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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乐活

夜市夜航夜跑夜读 异样的风景一样的精彩

夜色阑珊赏赏赏通州
本报记者 张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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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暑热渐渐退去。切换到夜间模式的城市副中心，开启了与白天不一样的精彩——
五河交汇处，夜市登场，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和五花八门的小吃能让您挑花眼；运河码头，夜游船开航，站在船顶观景平台眺望，两岸灯火尽收眼底；体育场、大大小

小的公园里，锻炼、夜跑的人群渐渐会聚起来；静谧的图书馆里，一盏盏台灯渐次亮起，老少读者在孜孜不倦的展卷夜读中寻觅精神的港湾……
夜晚是个有趣的时间切片。曾几何时，通州被称为“睡城”，晚间活动乏善可陈。进入副中心时代，夜晚渐渐变得丰富有趣起来。逛街、乘船、赏灯、锻炼、阅读、看

剧、观展……好玩的项目数不胜数，热闹繁华的“新夜态”已成为副中心活力之城的生动注解。

“哟呵，月亮河现在打造得可真不错呀！”这句颇为老
到的点评其实来自刚刚5岁的承承，他生得一口伶牙俐齿，
稚气又老练的童言童语常常逗得姥姥郭向兵捧腹大笑。

郭向兵是通州区新华街道京贸国际城的老居民，每
逢周末、假期，小外孙承承总是吵着闹着要从朝阳的家过
来，为的就是到月亮河艺术小镇的夜市嗨吃嗨玩一番。
暑期到来，仅仅几周没回通州，当承承再次来到月亮河赶
夜市时，发现这里已经大不一样了——大小道路、广场上
的摊位比上次来时还多，也更加热闹，几乎每个美食摊位
都被游客围拢着，小吃的香味从人群缝隙中“钻”出来，惹
得后面的人踮起脚尖、伸着脖子，窥视里面到底藏着何种
美味。两旁的餐馆虽说“躲”在摊位后面，但店内早就座
无虚席。

西边被食客挤满，靠东的月亮河小镇主路则被亲子家
庭大军“占领”。路两旁的摊位有卖玩具的、卖饰品的、卖
鲜花的、卖宠物的，琳琅满目，露天电影、木马车等各种娱
乐项目很受欢迎，孩子们只要来到这里，便“走不动道了”。

来月亮河逛夜市是承承每次来通州最大的“盼头”。
天刚擦黑，一家五口便溜达而来，吃饱喝足了，再体验体
验游乐设施，买点儿潮流玩具，往远还能走到大运河畔赏
景，每次都收获满满。

今年“五一”期间，300多家商户首次组成了这个户外
市集。假期过后，市集开启了常态化、规模化、品牌化运
行，每周五、周六、周日都会开集迎客。

虽然紧邻核心地段，这里一度却很冷清。“我们是2014
年搬来的，图的是小区环境好，有树林也有水系，但周边没
商圈，交通也不便。每次出门遛弯儿，想找个清静人少的
地方才会选月亮河。”郭向兵回忆，一直到近几年，月亮河
渐渐有了餐馆、电影院，但还是不温不火，直到今年夜市办
起来，家门口的热度好像一下子被“点燃”，大量游客慕名
而来，“以前觉得不方便，现在我们全家都说买房买到了好
地段，不少伙伴都很羡慕。”

夜市往南约2公里，大运河二号码头前排起了登船的
长队——未上船的游客满眼期待，登上船的游客与惊喜撞
了满怀：航船顶部平台上架着灯光，摆着古筝、二胡，来自音
乐院系的学生们将开启一场“音乐会”，为夜航锦上添花。

航船在发动机的轰鸣声中驶离码头。这条音乐游船
特色航线是今年暑期特别开设的，每周五、周六、周日开
启。今年四年级的陶陶刚刚还握着手机玩游戏，这会儿已
经飞快地奔上平台听音乐看风景了，父亲刘先生在他身后
开心地笑着。

航船先向北，行驶到东关大桥前拐个弯，再一路向南，
过了运通桥折返。此时东关大桥上的彩色灯带全部亮起，
桥体被渲染得好像科幻电影中的未来之桥，桥体上的喷泉
幻化为五彩水幕，引得船上的孩子们一片惊呼。

两岸的景致更让陶陶一家三口陶醉。岸边的步道上
热闹非凡，有散步的、遛娃的、跑步的、骑行的，每一处河畔
亲水平台上还有市民自发开展的“微型演出”——小年轻
在极具节奏感的音乐中跳着街舞，退休大爷大妈支好架子
打开喇叭吹拉弹唱，小小“演出”引得不少人围观拍照。

陶陶一家所在的航船也是岸上游人眼中的风景。有些
游人倚着岸边栏杆，一边和好友聊天，一边欣赏着船在画中
游，也有人正举着手机拍下此刻的美。航船的背景更为壮
阔，运河商务区的高楼灯火通明，倒映在水中又如繁星点点，
恰似一幅诗意的画卷。

闲谈间才得知，当天是刘先生夫妇特地为孩子安排的
副中心一日游。“一大早，我们仨从海淀出发，大概 1个小
时就到了通州，上午先去北京城市图书馆看展览，然后又
在儿童阅览室读了书，午饭后稍作休息，就直奔北京大运
河博物馆的三星堆展览。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功课，下午3
点左右排队果然快捷很多。晚间，陶陶被运河上的游船吸
引，也迫不及待地想坐，我们仨就一路寻到了二号码头。”

“说来已经有七八年没到通州了，记忆中这里还是偏
远的郊区。但现在经常能从网上看到各种通州的美照，了
解到许多副中心建设的新闻，也有很多好友为我们推荐通
州好玩的、好吃的，所以这个暑期我们特地来一趟。没想
到副中心已经建设得这么好了，成了一座繁华的大都市。”
刘先生感慨。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扎根在副中心，他们积极
阳光，热爱运动。尤其凉风习习的晚间，是不少年轻人格外珍惜的锻
炼时光。

运河奥体公园体育场坐落在大运河畔，临近东关大桥，内部设
有一座400米操场，附近还设置了健身器材区、羽毛球区、网球区、篮
球区等，受到不少体育爱好者的青睐。家住附近的跑步爱好者李彤
就是这里的常客。

“其实我加入长跑圈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希望挑战一下，看看自
己到底行不行。当然也是为了更结实的身子骨、更好的精气神。”从
去年起，李彤加入了北京城市副中心跑团，有领队带着跑，有队友专
业指导，他已经能从最初要咬牙坚持5公里，到如今以1小时21分36
秒的成绩完成半程马拉松，甚至达到了国家三级运动员的半马标准。

这座体育场正是李彤给自己定的“特训”场地，主要训练时段就
在太阳落山后。“夏天炎热，白天跑步很容易晒伤或中暑。我还是个
上班族，早晨时间紧，所以只有晚上最适合了。”李彤分享，“体育场
大灯一开，散步的、跑步的、玩飞盘的、踢足球的比比皆是，从小学生
到老年人，各个年龄段都有，这里的运动氛围给了我很大力量。目
前，我正在为下半年首次参加全程马拉松积极备战。”

常来夜跑的，还有家住通运街道运河园即将升初中二年级的乐
乐。每天晚上6点到7点半，母亲李玉昆就会带着他和今年刚上三年
级的妹妹来到体育场，完成一家人共同为乐乐制订的健身计划：先慢
跑两圈，然后计时测试1000米，随后溜达1圈放松，再计时50米短跑，
调整休息好后开始跳绳和跳远练习，最后到健身器材区练引体向上。

“小学时乐乐身体素质很一般，别说引体向上了，连吊杠都很吃
力。我们去年9月全家总动员，开始坚持每天运动。”母亲李玉昆很
是感慨，“就说引体向上吧，对乐乐来说可艰难了，头三个月只是在
吊杠，尝试半程引体向上，可后来突然有一天就迎来了质变，一次能
做三五个，再后来最多能做13个。我们全家都自豪感满满！接下来
我们一家还会一起继续坚持的。”

有人喜欢在户外挥洒汗水，也有人偏爱屋内阅读书籍涤荡心灵。
通州区图书馆的2层、7层，是不少读者理想中的夜读空间。晚间，

这里埋头阅读的人数之多，让人不禁想起大学时代的图书馆。
“60后”秦昌福是这儿的忠实读者，文学、历史、音乐、摄影、传记、

杂文类型的书籍，他都有所涉猎。2016年退休，秦昌福搬来通州，起初
到处游山玩水，但两年多却没能找到内心的宁静。直到2019年一位好
友告诉他：“你‘家门口’藏着个宝藏图书馆！”秦昌福便好奇地来到通
州区图书馆阅读空间，尝试着借阅了几本年轻时想读却未读的书。

没成想一发不可收拾，秦昌福放弃了旅行，拾起了阅读。“我这才
发现读书的好。通州区图书馆藏书挺丰富，而且学习氛围特别浓，常
常是满座状态，去年还开放了夜读时段，现在我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在
图书馆度过。”秦昌福的暑期“旅行”就是精神世界的畅游，每天早晨 8
点半准时到图书馆 7层，一看书就是一整天，坐公交车来，走路回。“天
黑了路上也凉快，还能锻炼身体。”

“通州区图书馆的延时服务是从2018年3月开始的，当时只开放了一层大
厅，阅览座席也仅有30多个。为了更好地服务读者，2023年8月将2层、7层进行
了夜间开放，座席也增加到了312个。市民不仅能舒适阅读，还能享受图书借
阅、期刊阅览、看展等多种文化服务。”通州区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魏红帅告诉记
者，同步启动的还有“图书馆文化之夜”系列活动，包含读书会、天文观测、科学秀
等多种形式，覆盖多个年龄段。

晚上 8点，7层阅读空间静悄悄，8层多功能厅却是热闹非凡。记
者探访当天，正赶上暑期首场“图书馆文化之夜”科学秀活动。头戴彩
色假发的科学秀老师像变戏法一样，展示着各种各样的小实验：空气
炮弹、看见声音、氦气变声、极光破气球……台下近70名小观众一会儿
屏住呼吸、聚精会神，一会儿高声欢呼、掌声连连，一个半小时的课程
下来没一个走神儿的。

今年四年级的南关小学学生王宏鸣觉得意犹未尽，“我和妈妈常
来这里当志愿者，每次都能学到好多知识，夜场活动还是头一次参加，
比白天热闹得多，氛围也特别好。”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宋庄小堡站） 宋庄镇小堡文化广场东侧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车站路站） 中仓车站路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东侧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张家湾设计小镇站） 张家湾恒基云谷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台湖镇泰禾时代站） 台湖东石东路4号院8号楼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潞邑街道珠江东都国际站） 东都国际小区西门底商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北苑街道富力金禧站） 北苑富力金禧配套设施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杨庄街道京铁潞园站） 杨庄街道京铁潞园小区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于家务乡缇香郡站） 于家务乡缇香郡小区配套设施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梨园镇怡然世家站） 梨园镇怡然世家配套设施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张家湾公园站） 张家湾公园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潞源街道含英园二区站） 含英园二区1号楼3层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潞源街道含英园五区站） 含英园五区4号楼3层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梨园镇公庄社区站） 梨园公庄小区传达室二楼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潞源街道郎清园站） 通州区潞源街道朗清园二区10号楼一层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于家务乡大耕垡站） 通州区于家务乡大耕垡村东侧活动中心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九棵树瑞都国际站） 通州区九棵树街道瑞都国际翠景北里10-3号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爱琴海站） 通州区爱琴海商业中心一层商铺

通州区文化和旅游局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通运街道百合湾站） 通州区通运街道百河湾东果园18号楼1层

夜市名称 时间 地点

1988体育小镇夜市 每天17：00-24：00 1988国际体育小镇

月亮河休闲小镇夜市 每周五、周六、周日16：00-24：00 通州月亮河河滨路1号

宋庄小堡夜市 每天17：00-24：00 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小堡文化广场

图书馆夜读有滋有味，在家门口还有更便捷的夜读空间。通州
区目前已建成18处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随时向读者敞开大门。

这些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充分运用现代化安全技术和工艺，
门禁系统、图书防盗门、紧急呼叫系统保证安全；自助办证机、智能
照明、自助借还机提供方便；艺术设计、人文社科、少儿启蒙等各类
书籍满足全年龄段读者的阅读兴趣。无论何时进入这些“文化驿
站”，都可以放松进入阅读状态。

自2020年陆续投入使用以来至今，各处空间已外借图书30
万余册次，到馆量总计25万余人次，利用空间举办非遗体验、民俗
手工、亲子阅读、书法绘画等各类文化活动500余场，参与群众近3
万人次。24小时智能文化空间织补城市阅读空间网络，极大丰富
和创新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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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摄影 常鸣

记者从通州区文旅局获悉，今年上半
年北京（通州）大运河 5A级文化旅游景区
正式揭牌，景区内的古迹焕然一新，景区内
的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等得到显著提
升，同时也将依托景区，开展更多跨区域文
旅项目。

数据显示，通州区文旅板块共引入企
业224家，注册资本约9.3亿元，文化艺术业
1-5月营收2.3亿元，同比增长9.8%。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各花各美”

今年4 月的大运河“开漕节”上，北京
（通州）大运河 5A级文化旅游景区正式揭
牌，这是北京中轴线以东首个国家5A级文
化旅游景区。

通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文化旅
游景区的北区是大运河文化聚集的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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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文化遗存，景区的水资源也是优势
之一。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利用水资
源优势和滨水机遇，景区策划了马拉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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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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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负责人说。

今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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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建再添烟火气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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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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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年引入文旅企业224家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通州区
文旅局的多措并举下，多家文旅企业落地
副中心。记者了解到，上半年全区文旅板
块共引入企业224家，注册资本约9.3亿元，

文化艺术业1-5月营收2.3亿元，同比增长
9.8%。同时，文旅局举办多个活动和推介
会，介绍城市副中心规划定位和“近悦远
来、心向往之”的愿景，大力推介副中心的
文旅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前来落户。

而在场景融合方面，大运河文旅景区
功能不断完善、多项旅游推介活动落地通
州、特色旅游线路应接不暇、文旅产品推陈
出新……通州区文旅局积极促进“农文旅
体商”，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

上半年，区文旅局开展旅游资源普查
工作，聘请专业公司对通州区旅游资源进
行调查和分析，针对通州区旅游产业的短
板，制定方案，争取市级资金，提升旅游公共
服务水平；打造了亲子、研学、骑游、节气、古
建筑等主题的多条特色文旅线路；积极筹备
京津冀（通武廊）文化旅游交流季活动，深入
挖掘大运河沿线文旅优质资源；深化文旅对
口支援合作工作。积极对接内蒙古两旗，充
分调研了解需求，将奈曼旗版画产业提升项

目、翁牛特旗文旅露营基地建设项目列为
专项帮扶项目。

下一步，通州区文旅局将进一步深耕
景区文旅资源，做强大运河文化旅游品牌，
打造特色文旅消费空间，持续推动乡村民
宿发展；完成旅游资源普查工作，完成北京
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旅游资源普查报告、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旅游资源名录及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旅游资源图。

推进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文
化活动进社区、行政村实地走访、24小时智
能文化空间建设……半年来，通州区文旅局
累计已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646场，组织全区
48个成员单位按季度完成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建筑面积数据申报，实地走访5个行政村，
发掘各村自身优势以及特色文化底蕴，开展

绘美乡村文化活动，为美丽乡村建设注入新
的活力。

创新开展京津冀一体化及对口帮扶工
作。联动廊坊市图书馆和武清区图书馆，组
织拉萨市城关区、赤峰市翁牛特旗、通辽市
奈曼旗图书馆进行培训。联合举办多个优秀
书画作品展；稳步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工
作。策划组织展演展示等一系列民俗文化特
色活动。组织开展第五批区级非遗传承人
和第六批区级非遗项目申报评审工作。

下半年，通州区文旅局将继续探索公共
文化领域改革，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运营，提升基层公共文
化服务效能。同时继续做好京津冀协同发
展及对口合作工作，组织拉萨市城关区文艺
团队来通州区开展文艺演出，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基层，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丰富
群众文化生活，并继续深入挖掘、保护与传承
非遗资源。

本报记者 张群琛 实习记者 李若晨

记者在近日举办的“北京培育建设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三周年”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去年一年，环球影城接待游客量达到
988万人次，环球影城吸引环球商圈的人流
达到了 1600万人次，北京城市副中心旅游
消费地标加快形成。

“近年来，通州区紧紧抓住北京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建设的有利契机，立足北京城
市副中心的建设，集聚消费新场景，擦亮消
费新地标，出台消费新政策，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北京市通州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
长秦涛介绍了城市副中心在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他表示，首先，
旅游消费地标加快形成。2021年，环球主
题公园1期盛大开园，迅速成为了全国最热
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去年一年，环球影城
接待游客量988万人次，环球影城吸引环球
商圈的人流达到了 1600 万人次。与此同
时，文化旅游区加快推进城市运动中心、海
昌海洋公园、顶点公园、保利艺术品国际会
展中心等一系列重大项目。特别是今年 2
月，大运河5A景区创建成功，成为北京中轴
线以东的第一个国家级的5A景区。

不仅如此，副中心消费的供给不断升
级。目前，通州区有大型的商业设施 11

个，面积是 64万平方米。现在在建的商业
项目 14个，商业面积达到了将近 100万平
方米。其中，爱琴海购物公园、远洋乐堤港
已经开门迎客，今年 9月，通州万象汇也即
将实现开业。值得一提的是，湾里项目总
规模将近 50万平方米，北京最大的奥莱商
业综合体将在这里建成，预计明年开业。

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已经亮
相。北京艺术中心有歌剧院、音乐厅、戏剧
场、小剧场、露天剧场共五个剧场，观众席
达到 5750个。其中，歌剧院拥有国内最大
的、最先进的沉浸式的多声道的音响系统，
北京城市图书馆有世界最大的单体图书阅
览室，还有国内馆藏量最大的智能立体书
库，目前到访读者已经超过 200 万人。今
年暑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开展“探秘古蜀
文明——三星堆与金沙”展火爆非常，日均
流量近1.5万人，节假日突破3万人左右。

副中心还有精彩纷呈的商旅文体活
动。比如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马拉松比
赛、运河骑游季、大运河国际帆船赛、端午节
龙州赛等，活动贯穿全年。北京国际设计
周、宋庄的文化艺术节、台湖的爵士音乐节
和大运河音乐节等品牌活动也密集开展。

同时，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今年北京

城市副中心进一步优化产业政策，制定出
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准备拿出 10 亿元作
为产业扶持资金，50万平方米作为新兴产
业的空间，从资金支持、空间供给、营商环
境、人才服务等多维度全方位助力企业共
享城市副中心发展的红利，全力打造综合
成本最低、审批效率最高、行政服务最好的

“三最”营商环境品牌。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构建多层次特色

化消费空间，深入推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
加快谋划布局消费供给，打造特色消费场
景，不断提升消费体验，充分激发消费潜
能，努力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中取得
新突破。”秦涛说。

本报记者 关一文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昨日，备受瞩
目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共享
商业空间项目举行品牌发布会，由北投集
团打造的 D.P.ONE 源·心商业综合体预
计今年年底正式亮相，目前已进入招商和
运营筹备阶段。届时，城市副中心将新添
一座集文化、商业、娱乐为一体的消费新
地标。

D.P.ONE源·心寓意“运河源、文化心”，
坐落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北京艺术中
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
围合区域，是一座藏在景观公园下的商业
综合体。项目整体建筑面积 25.3 万平方
米，商业面积 14.6 万平方米，可租赁面积 5
万平方米，规划停车位 1700 个。区别于传
统的文化商业体，项目融入公园情景、文
化体验、社群分享等新商业形式。周边景
观湖区 1.4万平方米，草地 0.8万平方米，与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共融共生。内设 11 个
空间记忆点和 18 个下沉庭院，一步一景，
文化艺术底蕴浓厚。

北投商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整
体业态布局分为7大特色空间板块，其中“邂
逅”板块位于中央穹顶广场，为综合型策展
空间，以文化旗舰、品牌快闪、轻艺术、潮流
发布会为特色；“方物”组团为复合型文创空
间，利用大运河博物馆和地铁客流，打造以
中国文化特色产品为龙头，集合老字号、新
文创、中国潮、国际范的艺文体验空间；“沉
浸”组团为沉浸式娱乐空间，以影院为核心，
将泛娱乐体验内容和潮流数码、潮玩等汇
集；“潮起”组团为潮流向零售空间，集中布
局潮流、运动和生活方式内容，联动多个公
共空间的社群化运营，以新形象、新话题、新
活力引导中外潮流生活方式；“寻味”组团为
国际化美食空间，围绕项目最大的两个下沉
庭院，打造无国界的饮食文化；“探索”组团
为儿童 IP体验空间，位于小圣庙遗址周边，
联动地面景观广场和绿心公园的生态资源，
打造北京首个全景亲子探索中心；“微醺”组
团内部联动北京艺术中心接驳区域，外部协
同运河码头夜游经营，提供小酒馆、夜市集
等丰富的消费场景。

现场，海归海集团、中影国际影城、百胜
餐饮集团、vlvfit、廿四湘、探洞、完美世界影
城、别闹等战略品牌及拟入驻品牌代表进行
签约。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健美在致
辞中说，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有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也承载着新时代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北京艺术中心、北
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三大文
化设施开放大半年时间，已经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360 余万
市民游客参观游览，成为辐射京津冀三地的文化新地标和备
受市民群众喜爱的网红打卡地。作为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
地下共享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源·心”项目不仅是一个商
业综合体，更是一个文化交流、创新融合的大平台。它将通
州区独特的运河文脉、绿色生态的气息、商业空间的活力
相融，实现了传统历史文化和世界潮流商业的交流碰撞。
不远的将来，市民朋友们就可以在这里感受运河文化魅
力，体验时尚潮流元素，在副中心不断升腾的城市烟火气
中邂逅诗与远方。真诚希望各位来宾、各界朋友、各类企
业和机构走进大运河畔，更深程度参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建设与发展。通州区将以最大的热情、最优的服务与大家
携手并进，共谋发展。

副区长秦涛，北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银峰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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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秦涛详细解读：

加快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旅游消费地标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规模初显，依托景区，未来将开展更多文旅项目。记者 唐建/摄

暑期旺季，环球影城人气火爆。记者 常鸣/摄

2024年上半年副中心文旅产业热火朝天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活力四射

上半年开展各类
文化活动1646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