的压力很大，内容是直接刻到板子上的，一旦出错材
料全部作废，无法修复。所以我们排版十分谨慎，3
万多字打印出纸质版，反复校对。”工作人员霍红
蕾说。2022年末，3500余块指示牌完成排版、制
作和安装，另设 14 处文化 AR 标识牌，游客可
通过线下游览结合线上 AR 体验，在沿线的
不同景点、遗址和文化遗产中，游览古今交
汇的大运河。

标识系统只是景区 149 个提升改
造项目中的一个缩影，景区内的旅游
交通布置、停车场、卫生 间 、游 客
中 心 、旅 游 购 物 场 所 、建 筑环
境……方方面面的硬件设施都
得到了提升。

“一环五区”是重点：道
路 、桥 下 空 间 断 点 被 打
通，25 公里特色滨河游览
环线从“虚线”变为“实
线”。大光楼、1号码
头、2 号码头、漕运
码头、柳荫码头五
大片区整体提
升，景观小品、
文化地雕、
服务设施
被 补
齐。

不起眼的角落也处处
有“典故”。《通惠河漕运
图》等记录通州风貌的古
画元素经过提炼，镌刻进文
化地雕与树池箅子，古通州
胜景凌云古塔、千年流淌的
运河水波低头可见；以运河
旗杆为原型精心设计路灯
造型，以定船石为灵感制作
石栏杆，将官斛形制巧妙融

入花钵设计；路旁的休息
座椅增加水纹收边和

文化浮雕，将“通州八
景”等文化图样融入

石材铺装…… 巧
心 妙 趣 的 运 河

文化符号遍布
景区，行走在

大运河畔，
仿 佛 画

中游。

活力之城

大运河畔碧波荡漾，万里长城巍峨雄踞，青翠西山湖光塔影，三
条文化带承载了古都的“城市之魂”。悠悠运河水，千载流不息。“漂
来的北京城”积淀着深厚的运河文化。这座昔日的京畿首驿、漕运
重镇，已成为运河文化的“活化石”，北京文旅的金名片。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起五河交汇处源头岛，南至
甘棠大桥，全长 12.1公里，以大运河为轴线，覆盖河道两岸的生态绿
化带，囊括 7.23平方公里，包括 2.56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沿线串起
散落岸边的颗颗“明珠”。丰富的历史遗产使大运河成为一条历史
之河，文旅商体活动又为自然之景增添了烟火气息。配套完善的大
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为游客带来完全不同于普通公园的特别体验，
以充分感受这座活力之城的古今魅力、文化底蕴。

“创建国家 5A级景区，有助于提升景区及所在地在国内外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为副中心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景区管理中心主任
于东亮说。2018 年，通州区正式启动 5A 级景区创建，梳理运河文
脉，整合沿线资源，将运河岸边的历史、文旅资源纳入整体规划统筹
发展。

5年来，通州区对标文旅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评定与划分》
国家标准，从基础硬件、文化挖掘、生态质量三个类别，旅游交通、游
览、旅游安全、卫生、邮电、旅游购物、综合管理、资源与环境保护八
个方面，对景区持续开展整体提升改造，塑造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的品牌形象。前后共有 41家单位支持创建，核心文物得以保护利
用，文旅体验不断，服务品质提级，大运河城市段活力跃升。

如今，景区南区，大运河森林公园绿野葱茏，观鸟露营拥清风入
怀；中区运河奥体公园、生态公园，运动休闲荷尔蒙正浓；北区尤为
运河文化集聚区，通州燃灯佛舍利塔自古就以“古塔凌云”通州八景
之一而令人称道，与大光楼形成“西有塔影东有楼”的组合。区文旅
局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开展改造提升，全面修缮文物古迹，整
体美化园林设计，实施夜间景观提升，再现“一枝塔影认通州”的千
年盛景。各片区从不同风光、主题和特色角度分别集中展示不同亮
点，体现了景区丰富的旅游潜力和兼容并包的文化气质。

文化挖掘

与传统的封闭式公园景区不同，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不封闭、不售门票，而是以运河为轴，沿线串联起燃灯塔及周边古
建筑群、运河商务区、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副中心
三大文化设施等多个公园景点，长距离、大面积的水岸绿道更成为
沿线亲水长廊。

修旧挖新，融粹存精，谈何容易。既然叫“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为达到“形散神聚”的效果，这里对标文旅部《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的评定与划分》的国家标准，深度开展文化挖掘，使之成为景区三大
主要任务之一。

从历史文化到自然人文，文化挖掘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好？
“我们从梳理文化基因图谱开始，明确了通州大运河的文化基因，继
而确定了八大体系 IP。”通州区园林绿化局副局长魏昀赟说。

北京交通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教授张野就是开发团队成员之
一。此前，他的团队曾为北京动物园和皇家园林圆明园绘制基因图
谱。“圆明园的大多数文创产品和北京动物园火出圈的动物形象，均
来自于基因图谱。绘制文化基因图谱可以破解区域大运河文化传
承与传播的‘密码’。”张野说。

开发团队深入景区观察和调研，了解历史和文化，为景区文创
开发搭建了顶层的设计框架。基因图谱涵盖植物、鸟类、桥梁、建筑
文物、景区标识、地图图标、通州八景及文创地图八大谱系。景区中
有代表性的动植物，如国槐、芦苇、荷花和各种鸟类，为人熟知的地
标性古建，如燃灯塔，新晋网红打卡地千荷泻露桥，还有见证副中心
这座“千年之城”拉开城市框架的大光楼、观景台等，都在图谱里占
有一席之地，基础图标多达 1000个。

“图谱绘制的最大价值在于应用，尤其是文创产品开发，更易产
生市场价值。”张野说。从景区文化基因图谱体系搭建和文创产品
开发，到第一批成果亮相，开发团队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以运河八
景、军粮经纪密符扇、《潞河督运图》、动植物为蓝本设计出的景区标
志性特色文创，经历了数次打样、推翻、重建。经过不断调整设计材
质和工艺，紧盯工厂生产工期，首批成系列43类文创产品实现量产。

后劲儿更足。围绕运河历史文化资源和动植物 IP全品类文创开
发，团队创出新品牌“运河有礼”系列文创产品120余款，设计完成景
区全套VI基础要素系统及 33项应用规范，建成明伦堂、森林公园文
创商店等文创体验空间，引进了 36户文创展卖场景。

“从历史文化到自然人文，从产品设计到制造节日，这些都是对
传统文化的守护和继承。深度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将产品所蕴含的
大运河文化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景区可持续运营‘造血’，
不断为副中心文化建设添新亮点。”魏昀赟说。

基建提升

智慧赋能

智慧化是创建 5A 级景区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对一个面积比颐和园大两倍还
多，沿水滨河近人尺度有着严格防范应急要求，且没有围墙的景区来说，技术攻关
面临巨大挑战。

按照创建 5A级景区对客流量统计和游客管理的要求，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必
须“化零为整”，统一运营、分区管控。且不说大量数据需要抓取，汇总分析后还要
统一展示和管控。但北、中、南三个片区绵延 12.1公里，相互之间并不连通，水岸
线上监控点位也不具备网络走线条件。针对“病灶”，项目团队筛选多套“诊疗方
案”，最终将视线聚焦在 5G+MEC技术上，进行无线视频传输。

“MEC是实现 5G低延迟和提升带宽速率的关键技术之一。经测试和设备优
化，请不同专家对组网方案进行论证，最终满足了实时快速回传视频这一要求。”
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王伟解释道。这一创新举措确保整个景区网络全覆盖，一
招破解水岸线贴边地远程监控难题。

5A级景区对游客的安全关照也有更为严苛的规定。“为此，我们打造了一套智
能管理系统——AI哨兵。这项技术的核心是通过智能算法自动识别游客是否靠
近水域或进行违规钓鱼等危险行为，并联动广播音箱对应劝阻，在识别到劝阻无
效后自动发送工单给管理人员现场处理。”王伟说。

要知道，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扎实的“大数据”本底支撑。团队收集了景区内
几千张视频图片，用作AI视觉分析算法的训练材料。可最初的算法模型在识别违
规钓鱼事件方面的准确率仅有 60%。为了提高识别率，团队投入大量时间、精力，
不断调整和优化算法。经历无数次测试、分析和调整后，技术瓶颈终被突破，识别
率提升至 95%以上。现在，一旦系统识别出潜在安全风险，就会自动联动相关设备
进行劝阻，管理团队也能够及时接收预警和干预。“这不仅标志着技术上的巨大进
步，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提升了景区应急响应的速度和准确性，智慧化管理极大
提升。”王伟说。

古韵新貌

5A 级景区更有着严格的生态质量要求，水质、大
气、噪音都得达标，就业管理规则和景区制度文件也要
编制完善。前后有 41 家单位共同参与创建，在配合努
力下，传统的文化名片如今更增时尚色彩。

古韵新貌，反映在景区一砖一瓦、一步一景间。围
绕大运河文化，景区形成 3 个文化篇章，39 个文化景
点。去年仲夏，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迎来高光时刻。
文物古迹全面修缮，园林设计整体美化。借助夜间景观
提升工程，千年古塔与周边运河商务区交相呼应。燃
灯塔灯光秀常态化开启，中秋夜，古塔披上彩衣，XR
科技灯光秀一举出圈儿。塔下汉服翩翩，游船宛若游
龙，好不热闹。七孔桥和大光楼也重整面貌向市民开
放预约。线下游览结合线上 AR 体验，打造出古今交
汇的大运河。

利用既有空间植入演艺新业态，景区营造了多元的
文旅消费新场景。依托VR、AR技术打造沉浸式展厅，
拓展北运河非遗传习所空间，开展非遗通草花、非遗纸
鸢、非遗茶艺、非遗古法制香、非遗木版年画、非遗花丝
镶嵌、非遗皮影等作品展示、讲解及手工体验制作。设
计推出南北两条“京骑大运河”骑行路线。设立主题邮
局，在漕运码头、2号码头等地开展常态化市集，加强文
化的体验感和沉浸感，让文化走出博物馆、走出平面载
体，实现可听、可视、可感、可玩。

运河穿城而过，奠定城市深厚底蕴，为做好滨河景
观文章，景区推出长约 12公里的大运河灯光秀，运河上
8座桥梁被点亮，北运河大桥设置多媒体水幕秀，数字化
再现“通州八景”。2号码头是体现大运河景区水上游览
特色的核心区域，也是集运动、休闲、水上游览于一体的
活力片区，拥有漕船桅杆顺风旗元素的滨水驿站和景区
人流量最大的游船码头。大运河京冀段全线 62公里实
现跨省通航后，开通“一短、一长、一夜航”三条特色游船
线路，开发文创、曲艺主题游船和音乐游船，叠加文化和
演艺要素，游客乘坐不同航线、不同主题的游船，可聆听
更鲜活的运河故事。开航至今，已运营 1 万航次，接待
游客超 10万人次。

记者从区文旅局了解到，利用水资源优势和滨水机
遇，景区还策划了马拉松、自行车赛事，以及飞盘、小轮
车等潮流时尚体育活动，引入桨板、皮划艇、动力冲浪板
等水上运动，是国家体育总局认定的国家水上（海上）国
民休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景区良好的自然生态和生
物多样性本底也成为青少年森林、河流、动植物等自然
教育课堂，并与下游森林科普教育基地联动，开展研学
活动，激发滨水区域活力。

有文化、有运动、聚人气，自然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2024年，景区中区获评第三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为 5A 级景区的创建更添烟火气息。景区利
用既有设施，营造新潮的“日咖夜酒”新型餐饮体验，引
入南门涮肉、莫菜坊、京杭苑等多家美食餐厅，激活水岸
夜经济。新“夜”态带动周边商业、餐饮、住宿等相关产
业，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收入。据统计，
2023 年景区游客量超 568 万人次，较 2022 年上涨 53%。
2023年营业收入超过 2400万元，与往年最大值相比，涨
幅高于 10%。

令人期待的是，作为大运河缤纷旅游带上的重要节
点，通州还将打造“环球影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

区，全力推进文旅消费向全域消费、日间消费向全时
消费、传统消费向新兴消费转变。

此外，通州区已与津冀签订了《北运河开发建
设合作框架协议》，为跨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有关

方面合作开发奠基，加强区域间的合作与交
流，引领京津冀旅游产业升级。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通
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将继续以大运

河历史文化为主题主线，促进景区历
史文化的整合串联，谋划推出高质

量文旅产品和文旅节庆活动，持
续打造具有鲜明特色的“运河”

文 化 品 牌 ，不 断 激 发 景 区 活
力，助力文化底蕴厚、生态魅

力高、特色联动强的国际
消费体验区与世界级旅

游度假区建设。
“潮 平 两 岸 阔 ，

风正一帆悬”。长
安 街 以 东 30 公

里 处 ，一 艘 文
旅 巨 帆 正 在

鸣 笛 纳 客 ，
风 景 这 边

独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曲经纬曲经纬 王倚剑王倚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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