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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成功申遗十年特别报道

本报讯（记者 马婧）“超市里开了
食堂，以后午餐更方便了！”昨天，通州
区半壁店大街上的物美超市飘着饭香，
新开业的食堂吸引街坊们前来用餐。
这是物美开出的第二家超市食堂，各类
菜品均为现炒现做，为周边居民提供用
餐便利。记者了解到，今年，这样的食
堂将开至20家。

中午，家住大方居社区的徐阿姨和
老伴走进物美超市里的食堂，每人不到

20元，就能吃一顿自助餐。“自助餐花样
挺多，口味也挺适合我们老年人，以后
打算经常来这儿吃。”徐阿姨说，附近有
好几家超市，但餐厅很少，有了这个食
堂，她和老伴用餐更加方便了。

鱼香肉丝、蒜薹炒肉、糖醋里脊……
自助餐档口上，各类刚出锅的炒菜冒着
热气，消费者取菜的同时，还能看到后
厨烹制菜品的场景。“自助餐所有菜品
都是现炒的，为了提高效率，进到后厨

的食材都是洗净切好的净菜。”物美超
市餐饮负责人陈少兵说。

记者注意到，自助餐档口有60多种
餐品，除了炒菜，也有凉菜、炸货、甜品、
水果、汤羹等品类。此外，消费者也可
以选择13元的打卤面自助餐。

为了减少浪费，自助餐区域到处都
张贴着按需取餐的提醒，消费者在用餐
前除了支付餐费，还需要单独扫码支付
5元押金，在返还餐具时，如果没有产生

浪费，就能再次扫码领取押金。
前不久，物美首家食堂在中关村亮

相，用餐群体以上班族居多。而第二家
食堂落户在居民区，前来用餐的多数都
是老年人和亲子家庭。陈少兵介绍，目
前位于物美中关村店的食堂每天客流
达到 500 至 700 人，单日营业额近两万
元，同时还带动了超市其他区域的销
售。餐饮业态将是物美今年发力的重
点方向，年内超市食堂将开至20家。

通州这家超市午餐火出了圈
不到20吃顿自助 特别受周边老人欢喜

本报讯（记者 王倚剑）近日，“传播
运河文化 唱响百年经典”经典电影歌
曲专场音乐会唱响潞城镇综合文化中
心剧场，以动人心弦的歌声回顾运河文
化风华，向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
献礼。

本场演出由北京市通州区文学艺
术界联合会、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

音艺术学院、中共北京市通州区潞城
镇委员会、通州区潞城镇人民政府联
合举办，演出人员均为中国传媒大学
学生。

音乐会在悠扬的旋律中拉开帷
幕，以一首《运河谣》为起点，带领观众
跨越时空、回顾往昔。此次音乐会精
选了一系列经典电影歌曲，如《有一个

美丽的地方》《共和国之恋》等，也有孩
子们喜爱的动画电影主题曲。这些曲
目不仅承载着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更
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生动展现了运
河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限魅力。400
余名观众沉浸于动人心弦的歌声中，
演出结束后，掌声久久不绝。

此次活动中，区文联与高校积极

合作，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对悠久运
河文化的经典演绎在观众心中种下了
传承和弘扬运河文化的种子，也是推
动通州区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下一步，区文联将继续探索更
多形式的文艺活动，深入挖掘运河文
化丰富内涵，为通州区注入文艺新
活力。

一曲“运河谣”打动通州几代人
运河主题专场音乐会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王军志 王倚剑）
近日，首届大运河诗词歌赋海选大赛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美术馆正式启幕。

活动现场，多个艺术团体带来了
和大运河相关的诗朗诵、对唱等精彩
演出。母女同台表演的亲子版《运河
词》、合唱《通州放歌》和诗歌朗诵等
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创作于 40 年前，描绘元、明、清以及
民国时期大运河两岸胜景的 15米黑
白手绘长卷画《潞阳古唱》也在活动
现场首次公开展出。此外，剪纸、青
铜修复和复制等非遗展品也在展台
亮相，现场充满了大运河传统文化韵
味，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纷纷打卡。

值得一提的是，最新创作的大运
河 IP形象——京杭小龙哥（灯灯兽）
也在该活动中首次对外公开展示。
京杭小龙哥的形象威武中带着一些
呆萌，惹人喜爱。

本报记者 李如意
十年来，京津冀经济总量连跨5个万亿元台阶，2023年京津

冀地区生产总值为 10.4万亿元，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近
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京津
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4）》。报告显示，2014年至 2023
年，北京对津的投资额占三地互投总额的比重由 60.02%上升至
80.33%，北京对河北制造业的投资额由 16.84亿元增加至 157.03
亿元，占北京对河北总投资额的比重由5.78%上升至14.59%。北
京的资本辐射中心地位持续稳固，科技创新中心地位不可撼动，
三地联合创新态势良好，“北京研发、津冀制造”模式加速形成。

产业走廊初具形态

2013年至2023年，京津冀五大产业集群的存续企业数及资
本规模持续扩张，各集群累计授权发明专利数年均增长率保持
在15%—35%。

报告指出，京津冀集成电路、电力装备产业集群形成了京津
“双中心”空间发展格局，网络安全、生物医药及安全应急装备产
业集群则呈现“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廊道发展基础良好，推动
产业走廊加快形成。京津冀地区多节点、网格状、全覆盖的综合
交通网络已基本形成，加之构成产业走廊的科技园区、产业园发
展实力较为突出，京津冀五大产业廊道均具备良好的发展基础。

现阶段，廊道各节点产业联系愈加紧密，产业走廊初具形
态。根据京津冀地区产业联系强度，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
北京和天津的引力值排在首位；在新能源装备产业中，北京和保
定、北京和石家庄的产业联系强度增强。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十年来，京津冀制造业高端化进程加快推进，“优势互补、错
位发展”的分工格局初步形成。

报告显示，京津冀制造业的空间布局整体呈现由京津走廊
向东部沿海及冀中南腹地扩散的特征，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已逐渐退出北京，呈现向冀南地区转移的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
业临海指向趋势明显，呈现逐渐向环渤海地区扩张的特征；技术
密集型制造业呈现环京津协同发展、向冀南地区扩散的特征。

同时，区域内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河北廊坊、保定、石家
庄等地服务业发展迅速。京津冀地区服务业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牵引
下，京津冀地区的服务业新设企业多向西南方向布局，廊坊、保定、
石家庄等地服务业发展迅速，河北服务业发展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可探索“产创飞地”发展路径

城市群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平台，东部地区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的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24）》主要编撰者、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叶堂林表
示，可借鉴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高质量发展经验，探索京
津冀城市群“产创飞地”发展路径。一方面，北京要依靠津冀既
有的产业基础，在环京地区建设产业“飞地”。另一方面，津冀要
依靠北京的招商环境和创新要素优势，在京建设反向“飞地”。
最终三地协力构建“创新研发—成果孵化—产业化落地”的创新
创业生态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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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相关新闻：：

运河畔古塔下
诗词歌赋大赛

大运河诗词歌赋海选大赛现场。记者 唐建/摄

本报讯（记者 曹政）通州区潞城
镇杨坨村，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所在地，数十公顷的土地上微
微扬起“京帆”屋盖，下面则“藏”着亚
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记者近日探访获悉，城市副中心
站枢纽主站房已经进入装修阶段。
作为新一代火车站“站城融合”的代
表，这座枢纽设置了 160 多个出入
口，未来将方便乘客快进快出。

地下 ，约 128 万平方米的空间
内，集成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地铁、
公交等多种交通功能；地上，未来将
开发总面积 139 万平方米的办公、商
业空间和酒店、公寓——用“地下枢
纽地上城”来形容北京城市副中心
站并不为过。

“这里将成为城市综合体，就是
车站与城市无缝衔接起来。”施工方
之一的中铁建工集团已经在北京建
造了四代火车站，项目部总工程师杨

阳见证了火车站是如何升级换代的：
第一代的北京站是与站场平行布置
的侧式站房，第二代的北京西站是上
下立体的高架站房，第三代的北京南
站是综合交通枢纽模式，第四代的北
京城市副中心站最大特点就是“站”
与“城”“融合”。

记者看到，枢纽的西侧主入口已
经亮出雏形，未来乘客从该入口的
直梯和扶梯可以直达地下二层，更
快抵达检票口。“快进快出”是城市
副中心站的一大亮点，未来枢纽将
设置 160 多个出入口，包括下沉广
场、安全出口、人防出入口、电扶梯、
车库进出口、自行车进出口六大类。

杨阳解释，出入口的功能分两
种：一种是平时不用、只在发生火灾
等特殊情况时疏散使用的出入口。
作为地下枢纽，疏散设施的要求比地
上建筑更高，因此设置了许多直通地
面的疏散出口。另一种则是方便乘

客快进快出，实现站城便捷联系的出
入口。副中心站枢纽采用“站城融
合”的设计理念，既设置了 11 条汽车
进出站匝道和 2 个公交车出入口，又
设计了很多通往周边道路或连接周
边地面建筑的出入口。

这座枢纽最“吸睛”的便是“京
帆”屋盖，这不仅是融入城市花园、
衔接城市绿洲的独特景观，还寓意
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扬帆起航。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京帆”
造型已经初步亮相，下面是车站的
采光井。采光井如同地下枢纽的

“天窗”，5 个采光井上方将搭设起
“京帆”屋盖的 7 片主帆。未来，阳光
可以被引入地下三层站台层，提供
自然光照明。

“ 京 帆 ”屋 盖 表 面 采 用 的 氟 塑
膜，与水立方外立面材料相似，具备
透光性的同时可以避免阳光直晒。

“京帆”投用后，每年可减少热负荷

520 万千瓦时，相当于 3200 台家用空
调的夏季制冷量，每年可减少照明
用电约 48.6万度。

顺着采光井向下看，能隐约看到
地下三层的 8 个站台上都有一座混
凝土屏蔽罩，如同为火车撑起一把
长长的伞。“副中心站属于中庭敞开
式枢纽，站台不能像传统车站一样
形成独立防火分区。因此，这个罩
子就可以将轨行区与车站其他区域
分隔开。”杨阳说。

未来建成后，站台地面与屏蔽罩
之间还会设置屏蔽门，形成一个封
闭的空间。过去，乘客更多是在地
铁站台上看到屏蔽门，而此次在火
车站台上安装屏蔽门，既是考虑乘
客安全，也是为了防火。据介绍，这
款全国首创、具备防火功能的站台
门，解决了传统屏蔽门门体结构、电
机、电磁锁、内部器件不耐高温等多
个技术难点。

城市副中心站交通枢纽进入装修阶段

160个出入口无愧亚洲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