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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州区北苑街道后南仓社区发
生的一件事儿必须要说说——一位 70
多岁的聋哑老人家里漏水造成墙壁发
霉，他找到居委会后，社区网格员白云
朋入户协助解决了问题。其实这不是
啥新鲜事儿了，可令人感动的是，白云
朋在帮助老人修漏水房子时，那满满 8
页纸的“对话”，不仅写满了当时一问一
答情况说明和如何维修，也写满了社区
工作人员的耐心与负责。

那天一早，后南仓社区第一网格员
白云朋接到一位热心群众电话反映，说
是小区一位聋哑老人因家中墙壁发霉，
在寻找原装修单位却没给解决后特别
伤心，白云朋马上来到老人家中，发现
墙壁发霉处前面是一排定制橱柜，柜子
内侧也出现了严重发霉现象。白云朋
初步判断漏水点应该在墙体上方，但水
管全都嵌在墙体里边，无法判断具体漏
水点。

此时，聋哑老人的听说问题给双方
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把所有发
霉的情况、漏水的原因、顾虑的问题
等都写下来，一点一点跟老人说清
楚。”为解决问题，白云朋在纸上一字
一句地与老人“对话”，说明问题原
因、商量解决方案，看似简单的交流

在此时也显得有些费劲，只是说清楚
问题情况就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写了近 8页纸。

了解了具体情况，接下来就是找
漏水点了。经沟通交流，白云朋决定
由社区主动联系房屋产权单位上门查
看；另外也找到了维修施工单位，入户
上门寻找漏点。第二天一大早，社区、
物业、产权单位、施工单位四方齐聚老
人家中，在得到老人同意后，通过拆卸
橱柜、凿开墙体找到了准确的漏水原
因，并对损坏的管道接口进行了更换
处理。

白云朋始终在手机上看维修过程。
考虑到水管在使用过程中两端接口处
会有磨损，白云朋担心不久漏水发霉的
情况会再次出现。他立即通过微信与
施工单位“线上”沟通，“只有解决接口
磨损，水管漏水问题才没有后顾之
忧。”最后，白云朋才真正放下心来。

问题解决后，老人特地带着锦旗来
到社区，“你热情积极帮助我，平时你一
定就是这样。”一句话，让社区网格员为
民解忧的真心与真情跃然纸上。白云
朋也再次写下了对老人的坚定承诺，

“以后有事，您就来社区找我！”
本报记者 冯维静 通讯员 何诗琪

副中心有我

本报讯（记者 池阳）昨日，北京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办
事大厅在三河市政务服务燕郊中心
正式揭牌运行。

走进三河市政务服务燕郊中
心，可以看到“副中心事儿这里办”
的提示标语，市民在这里可以使用
位于中心 1 层的自助服务终端，在
线扫描上传文件，城市副中心的小
客车指标、公司变更登记、公司注销
登记、医师执业注册、道路货物运
输、个人就业登记、社保医保、不动
产等事项都可直接在三河办理。同
时，三河市民也可在副中心办理三
河的相关事项。

北京市和三河市关系密切，三
河到北京的通勤人员多、北京产业
链相关企业密集，是“区域通办”的
重点区域。办事大厅的运行有利于
两地的一体化办事，简化办事流程，
为市民生活提供便利。

今年是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的关键一年。副中心为实现让企
业群众在北三县获得无差别服务，

通过“云窗口”，打破信息壁垒和区
域限制，将政务服务延伸到廊坊北
三县，构建起政务服务跨域合作新
格局。

去年 6 月，第一家北京城市副
中心政务服务中心一体化办事大厅
在大厂回族自治县试点运行。在廊
坊市的大力支持下，相关经验做法
在香河、三河全面推广。今年 4月，
香河县办事大厅也已启用。三河
市办事大厅的揭牌，完善了北三县
办事大厅覆盖区域。至此，分属北
三县的 3 家办事大厅均已运行，标
志着北京政务服务完成北三县全
域覆盖，有了办事大厅，企业和群
众可以在通州区及北三县更便捷
地异地办事。

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一体化办事大厅的建设源于 2023
年副中心管委会、通州区政府与廊
坊市政府共同签订的“区域通办”
2.0 框架协议，协议旨在 2021 年签
订的《政务服务“区域通办”联动机
制框架协议》（即 1.0 版协议）基础
上，通过扩展通办范围，将北京市、

通州区进驻副中心政务服务中心
的 34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以及通
州区镇、街级 160 余项民生类服务
事项全部纳入通办范围。同时，廊
坊北三县也推出了 294项高频涉企
经营事项，实现更多事项跨区域联
动办理。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北京城市副中心政务
服务中心一体化办事大厅在北三县
实现全覆盖，有助于解决企业群众
密切相关的异地办事需求。通过办
事大厅向通州及北三县四地提供

“同质、同效、同标”的服务，进一步
加强了城市副中心与北三县政务服
务的深度融合。

未来，副中心将继续完善办事
大厅线上互动和联动办理机制，
持续扩大通办事项范围，推动区
级更多事项“同事同标”，厅内事
项“无差别”跨省办理，三地双厅
融合、多厅融合，为企业、群众提
供更加优质、暖心的服务，携手
打造京津冀政务服务协同发展新
样态。

城市副中心政务服务一体化办事大厅在三河揭牌运行

通州和北三县政务服务一体化达成

49座白白胖胖
大粮仓真可人

本报讯（记者 王倚剑）通州区第四次全国文物
普查调查队首战告捷，在宋庄镇宋庄村走访调查中
发现新文物线索，“战利品”就是49座白白胖胖的大
粮仓。

跟着三位年逾八十的村内老人，文物调查队来
到现场，原来，1953 年前后，宋庄村建设了一座粮
库，粮库内有粮仓 49 座，均为圆柱形建筑，规模较
大，目前保存完好。调查队在实地察看后确定了规
模和现状，并进行记录。

记者了解到，本轮调查走访以宋庄镇47个村落
为试点，采用先征集线索，再现场调查走访、审核认
定的工作模式，未来将复制到全区 400余个村落的
普查中。调查以口述方式展开，以录音录像等形式
对各村、社区熟悉本地历史文化的老人、烈属、村书
记等进行采访，最大程度收集有价值的文物线索，
深入发掘村落红色历史、运河历史、特色文化，并将
采集的信息整理为口述史，形成记录。

黄瓜里的“白富强”、连皮都甜的西红
柿、五颜六色的生菜……记者从区农业（种
植）技术推广中心了解到，通过示范推广引
进的黄瓜、番茄、辣椒等几十个绿色优质的
蔬菜品种，即将大量上市，欢迎大家来通州
吃口儿鲜的。

十八种生菜口味儿都不一样

上午九点，在于家务永盛园农业技术
种植中心的生菜试验田内，一块块红绿
相间的生菜地如同一张张巨大的地毯，
很是壮观。走进田间，一颗颗饱满的生
菜密密匝匝、挨挨挤挤地铺满了菜畦，青
翠欲滴，通州区农业（种植）技术推广中
心蔬菜室主任王黎明正跟着园区负责人
李茂峰查看着新品种生菜的生长情况。

王黎明表示：“生菜的种类很多，品种

丰富，市民对它也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我
们已经连续几年与园区合作，进行优质
新品种的示范，今年在该园区示范种植
了 18 个不同品种的生菜，将筛选出品质
优良、产量兼顾、抗病性强、适合在通州
地区种植的生菜品种进行示范推广。考
虑到近年来，市民对于深色蔬菜的接受
度越来越高，我们这次也示范了多个紫
色品种。”

位于通州区于家务回族乡西垡村的北
京永盛园农业种植中心是全市首家生菜专
业育苗基地，目前基质搅拌、装盘、压穴、播
种等各个育苗环节均已实现机械化，年育苗
量达 2000 万株。基地在自育自用的同时，
也为周边生产主体提供种苗服务。据李茂
峰介绍，这批试种的生菜今年2月10进行育
苗，3 月 15 日进行定植，将在 5 月底开始
收获。

“我们园区进行蔬菜新品种示范已经
十年多了，目前生菜就已经筛选出三个优
质的品种，共在通州推广千余亩。”李茂峰
表示，品种筛选示范是个非常复杂的过
程，接下来园区还将继续在夏秋冬三季
进行示范，筛选出每个品种最适合的生
长季节。

黄瓜西红柿老北京的味道

位于漷县镇的圆梦缘农业专业合作社
的蔬菜温室里，白富强黄瓜已经开始结果，
一根根瓜色亮白、皮薄清脆的黄瓜害羞地躲
在茂密的枝叶之下。与普通黄瓜不同，这种
黄瓜呈黄白色，刚刚长出来的果实则是浅绿
带着白色的。

据了解，白富强黄瓜是高档水果黄瓜，
它心腔小，清爽脆甜，口感极佳。平均瓜长

18-20厘米，瓜色亮白，皮薄，小瘤稀刺有光
泽，中熟，强雌，每节 1-2瓜，耐低温、弱光，
适合保护地秋冬或冬春茬栽培。

在大棚的另一边，新品种光辉 101西红
柿已经完全成熟可以采摘了。摘下一颗品
尝，区别于近年来西红柿越来越甜的趋势，
刚刚入口则是酸甜味，吃到最后越来越甜，
满满旧时西红柿的味道。

园区负责人李少华介绍，这些瓜果好吃
的秘诀除了新品种还有新技术。在大棚里
仔细闻，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酸味。“我们园
区所有的蔬菜都试用了新型富硒农用酵素，
这项技术种植出的蔬菜瓜果，品质大大提
高，既安全无农残，又富含功能元素硒。棚
里采摘的西红柿、芹菜等，不用清洗直接吃，
口感清爽，香甜可口。”李少华表示，这种酵
素已在东北、陕西等地广泛应用，但在北京
仍处于推广阶段。

来姆们这儿吃口鲜灵的
副中心几十个优特新蔬菜即将上市

本报记者 田兆玉 通讯员 王新龙 刘睿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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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名团奉上艺术盛宴

迷你版的玩具钢琴和手风琴、会发声的小猪玩具、一开一合的鳄鱼玩具、用针扎破发出响声的气球……不久前，意大利玩
具爱乐乐团时隔近5年再次来到中国，在北京艺术中心小剧场奉上了精彩的亲子打击乐演出。这场将“玩具”当乐器的音乐会
颇具创意，平日小朋友们家里司空见惯的玩具乐器、发声玩具等在乐手的演奏及相互配合下，奏出或轻松活泼、或悠扬婉转的
旋律，现场观众与乐手的互动氛围热烈。而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台湖剧场里，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打击乐声部也正以其
独特的魅力，在台湖星期音乐会演绎与节奏同行的音乐之旅。从中国大鼓到西洋马林巴，从戏曲板鼓到非洲肩背鼓，孩子们与
艺术家们一起体验打击乐的魅力。

越来越多的中外名团正在向北京城市副中心汇聚，为小观众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演出。“五一”假期，中央芭蕾舞团芭蕾舞剧
《小美人鱼》在北京艺术中心上演。“小美人鱼的感情贯穿始终，她想要通过刺杀‘王子’回到大海的那一段，人物内心被演绎得
很感人，小朋友也都能看得懂、感受得到，我想这就是舞蹈艺术的魅力。”周女士带着女儿前往观看，从马林斯基台湖起跳到中
芭首秀，再到即将登台的扎哈洛娃，国际天团和芭蕾明星纷纷亮相，高雅艺术之花竞相绽放。

一场场生动的大师课也吸引着众人的目光。钢琴家郎朗台湖剧场公开授课、管风琴大师奥利维耶北京艺术中心公共空间
公益开讲，“拜师求学”的孩子将剧场围得水泄不通，热情高涨。

木偶皮影丰富儿童剧门类

除了名家名团，一些小众艺术门类也在这片土壤生根发芽。首届“台湖儿童戏剧周”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开幕，童话实验剧、儿童国潮非遗互动、街头互动戏剧、亲子市集、趣味运动会、草地音乐节、打卡赢礼包等体
验活动轮番上阵，打造以孩子为主角的多种戏剧展演及主题衍生文化艺术亲子活动。

开心麻花经典儿童剧作品《小丑爱美丽》《米小圈之李白白不白》在台湖剧场开演，引起了孩子们的阵阵掌声和
欢笑声，观众在为作品和演员叫好的同时，引发的共鸣与思考也是对生活的体味。“戏剧表演作为一种艺术性的活
动，不仅要将文艺作品在舞台上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还要在表演的同时让台下的观众主动参与创作、感悟戏剧。”
主创人员表示。

“目前，中国儿童剧的发展趋势呈现多元化、创新化和教育化的特点。随着社会和科技的进步，儿童剧不仅在
剧种上不断创新，还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为观众带来更加丰富的观赏体验。同时，儿童剧也越来越注重教育性功
能，通过传递知识、培养情感和锻炼能力，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开心麻花儿童戏剧中心总经理王丹认为，许多儿
童剧作品从古典文学、传统民族故事中寻找灵感，通过现代手法进行改编和创新，使作品既具有民族特色，又符合
现代审美。这种结合不仅有助于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还能让儿童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此前，台湖公园里影偶艺术周还请来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长城长》、北京皮影剧团的《水漫金山寺》、唐山演
艺公司皮影剧团的《魔幻森林》以及韩非子剧社的《闹元宵》等十余部或经典或跨界的影偶戏片段，在充满戏剧性
的舞台情境下竞技表演。来自北京、福建、江苏、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区的十个皮影、木偶剧团带来他们最具特
色的折子戏，一周175场滚动演出让大朋友、小朋友都直呼过瘾。观众在木偶互动体验区期间还体验了70场趣
味工作坊活动，了解皮影和木偶的制作流程，试着上手操纵木偶进行简单表演，有的小朋友还创作出自己的影偶
小故事。

1955年成立的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拥有100多位木偶传承人，如今，这一儿童文艺领域的“老字号”也走进副
中心，在台湖剧场、北京艺术中心露天剧场、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均奉上了精彩纷呈的演出。今年2月，中国
木偶艺术剧院更与北京双益发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携手打造全新演艺新空间，“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双益发演艺
中心剧场”正式亮相，并奉上首场演出大型童话木偶剧《白雪公主》。“未来，这里将成为孩子们的梦想之地，为
他们的童年留下美好的回忆。”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院长赵永庄很快兑现了此前的承诺，备受观众期待的大型纪
实性史诗木偶剧《大象来了》在台湖上演。

当一比一还原、栩栩如生的大象走上舞台，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60斤的负重，演员还能灵
活操控。一头“大象”由两位操偶师共同操控，为了保证大象鼻子的灵动性，大象头部特别设置了两个非常重要
的操纵拉环，一个控制鼻子仰起，一个控制象鼻卷起。演出结束后，观众纷纷起立鼓掌。赵女士带着六岁的孩子
观看了这场演出，“这场演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与感动，还让孩子对大象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据统计，自去年六一儿童节以来，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已经上演了46场亲子类演出。

多场景剧场“瞄准”亲子家庭

在原食品生产车间基础上改造升级的双益发演艺中心是台湖演艺小镇建设的演艺新空间之一，
去年3月，台湖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和月光林地·爱剧场正式对外营业。眼下，园区正在策划6至8
月的艺术节活动，其中也少不了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文化大餐。其间，园区内的“大运河皮影艺术馆”
“萧太后河文化馆”“心灵之声艺术团”等文化内容将进行整合，并引入儿童娱乐设施、特色服饰妆造
拍摄、戏剧文化互动游戏等项目，打造以属地文化为核心，以暑期的亲子家庭为服务对象，可看剧、可

研学、可娱乐、可休闲的特色演艺文化艺术节。
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未来将打造戏剧共享空间、戏剧研学基地、“体验式”综合剧场以及小剧

场演艺集群。以提供共享排练厅的方式，为更多演艺团队提供服务保障，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引
进更多优质演艺团队的同时，完成优秀演艺人才、团队及演艺内容的孵化项目。同时，整合园区
现有和新引进的成熟优质演艺团队资源，为通州区乃至北京市中小学生提供以戏剧体验、非遗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社会实践大课堂服务。

作为城市副中心台湖演艺小镇首间具有演艺特色的酒店，北投台湖演艺酒店自去年年中
开业以来，上演过《小狮子大明星》《一只会演戏的狮子》《阿凡提》等剧目，让小观众们看得很
开心。主推剧目《阿凡提》是一部欢乐的亲子音乐剧，全剧载歌载舞，具有鲜明少数民族特色
的音乐风格颇具异国情调、动感欢快的舞蹈感染力十足，令观众欣赏到具有“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特色的艺术呈现形式，让小观众们感受到智者阿凡提带给人们的
美好记忆。《一只会演戏的狮子》特意为拉萨到京研学的
学生定制代入体验式剧目。学生们不仅可
以观看精彩演出，还能接受专业演员的指
导，参加剧情排练并参与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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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组成盛大的舞台蒙太奇，
安徒生笔下的“小美人鱼”翩翩起

舞，带领大家进入一场深邃迷人的凄
美幻梦。“五一”假期，中央芭蕾舞团芭蕾
舞剧《小美人鱼》在国家大剧院北京艺术中
心的三场演出，带领观众们跟随“小美人
鱼”的视角穿梭于海底、人间与星空。

越来越多适合亲子观赏的童话被搬
上副中心的演艺舞台，以儿童剧、打击

乐、艺术课等丰富多样的形式呈
现，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打开艺术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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