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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曲经纬
实习记者 谢佳航

暮春初夏，西集镇通清路一侧的“盛世润
禾”园区，3万株苗木新绿绽放。上千棵顶着“锅

盖头”的景观榆树列队勾勒出一条笔直的柏油
路。一台“长城炮”从园区深处疾驰而来，绕过

一株顶着宽阔树冠的白榆环岛稳稳停到大门
口。驾驶位下来一位身形娇小、长发飘飘的“小

姐姐”热情温柔地打招呼，与眼前这台剽悍的越
野四驱车形成强烈反差。这位就是今天的主人

公——通州区“金剪子”“通州工匠”，北京盛世润
禾生态建设有限公司技术经理甄优美。

7年青春时光与乡土植物为伴，采种、育苗、修
剪，天天在阳光下干活儿，晒出了她一身健康小麦

色。“我觉得自己就像这些榆树一样在这儿扎根、
展枝、散叶，一起成长。”她说。

榆树是北京及许多北方地区的乡土树种。
在 2021年《北京市主要乡土树种名录》中，榆科
树种占得 7 个席位。其中，有耐寒耐旱的大果
榆，耐盐碱、抗有害气体的青檀，耐水湿、耐阴的
大叶朴，以及拥有强大滞尘能力的裂叶榆，在北
京防尘治沙中贡献卓越。

在城市副中心，“榆树文化”更是一种独特
的绿色乡愁。除了著名的榆钱宴，本地还有不
少以榆树命名的村庄，像潞城镇的前榆林庄村、
后榆林庄村，漷县镇的榆林庄村……榆树已成
为通州本土文化中的一个符号。

甄优美眼中，榆树很低调，它不像杨柳每年
四五月份掀起声势浩大的飞絮，也不比国槐，在
盛夏时节飘下一场落满步道的槐花雨，而是悄
无声息地抽枝发芽，待到夏天便撑起如伞树冠，
山间、林地、城市绿化背景中到处可见。这些曾
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退隐的乡土树种，如今经
过精心培育，变成特色树种，成为城市副中心这
片平原推窗即见的“满庭芳”。

盛世润禾是全国特色榆科树种培育基地，
这里已经收集了近 6 万颗种子，涵盖 9 种 59 个
家系的北京乡土榆科树种。走进园区，榆树
形态之丰富，足以刷新人们对它的认知。“那
些一本双干、顶着球状树冠枝叶的是榆；那些
皮肤暗灰、如杨柳般低垂着‘刘海儿’是榆；那
些叶片像手掌那么大、光滑油亮的是榆；叶片
小如吊坠儿、带着锯齿儿的也是榆。”她说，当
年初入园区时，自己也被这些榆树的“颜值”
深深吸引。

今年30岁的甄优美出生在河北沧州的一个
小家庭。打记事起，父亲就爱种花弄草，每年春
夏秋，满院子的月季、芍药，现在她脸颊上的一
个黑点就是当年被院子里的丝兰扎的。“负伤”
没有让小优美“长记性”，反倒让她越发对植物
感兴趣，在活泼好动的年纪里，她总是默默地蹲
在草丛里踅摸，今天找出个四叶草，明天发现一
朵五瓣丁香。

后来，她顺理成章学了园林专业，如愿进入
这行。实际工作和课堂教学大不一样，还是得
从最基础的学起，先跟着老师傅学剪枝。“截枝、
疏枝、留枝”“剪口要靠节，位置合理且平整”“树
形美观、通风透光，树冠圆整，分枝均衡，分布要
与树种特征相适应”……师傅说的明白，但剪刀
真搁手上就“怂”了：“哪敢上手啊，跟做外科手
术一样！”现在，拿起剪刀的甄优美早已是位娴
熟的“理发师”。长期扎根一线，她每天跟随苗
圃技工师傅进行“地栽盆景”造型修剪，练就一
手绝活，一干就干成了通州区“金剪子”。她师
从老技师徐占廷学习“云片式”造型树的培育技
术，尝试新材料、新工艺，研发出“一种云片式造
型支撑架”及采用弹性绑扎带代替铁丝的工艺
进行造型树的造型绑缚，现已广泛应用到公司
产品中。

经过实践积累及物候观测，她发现了造型
榔榆萌芽时间比造型黄金榆晚 10天的规律，且
枝条生长缓慢，每年修剪次数要少于造型黄金
榆。同时，在树木萌芽前也要进行修剪，将病
枝、枯枝去掉，便于“云片”通风透气，减少病害
的发生。

“在苗圃内，造型榔榆和造型黄金榆居多，
造型修剪的时间和修剪的手法为重中之重。”如
今带着30多位“学生”的甄优美也成了职场小白
尊敬的“老师傅”，每天手把手传递经验。“为保
持云片造型，需要经常修剪，一般在新芽枝伸长
至5到6厘米时，仅留存2至3叶片，其余均用修
枝剪剪去，同时要保证每片云片的饱满程度。
为了控制生长，还得随时摘芽去梢。”这些都是
她一点点摸索出的宝贵实操经验。

始于颜值，陷于才华，甄优美越来越热爱这
片园子，越来越喜欢榆树的性子。“它们一点也
不娇气，扎根就能活。像脱皮榆耐阴，在河沟山
坳之中最常见。榆树的种子落在地上，但凡遇
到丁点儿雨水，不多时，土壤中就会钻出满满一层
的榆树苗。”

从 2019年开始，甄优美参与到苗圃的种质
资源收集和保护中。

原生态的榆树多见于海拔较高的京郊山
间，门头沟、延庆、房山、怀柔等远郊都是原生榆
树生长较为集中的地方。采种时间段很固定，
基本就在每年四月份，但去哪儿采、能否采到、
得去几次，多少得凭一点运气。

2019 年 4 月中上旬，甄优美和同事们登上
了怀柔喇叭沟门附近的野山。进山道路蜿蜒
曲折，车辆只能到达一处山坳，剩下的只能靠
脚。“大多数原生树种生长的位置都有些偏
僻，采种时走的也多是野路，看着就在眼前，
但想登上去，一个多小时也未必有收获。”甄
优美说。

榆树的种子就是“榆钱”。北京地区榆钱的
成熟期是在四月下旬。甄优美和同事们总要提

前去踩点，“晚了就得再等一年。采种
对于榆钱成熟度的要求很

高，因为榆树的种
子 寿 命

很短暂，能够保存活性的时间不长，采种之后还
要赶紧通风阴干，尽快播种。”甄优美说。

而且因为要确定种子的来源，所以采种时
不能拾落地上的榆钱。“我们上山一般都得带
着‘高枝剪’，为的就是直接从树上取种。”之
前一次踩点中偶遇的一棵大果榆让她提起来
就兴奋。“它要争阳光，所以窜得比周围植物
都高，目测得有 30 米。这大高个儿，可不能错
过！”甄优美和同事们迫不及待地从树枝上

“撸”种子。
大自然的奇妙有趣，令人着迷。在经过原

生地长时间驯化后，同一树种随着当地自然的
变化、历年天气的不同，会赋予榆树不同的样貌
和性格特征。甄优美说，他们收集到的每一批
种子都有一个专属“身份证”，记录树种、名称，
采集的经纬度、高度、时间等信息，以便对比榆
树生长环境的适应性和不同纬度的特性。

“所以每颗种子都很珍贵。”甄优美说。不
仅珍贵，还很难忘。采完这棵树的种子，她粉
色的运动裤上爬了一层黑点，定睛一看，一水
儿的蜱虫。甄优美不慌不忙地脱下鞋袜，抖

一抖、拍一拍。她说，采种工作其实很
孤单，需要沉得住气、稳得

住心。

山林探险 化身采种“特种兵”

科普绿化 美化城市的工程师

盛世润禾 400亩园林是各种花草树木的天下，也是小朋友走到
林下体验生态文明教育的课堂。600平方米的阳光房设置有自然体
验区、园艺展示区、阅读休闲区和手工活动区，甄优美就是这个园艺
驿站的“大家长”，几年来，经她手举办的科普活动足有70余场，3000
余中小学生受益。

园艺驿站这片区域已经成为林下“会客厅”，既是园区的“门面”，
也是创新创意的沃土。在园区内，能看到“三生”现代苗圃创新场景
应用项目空间，也是甄优美的“新作品”。

所谓“三生场景”意味着在园区能同时看到生产、生态、生活三种
场景。生产场景就是目光所及的阵列式树苗生产；生态场景则是利
用园区里的乡土树种，引入拟自然的种植方式，丰富景观搭配，从而
产生生态效应；生活场景指的是通过可游憩、可科普的互动园林场景
空间，挖掘林下经济更多活动内容，提供多样性的体验空间。

与普通场景不同，创新场景更智能。在这片区域，甄优美负责着
智能灌溉及基于射频识别技术（RFID）的种质资源收集、评价、追溯
系统的管理任务。这里为每棵植物悬挂电子标签，详细记录树木的
胸径、高度等信息，同时将日常的养护内容，如浇水、修剪、除草等信
息录入系统，实现智能监控。

走出园区，带上“小红帽”，城市副中心园林绿化美化工程中也留
下了“工程师”甄优美的身影。城市副中心 17条道路绿化工程行道
树的养护，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榆科树种的种植，以及西海子公园节
日花坛的布置等，都有她的全心参与。在 2019至 2023年间，她还参
与了北京林木种苗产业协会的 5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将实践成果转
化为制度性成果……

“乡土不土”是甄优美常挂在嘴边儿的话。在她看来，法国梧桐
长得快，美国白蜡观赏性强，它们确实“洋气”，但在园林专业出身的
园艺工作者眼里，它们与北京的情分远不及那些“平平无奇”的乡土
树种。“尤其是榆树，它不仅是如今绿化工程里的主要担当，也是本土
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寄托着浓浓的乡愁，它比我们更了解这片土地、
这座城市。”甄优美说。一棵榆树一年能吸收 8公斤的二氧化碳，却
对周边的环境没有苛刻的要求。在她看来，这也是一种工匠精神：踏
踏实实，默默奉献。

“育婴房”里当起护士阿姨

采集回来的种子都被送去了“育婴房”。
四月下旬的“育婴房”里，一人多高的榆树苗队列整齐，枝上分布

着星星点点的叶片。在外人眼里这些树苗都一样，但甄优美能看出
每列树苗不同的身世与姓名。

“同龄的树苗，属脱皮榆和黑榆个头儿大，它们长得最快，是行道
树的‘苗子’；叶片相对粗糙，叶片尖端3至5裂的，是裂叶榆，有较高
的观赏性，适合做搭配。”甄优美说，在资源苗圃里已长至手腕粗细的
榆树，都是五年前自己与同事多轮筛选出的优种。它们之中有不少
来自“古榆树”，如昌平区南口镇那棵三千多岁的青檀古树所孕育的
树苗，在其中有一百多棵。

在甄优美看来，不同身世和特色的榆树，有着不同的性格和形
态，也奠定了它们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这些乡土植物材料，有利于
丰富、探索榆树在园林绿化中的作用，便于植物搭配，为首都绿化增
绿添彩；也可以让更多人有途径和机会了解这些具有传承意义的榆
科树种，不会让乡土树种淡出我们的城市生活。”甄优美说。

到今年春季，该园区的榆科树种种质资源圃的规划面积已有50
亩，收集着包括大果榆、裂叶榆、脱皮榆、青檀等在内的9个榆科树种
59个家系的种质资源。它们除了来自北京郊区，也有小部分来自北
京周边地区，至今共繁育苗木超过3万株。

在树害防治方面，甄优美也有两把刷子。她会通过观察树木叶
片和枝干的颜色、状态，来判断早春树木是否成活、缺光照，或遭受病
虫害等。“对榆树来说，这种枝条就是干枯枝了，实在不确定就抠下树
枝，嫩绿色是成活的，灰色就是干枯枝了。而这种向叶背面卷曲的，
很可能就是遭了虫。”她翻过叶子，果然背面是密密麻麻的蚜虫。

“2008年以来，北京绿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期，至今已积累了亮
眼的‘绿色资产’，树木作为这些绿色资产的主角，急需更多‘医生’。”
甄优美说，园区已经建立了树木医院，这里也将成为他们的研习所。
在她看来，为树木诊病是园林工匠的衍生价值，要成为“全能选手”。

始于颜值 金剪子剪出满庭芳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记者从有关部
门刚刚提供的一组最新数据中发现，刚刚
过去的五天假期里，共有 20余万人次走进
通州大运河景区。其中，燃灯塔及周边古
建筑群、大光楼、二号码头、游乐场、露营地
等点位最受游客欢迎，运河游船接待游客
约 1.6万人次。近十年来最大户外音乐节、
全新艺术市集常态化开放、汉服巡游运河牡
丹园……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城市副
中心大运河“潮”味儿十足。各地游客慕名
前来，在运河畔骑行、赏乐、观景、游园，感
受古老运河带来的美好新生活。

这个假期，要说副中心最燃最火的
活动，非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举办的无
限音乐节莫属。作为城市副中心近十年
来最大的户外音乐节，5 月 1 日至 2 日两
天 ，无 限 音 乐 节 吸 引 了 6 万 名 乐 迷 前
往。“我和朋友是从朝阳望京过来的，是
冲着隔壁老樊还有詹雯婷过来的，现场
体验很棒。”乐迷周女士说。“通州区不仅
是这场音乐节办得特别棒，其他文化活
动也越来越丰富。我家就住在通州，在
家门口就能有这么好的体验，感觉非常
幸福。”乐迷解先生说。

本场音乐节的演出阵容也十分强大，
包括家喻户晓的罗大佑，引领了“80后”“90
后”青春成长记忆的詹雯婷，风格独特的一
线摇滚乐队二手玫瑰，备受年轻人欢迎的
乐队回春丹、盘尼西林和实力唱作人曹格、
隔壁老樊、黄誉博等。

这些音乐人潮流属性足，深受年轻人
的关注和喜爱，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来到
现场观演。大麦APP 显示，此次音乐节受
众趋于年轻化，学生群体居多，18至29岁人
群占比超60%，女性观众占比65%。本地观
众占比66.5%，跨省观众占比33.5%，跨省观
众多来自河北、天津、山东。

这个“五一”假期，还是北京（通州）大运
河5A级文化旅游景区升级后迎来的首个旅

游高峰。运河两岸，景区不设围墙，滨水环
河游线将各处景点串联起来，人们自由穿行
游览顺畅。水面上，市民参与皮划艇、桨板、
无动力水翼等水上运动踏浪飞驰；两岸边绿
道间，人们遛弯、骑行、跑步，各得其乐。

来自大兴区的骑行爱好者侯女士，特
地在小长假最后一天打卡了通州运河公园
的滨水骑行线路。“这边骑行道修建得很完
善，两侧绿树成荫，时不时还有水上的清风
袭来，一口气骑了30多公里，感觉不累而且
很痛快。”侯女士说。

运河边玩累了，市民还可以来到与运
河一街之隔的月亮河艺术小镇，这里开设
了全新的艺术市集，300多家商户带来了面
部彩绘、玩具涂鸦等新奇活动，甚至还有骑
马体验，整个假期市集一直是人潮涌动。

沿着运河向下游前进，漷县镇还在大
运河边打造了 500余亩的牡丹园，并在“五
一”期间推出了运河牡丹园游园会，以“赏
牡丹国色 品运河文韵”为主题，举办了十
二花神汉服巡游、游园打卡、非遗体验、美
食共赏等精彩活动。

通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通
州区积极做好运河遗址遗迹保护，加快
恢复运河沿线生态环境，推动实现大运
河京冀段旅游通航，北京（通州）大运河
文化旅游景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
景区，大运河已经成为副中心重要的文
化 IP。接下来，副中心将大力推动环球
文旅区、大运河以及三个特色小镇协同
发展，持续做优做强文旅产业，努力将大
运河北首的文化旅游新地标打造得更加
闪亮耀眼。

一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出——

更潮更年轻：副中心创十年之最

来一次说走就走的露营

小长假首日，李维深和另外两个家庭
相约露营。夫妻俩带着 2 岁和 5 岁的两个
萌娃，上午 10点才“懒洋洋”出门。原本打
算去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正巧那天公园在
办无限音乐节，人流量特别大，几家就商量
着往远一点的地方开，“台湖、张家湾的公
园或许人更少，更有野趣。”李维深的妻子
汪晶出了个主意，三家人驱车一路向南，边
走边寻，最后在一处树林旁停了下来。

眼前的景色令他们震撼——茂密的林
子形成一片沁人心脾的绿荫，林下是一眼
望不到头的青草和金黄色的野花。走在林
间，微风习习，周边露营的游客很少，打破
这份静谧的是偶尔几声没听过的鸟鸣。

铺上垫子，搭起天幕，挂好吊床，支起
小桌，把各种美食一股脑儿摊在垫子上，一
下午的悠闲就这样开始了。

“本想着待两个小时就换地儿，没想
到孩子和大人都很默契地享受到了傍
晚。孩子们捉迷藏、踢足球、玩飞盘、骑
车，不知疲倦，大人们则聊天、吃零食、拍

照打卡。最令人踏实的是，周围空旷人
少，不用时时刻刻操心盯着孩子们。”李维
深临走前，还不忘发个朋友圈，和好友们
分享新发现的宝藏露营地，定位在了台湖
万亩游憩园。

“小时候的通州，假日游园的选择很
少。休息日不是宅在家，就是‘去北京’或
者出京游。如今公园随处可见，我们甚至
可以不做准备，说走就走，走哪儿算哪儿，
宝藏公园挑都挑不完。”李维深感慨。

看一场心心念念的演出

5月 3日，李维深的小女儿堃堃一大早
就兴奋得睡不着了。她心心念念很久的童
话剧《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将在上午开
演，坐标是国家大剧院台湖剧场。

从通州城区北部的新建村附近出发，
到南部的台湖镇，穿街过市一路畅通，开车
只用了大约 40分钟，这让一家人心情格外
舒畅。

停好车走向台湖剧场，一路上像李维
深一家这样的亲子家庭很多。因为住得
近，到剧院看一场演出成了许多人假期出

行清单里的必备选项。
演出时，孩子们的小脸儿扬得老高，剧

里的互动环节更是点燃了大家的热情。当
台上的白雪公主被猎人带到森林里，孩子
们都屏住了呼吸，此时猎人焦急地冲着台
下问话，“小朋友们，你们赶紧告诉我，我要
不要放走白雪公主？”孩子们则齐声高呼：

“要！”现场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
一场精彩演出下来，堃堃意犹未尽，一

个劲儿地说：“下次还来！”
不只是台湖，“五一”期间，北京艺术中

心也上新了不少佳作。家住通州武夷花
园的张阿姨约上了三五好友，头一回走进
这座艺术殿堂，欣赏了一场美妙的芭蕾舞
表演。“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跳舞，今天这
场演出我和家人念叨了很久。能这么近
距离看到中央芭蕾舞团演员们的身姿，我
很享受。”

赶一场烟火气十足的市集

小长假最后一天的傍晚，临近副中心
五河交汇处的月亮河艺术小镇热闹不减。
李维深夫妻俩与家中老人、孩子们来这儿

逛夜市。
位于户外的月亮河艺术市集由 300

多家商户组成，涵盖了餐饮、服装、玩具
等多种类别。几天前，市集的打卡分享
便已经高频率地出现在了李维深的朋友
圈里。

“确实热闹！市集上的摊位一个个布
置得都很精美，中老年人可以挑衣服饰
品、年轻人可以选购文创产品、小孩子可
以买玩具，还有各种娱乐体验项目，各个
年龄段的人都有得逛，玩饿了还有整整一
条小吃街等着你。”李维深分享起来滔滔
不绝，“听说这个市集以后就常态化运行
了，周末遛娃又多了一个新选择。”

副中心的夜生活不止如此。李维深
一家出了月亮河艺术市集，跨过一条小路
就到了运河文化广场，大人在河边散步，
孩子们在广场上嬉戏。“溜达到广场南侧，
我发现东关大桥桥下空间竟然新冒出了
一片健身乐园，设施既适老化也适小化，
孩子迫不及待地爬上攀爬架、钻进小滑
梯，开心地玩儿上了。”李维深感慨，如今
家乡的变化实在太大，身边真可以说是处
处有惊喜。

露营了，看演出了，去三大了，足不出区都办了

李维深一家老小好有福气
本报记者 张佳琪

遇上小长假，很多人喜欢去外省市或者北京郊区旅游。但这两年，记者发现，不少通州人爱上了家门口的“微度
假”。环球影城、大运河5A级景区、台湖演艺小镇等新兴景点，抬脚就能去，体验感还特丰富。

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通州居民李维深一家就是在“家门口”度过的，不仅吃饱喝足，还解锁了不少新玩法。

近日，通州区发布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
案申报及联合审查的实施意见（试行），这是

《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出台以来，全市首个
以区政府名义印发的城市更新联合审查实
施意见，明确了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方案联合
审查的具体实施路径，将过去25个工作日的
审查时间压缩到10个工作日。

新的实施意见通过“实施方案联合审
查”的方式，将设计方案审查、立项、施工及

运营等审批环节由“串联”变“并联”，极大提
高了审批效率。“实施主体将实施方案报区
住建委，由区住建委会同牵头部门及相关行
业主管部门进行实施方案联审，各部门原则
上应在收到实施方案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
出具审查意见。方案通过将城市更新项目
入库环节与‘多规合一’初审环节整合衔接，
实现审批时间的大幅压缩。”通州区住建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

实施意见还明确了城市更新项目从设
计到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覆盖从前期的
项目申报、实施方案编制到后期的竣工验
收、使用运营等全过程，打通了城市更新“最
后一公里”，有效避免了城市更新项目过去
出现的“能建不能用”问题。

此外，实施意见还建立了城市更新的审
核机制，在实施方案审查过程中，各行业主
管部门按照《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和相关

配套政策明确的标准和要求进行审核，保障
了副中心南大街、北光厂等重点城市更新项
目顺利推进。

当前，随着《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50项
市级配套政策陆续出台，全市城市更新工作
逐渐向纵深开展。通州区将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不断优化完善全区城市更新政策体
系，为城市更新项目实施提供坚实的政策
支撑。

通州城市更新项目方案审批时间压缩
本报记者 孙云柯

本报讯（记者 孙莹）日前，
本市正式实施试点换发补发出
入境证件“全程网办”、赴港澳
商务签注“智能速办”“全国通
办”、六类人才申办赴港澳人才
签注等 6 项政策措施。北京首
批港澳人才类签注也正式签
发，持卡人每次在港澳逗留时
间最长达到 30天。

北京市户籍居民需要换发
补发出入境证件的，通过电脑
或手机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政
务服务平台，包括官方网站、
APP、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都
可以全程网上申办。

民警现场给记者演示了换
发补发出入境证件的网办流
程。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
服务平台 APP 注册用户后，登
录首页，点击“中国公民服务”
模块选择“证件换补发网上申
请”功能，选择需要办理的证件
类型和换发补发原因。通过人
像比对认证后，根据系统提示
录入个人资料信息，并上传符
合标准的制证照片、手写签名
图片以及本人居民身份证正反
面照片，就可以在网上提交申
请了。

待审核完成后，申请人会
接到在线缴费的短信通知和系
统提示。北京市户籍居民可采
取邮寄到付方式或到户籍所属
区出入境接待大厅领取证件。

“此项新政改革了换发补
发出入境证件的办理模式，以
往只能现场申请，现在增加了
线上途径。如果选择邮寄领
取证件，就实现了‘一次都不
跑’。”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局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大
队副大队长浦宁提示说。

此次，国家移民管理局将
赴港澳人才签注政策由粤港
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扩大至北
京，在北京工作的杰出人才、科研人才、文教人才、卫健人
才、法律人才以及管理人才六类高层次人才可办理有效期
1 至 5 年不等的多次赴港澳人才签注，每次在港澳地区停
留不超过 30 天。

来自讯飞医疗公司的刘伟女士成为新政落地的首批
受益者之一。一早，她从北京市出入境接待大厅拿到了北
京签发的首件港澳人才类签注。因工作关系，刘女士以往
办理的都是一年 2 次往返签注，且每次停留不能超过 7 天，
不仅需要频繁续签，而且工作时间也很紧张。刘女士高兴
地说：“现在停留时间达到 30 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可以
在当地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合作。”

据了解，为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
理局还将赴港澳商务和赴澳门参展、陪同就医或从事演艺
等活动的其他类签注办理权限，由 2 个市级大厅拓展至 16
个分局出入境接待大厅，市民可就近在市区两级任一出入
境窗口提交申请，办理材料、时限市区一致。已在出入境管
理部门进行商务备案的企业员工欲申办多次商务签注的，
且现持往来港澳通行证有效期超过拟签注有效期 30 天的，
可以使用分布在全市 18 个出入境接待大厅的智能签注机，
实现“立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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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无限音乐节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火热开唱。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