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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年深耕，“演艺之都”东部星光熠熠生辉

通州唱大戏演大戏看大戏
本报记者 高倩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日前，通
州共搜集到 20 份老北京特色作物种
质资源，在种质资源品种繁育的基础
上，部分品种经过筛选后，将在区内
种植推广，让市民重新品尝到熟悉的
老味道。

“从果肉的厚度、香气、甜度等方
面来说，海南岛甜瓜等 4 个老口味甜
瓜品种最受欢迎，广大种植户播种意
愿强烈。”日前，通州区种业技术服务
中心邀请十几个园区的负责人到北京
三宝香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基地，
参加老口味甜瓜的现场品鉴活动。这
些老口味甜瓜，一部分就是通州区开展
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工作寻回
的“老品种”。

据了解，作为农作物种质资源普通
普查区，区种业技术服务中心于2022年
完成了通州区开展农作物种质资源普
查与征集工作，完善 1956年、1981年和
2014 年三个时间节点的农作物种质资
源普查表。此次共征集到粮食、蔬菜、
果树、经济作物、牧草等作物的珍稀、
名优、老北京特色作物种质资源 20
份，并填写农作物种质资源征集信息
表。对新征集到的农作物种质资源进
行初步的整理、鉴定、分类后，已将相关
的信息报送市种子管理站，为农作物种
质资源的进一步鉴定、评价做好相应的
基础工作。

为了更好地保护好通州区已搜集
种质资源和老北京特色农作物种质资
源，区种业技术服务中心已经开始对
现有种质资源进行繁育保护并共享开
发利用。

“对于有意参与项目的园区进行实
地考察，我们综合考量园区的基础设
施、技术力量、生产能力，重点是是否具
备隔离条件等方面因素，通过三方比
价，最终确定在北京三宝香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园区内对征集的种质资源
和老北京特色农作物种质资源分批进
行繁育。”区种业技术服务中心品种审
定室室长、农艺师贾文辉表示。

依托种质资源繁育项目，区种业技
术服务中心开拓思路，于2024年先后举
办了多场集中品鉴展示活动。将近年
来市场较流行的口感型番茄、炫彩系列
西瓜、黄色系鲜食玉米共33个品种分批
展示，先后邀请园区的负责人和从业人
员参加品鉴，共筛选出12个大家认可的
优良品种。

一方面保护老品种，做好繁育工作，另一方面为大家推荐
更多优质农作物新品种，改善园区之间品种同质化造成的低
价竞争压力。“我们将依托种质资源繁育项目，推广老口味品
种，让传统口味农作物品种有所传承，不丢失。同时，为园区
提供更多更独特的品种选择范围，联合市里的技术专家共同
为大家提供种植的技术支持和优质服务。”区种业技术服务中
心品种审定室高级农艺师冯广顺表示，接下来，区种业技术服
务中心会提供适量种源，满足园区的种植需求，并联系北京市
种子推广站的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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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2024“运河有戏”演出季重
头戏——开心麻花喜剧生活节将于 8月 16日在通州
电影院开启首演。今年的喜剧生活节会一直持续到
10月份，预计将有 25场演出和活动轮番上演。感兴
趣的观众登录开心麻花小程序、大麦网及猫眼票务平
台即可购票。

25场演出和活动中，有不少是为小朋友们量身打
造的。首先上演的儿童剧是《树洞的秘密》，演员们将
带领小朋友们进入一个奇趣世界；而在合家欢儿童剧

《小丑爱美丽》中，小丑与美丽公主的奇妙邂逅，将带
领孩子们进入另一个充满想象与爱的世界。今年的
喜剧生活节还安排了儿童戏剧体验活动，从梦幻的童
话世界到奇妙的探险之旅，让孩子们的想象力在舞台
上自由翱翔。

对于年轻人来说，今年喜剧生活节的很多演出和
活动同样不容错过。音乐独角剧《求婚女王》以独特
的表演形式和动人的音乐旋律，讲述一段关于爱情与
勇气的故事；《七平米》作为今年“运河有戏”演出季的
燃梦大戏，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年轻一代在大城市中
的奋斗历程，这部作品不仅是对所有奋斗者的致敬，
更是对梦想与坚持的深刻诠释。

参加今年喜剧生活节的演员们，还将为观众带来
新喜剧节目《整个喜剧》，这个作品集结了麻花团队中
的新锐编剧与演员，从日常琐碎中提炼笑点，既让人
捧腹大笑，又引人深思。喜爱喜剧的观众还可以参加
开心麻花开放麦活动，这里没有固定的剧本，只有无
限的创意，喜剧演员将与观众同台竞技，即兴创作爆
笑节目。

开心麻花喜剧生活节下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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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浪漫 图
爱在七夕 享趣通州

七七夕夕 （下）

1.“运河鹊梦 宋韵游园”——2024年我们的节日之“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七
夕节系列活动

时间：8月10日
地点：宋庄艺术市集、星空露营园、辰园
亮点：星空点缀浪漫元素，布置灯光景色增加氛围感，活动以线上+线下的形

式进行，包括“缘”“定”“运”“合（河）”四个环节，现场分为舞台区和台下互动游戏
打卡区，设置漆扇文化、非遗拓印、国风游园等体验。

2.七夕-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
时间：8月9日-8月11日
地点：北京通州运河森林公园—柳舟西森林
亮点：活动包括沉浸式丛林灯光秀、运河品牌化“伊人游园会”互动集市、场

景式演出（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进一步传承运河文化，丰富大运河文化旅游景
区观光体验内容，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

3.七夕主题摄影志愿服务
时间：8月10日上午
地点：大运河景区南区“池鱼知锦”景点
亮点：各文艺家协会、相关街乡镇文联组织6-10个节目热场，现场增加有奖问

答。搭建七夕文化主题场景，邀请摄影家协会会员为现场群众义务拍摄艺术照。

4.七夕主题手工艺市集
时间：8月10日-8月11日
地点：大运河景区南区“池鱼知锦”景点
亮点：邀请民间艺术家现场展卖剪纸、绣荷包、太平燕等传统技艺作品和文

创产品。

本报记者 王倚剑 实习记者 谢佳航

3.通州区惠民演出——
河北梆子《陈三两》《辕门斩子》

时间：8月10日
地点：台湖演艺小镇双

益发国际文创园 1.潞邑街道“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好
家风宣传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潞邑街道瑞嘉苑西社区、潞邑街

道潞苑南里社区东都活动室二层、潞邑街
道东潞苑西区社区内

亮点：讲述好家风故事，引导社区居民树
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提升家庭氛围。为进一
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文明家风
家训，营造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
氛围。社区工作人员将走进社区，向辖区居
民发放“好家风”宣传页，讲述好家风故事。

七夕情浓七夕情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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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手工香包制作
时间：8月10日
地点：潞源街道含英园东社区三层活动室
亮点：科普七夕节来历及民俗、制作香包

2.“爱在七夕 手工玫瑰”七夕活动
时间：8月10日
地点：马驹桥镇富力尚悦居社区多功能厅
亮点：邀请社区婚姻美满的和睦家庭进行全家福拍摄，到活动现场进行手工花

束制作，献花、合影，组织家庭开展乞巧系列手工制作，通过现场活动广泛宣传弘扬
中华民族崇尚爱情忠贞、夫妻和睦、白头偕老的传统美德。

3.“美好与你香遇”手工制作香薰蜡烛活动
“花香怡人，花漾人生”皂片花主题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杨庄街道京贸国际社区活动室
亮点：夏日炎炎，花香悠远。人们在对自然的审美中，将人的情感和生命赋予花

草，借用花木来抒发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由专业讲师向大家讲述七夕节的由来和风
俗，以及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同时讲解制作步骤，边示范边指导居民进行花束制
作。通过DIY皂片玫瑰花束，提升居民的艺术审美情趣，使心灵愉悦，与自然和谐，
获得美感享受，提高审美观，提升精神境界。

4.“爱在七夕 一路有你”插花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杨庄街道世纪星城兴业园社区活动室
亮点：通过花艺老师的悉心指导和帮助，让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设

计鲜花花束，并将花束送给与自己一路相伴的爱人，相爱一生，相伴永远，值此佳节，
愿感情如花般美好灿烂。

5.西集镇“浪漫过七夕 玫瑰DIY”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西集镇党群活动中心
亮点：邀请面塑老师向大家介绍面塑的历史渊源与发展，讲解面塑所用的工具

和基本要领，展示自己创作的一些面塑作品及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现
场教授如何用面塑制作玫瑰花，让大家在活动中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为
七夕增添几分不一样的浪漫和温暖。

1.“爱在运河畔 缘定副中心”—通
武廊青年职工交流联谊活动

时间：8月10日
地点：北京运河苑度假酒店
亮点：通州区总工会、武清区总工

会、廊坊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在轻松浪漫
的交友氛围中，帮助通武廊三地单身职
工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

2.近邻相约，缘定七夕——马驹桥镇
第三届单身青年联谊会

时间：8月10日
地点：马驹桥镇润生大厦10层
亮点：此次联谊活动依托“马桥近邻”

基层治理品牌，以弘扬、传承传统文化为底
色，充分满足青年婚恋交友需求，为马驹桥
镇周边广大单身青年搭建友谊桥梁和婚恋
互动平台。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明天七夕佳节将至，传
统节日化身浪漫纪念日。在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副中心精心准备
系列活动，大运河畔逛文化市集、森林公园听浅唱低吟，携手阅尽
春花秋月；巧手制作节日纪念，艺术小镇真情表白，将爱情进行到
底。心动不如行动，来副中心相约浪漫七夕吧。

3.“雕情画爱 七夕你好”宋庄艺术嘉年
华表白季

时间：8月10日-10月11日
地点：宋庄艺术创意小镇
亮点：本次七夕主题策划，旨在以“我在

宋庄说爱你”开启小镇表白季的纪元，通过
艺术家的花式表白，以“作品+新表情+短视
频”的表达形式，全面打开与城市副中心市
民的情感连接，延伸与游客的互动触角，让
宋庄的浪漫基因成为与日俱增的小镇文化
资产。

4.“特别七待 夕望有你”七夕主题活动
时间：8月10日上午
地点：马驹桥镇橡树湾社区居委会
亮点：在送花环节，参与活动的嘉宾可

以将鲜花送给伴侣或者心仪的人，表达爱
意；许愿仪式上，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填写
许愿卡，共同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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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林美育”课堂——不“七”而遇 满心欢“夕”
时间：8月10日
地点：北京韩美林艺术馆“美林美育”公教厅
亮点：本次美林美育大课堂以古老而浪漫的七夕传说为灵感源泉，将韩美林笔下十二生肖

动物的灵动与玻璃画的细腻相结合，无论是机敏的鼠、沉稳的牛、威猛的虎，还是可爱的兔、
霸气的龙……每一笔色彩的选择，每一幅构图的构思，都蕴含着爱情的深情厚谊，让这份手工艺
品成为独一无二的爱情信物。

2.“书香运河讲堂”系列文化活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里的通州宝贝》
时间：8月11日
地点：通州区图书馆八层多功能厅
亮点：聚焦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珍藏的与通州地区紧密相关的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深入

解析这些“宝贝”背后的历史故事、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对通州乃至整个大运河区域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进一步增进读者对大运河文化的了解和热爱。

3.“书香运河讲堂”系列文化活动——《中国大运河的世界之最：解读北京的通惠河与北运河》
时间：8月11日
地点：通州区图书馆八层多功能厅
亮点：说起中国的大运河，那可是世界级别的文化遗产。它有四个世界之最：开凿最早、世

界最长、科技水平最高、影响巨大无与伦比。本场讲座将带大家了解大运河对北京城与通州城
的巨大影响。

4.科学实验课堂——神秘的电流
时间：8月10日
地点：通州区图书馆八层多功能厅
亮点：本次活动将带领大家了解盐水电池的原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通过实验激发

大家对物理学的兴趣。同时，通过本次活动锻炼小朋友勇于尝试运用多种材料、多种思路、多种
方法完成科学探究，体会创新的乐趣。

文韵文韵七夕七夕

5.“浪漫七夕，文化传承”传统手工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于家务市民活动中心
亮点：邀请村居民们一同参与七夕手工艺

品的制作，编织精美的手绳、剪出栩栩如生的
七夕剪纸作品等。通过亲手制作这些充满传
统文化韵味的手工艺品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彩彩非非遗遗添添

2.“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非遗绢花活动
时间：8月7日-8月9日
地点：九棵树街道弘祥产业园
亮点：为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一

步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通过学
习传统技艺，让大家感受欢度七夕的美好
氛围。

3.“情定七夕，温暖有你”七夕制作非遗绢人
活动

时间：8月9日上午
地点：永顺镇榆东一街社区活动室
亮点：让居民了解绢人所塑人物背后的历史

故事，提升动手能力和艺术素养，丰富社区居民
的精神文化生活。

4.“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漆扇制作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北苑街道金禧文化活动中心
亮点：通过漆扇制作活动，感受漆扇的魅

力和传统文化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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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爱满京城 相约幸福”七夕节皮
影戏手工制作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永乐店镇综合文化中心
亮点：活动过程中讲述“七夕”传统

节日内涵，带领小朋友们及家长制作牛
郎织女故事相关的皮影戏，让大家体验
非遗工艺的制作过程，同时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

艺术艺术 灿灿

1.国家京剧院红色经典
时间：8月10日-11日
地点：北京艺术中心
亮点：《红灯记》《智取威

虎山》《杜鹃山》《江姐》选场，
共2场。

2.“天籁之音”捷克童声
合唱团音乐会

时间：8月11日
地点：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
亮点：本场演出，这支明星童声

合唱团将为观众带来莫扎特、德沃夏
克等作曲家熟悉的旋律，与此同时，
捷克、中国、日本、巴西等的民族

歌曲也将一同呈现，带领观众
乘着歌声的翅膀云游五

湖四海。

星星

2.玉桥街道“全城热爱 玉见更好的你”
为玉桥好人送鲜花活动

时间：8月9日
地点：玉桥街道玉桥北里小区玉桥园
亮点：街道延续每年“花为媒 送文明”

的主题，将中国传统情人节过成“邻里表白
日”，邀请辖区居民、好少年等将千枝玫瑰送
给小巷管家、守望岗志愿者、玉见骑士、共建
单位等参与基层治理与志愿服务的玉桥好
人群体，感谢志愿者守护家园、服务邻里，共
同营造邻里互助、文明和谐、志愿服务的新
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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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戏，该去哪儿？过去，脑海中冒出这个念头的通州市民或许总会联想到“舟车劳顿”的辛苦，而现在，顾虑可烟消云散，在独
具特色的台湖演艺小镇，在领先世界的北京艺术中心，在游客如织的环球度假区，甚至是在街头一栋别有洞天的建筑里，多姿多彩
的演出随时欢迎观众到来。

近年来，随着“演艺之都”建设的深入推进，一系列改革配套政策落地有声，频繁更新的演艺空间、加速集聚的产业集群、轮番到
访的名家好戏让昔年的许多空白被拓荒填补，“大戏看北京”的文化名片在运河畔大放光彩。

顶层设计提升演艺新空间建设

幕布上，花果山草木葱郁，嶙峋岩石间，腾挪闪转
的齐天大圣举起几只小猴子嬉戏玩闹，神气又可爱的
模样活灵活现。一场老少皆宜的皮影戏消夏愉悦，在
双益发国际文创园，通州区“周末场演出计划”持续浸
润惠民。

就在几年前，这方舞台还是肉制品厂的加工车
间。随着北京一般制造企业的腾退疏解，2017年，台湖
铺外路上的“双益发”拆下了肉制品厂的招牌，围绕台
湖镇“演艺+科技”的产业布局规划开始转型，变身台湖
演艺小镇首家以打造演艺生态为核心的专业化区级文
创园。2023年3月，园内双益发演艺中心、月光林地·爱
剧场正式开幕运营，至2024年7月，两座剧场共举办各
类演艺文化活动150场，成为首批“通州区演艺新空间”
授牌单位。

曾经，因涉及场地的规划性质、消防安全等合规性
问题，对许多演艺新空间来说，取得商演资质是绕不开
的堵点。“如果没有商演资质，剧场只能举办一些内部
活动，也无法上线各大网络票务平台，必然不利于剧场
的长远运营。”双益发国际文创园相关负责人李欣说。
2023年，通州区委宣传部发布《通州区台湖演艺小镇营
业性演出场所审批实施意见》，点亮了流程畅行的绿
灯，在区委宣传部的指导支持下，从完成空间改造到通
过通州区6个部门的联合验收拿下商演资质，双益发演
艺中心、月光林地·爱剧场仅用时约3个月，此后，戏曲、
音乐、儿童剧、非遗皮影等艺术资源迅速注入，截至目
前已惠及副中心居民近6万人次。

双益发国际文创园的绽放并非一枝独秀。眼下，
演艺资源唤醒了越来越多的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城市
的精神空间被深度点亮。到 2026年底，通州区力争培
育多元演艺新空间 30个以上，预计实现年度营业性演
出场次2000场。

“运河有戏”丰富惠民供给

说到城市副中心的演艺版图布局，集聚双益
发国际文创园、台湖演艺车间、国家大剧院台湖舞
美艺术中心等多个点位的台湖演艺小镇是一颗夺
目明珠。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经过数年发
展，硬件焕新、资源聚拢的台湖演艺小镇已成气
候。今年 5 月，2024“运河有戏”演出季在这里启
幕，初夏之夜，悠闲随性的爵士乐伴着美食的香
气、热闹的欢笑，从国家大剧院台湖露天剧场飘向
了星空云间。

演艺的力量正在城市副中心持续凝聚壮大。
2023年，通州区推出区域性文化演艺品牌“运河有
戏”，首届演出季共呈现 130 余场演出和文化活
动。今年，“运河有戏”继续发力，近1300场演出横
跨初夏到金秋，包含265场重点剧目演出和超千场
公益演出。

“从前看演出，基本上都要去市中心的国家大
剧院、保利剧院，往返地铁至少要花两个小时。”家
住通州区的观众纪先生说，这几年，他明显感觉到
家门口的大戏、好戏越来越多。以今年“运河有
戏”演出季主环节之一2024台湖爵士音乐节为例，
5天内，冯满天、巴拉什·巴格依、成方圆等 200余
位海内外爵士音乐人连续带来了 50余场演出，国
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整座园区处处是
舞台。

“这样的阵容和密度，放在早些年真是想都不
敢想。”纪先生感慨道。“活力通州”的吸引力无所
不在，距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仅有几公
里的环球度假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
尽兴沉醉在巡游演出的狂欢热浪里。据统计，截
至目前，今年环球影城已举办约 900场巡演，占全
区演出总量的60%。

“文化粮仓”打开国际视野

在丰富供给、服务市民的同时，城市副中心的演
艺事业也在加速驶入国际赛道。去年年底，北京艺术
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依托运营方国家大剧院深厚的
资源积累，这座崭新的“文化粮仓”已然崛起为“演艺
之都”的重要一极。

曾携话剧《林则徐》登台北京艺术中心的著名表
演艺术家濮存昕感慨于这片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昔年，他参演电视剧《运河人家》时，通州还是一片打
渔耕种的质朴乡土，如今，世界一流的剧场拔地而起，

“我们在这里能看到世界上最好的演出。”如濮存昕所
言，全世界的“星光”向这里奔涌而来，今年上半年，鲁
道夫·布赫宾德、韦尔比耶音乐节管弦乐团、斯维特兰
娜·扎哈洛娃、郎朗等名家大团纷纭而至，大力拉动城
市副中心的演艺行业再上新台阶。仅2024年7月，北
京艺术中心便密集上演24场演出，接待观众超万人。

许多关于剧院与城市的设想在此处落地成真：今
年3月，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镇厅之宝里格尔管风琴
亮相，由此衍生的“天籁和鸣·北京艺术中心管风琴艺
术周”为联动公益、文旅、亲子等多元要素打造系列主
题艺术周的尝试开了好头；7月初，森林剧场版《仲夏夜
之梦》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加场连演，戏剧与
自然、经典与当下的亲密互动反响火爆；不久前，经典
原版音乐剧《猫》官宣今年11月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登
台，音乐剧这个备受年轻观众青睐的艺术门类，终于填
补了长久以来在城市副中心的某些空白……

“通过5年的发展，我们将逐步实现年度650场演
出、600场活动的预期规模。”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
理部负责人江涛说。沟通世界、蓝图广阔的北京艺
术中心，是城市副中心积极推进演艺建设的生动例
证，未来，“演艺之都”的无限华光将继续在这里绚
烂绽放。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明天七夕佳节将至，传统节日化身浪漫纪念日。在这个甜蜜的日子里，副中心精

心准备系列活动，大运河畔逛文化市集、森林公园听浅唱低吟，携手阅尽春花秋月；巧手制作节日纪念，艺术小镇真情表白，

将爱情进行到底。心动不如行动，来副中心相约浪漫七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