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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9月15日是中秋假期
第一天，2024活力通州皮划艇桨板邀请赛在大运
河畔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水上竞技盛宴。

邀请赛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主
办，分为皮划艇和桨板两个项目，两个项目均为
200米直线竞速赛。比赛按照年龄和性别分为成年
男子组、成年女子组、青少年U18组和青少年U12
组，确保每位参赛者都能在公平竞争中展现自我。

比赛采用中国皮划艇协会审定的最新竞赛
规则，竞速赛从浮筒码头为起点划至终点，采用一
次性决赛赛制，用时少者名次前列。为了鼓励更多
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组委会为所有完赛选手准备
了赛事文化包，并为各组别前三名设置了奖品、奖
杯和奖牌。

现场气氛热烈，选手们精神抖擞、奋勇争
先。他们在大运河上尽情驰骋，展现出高超的运
动技术和顽强的拼搏精神。赛事期间，组委会提
供了全面的安全保障措施，包括提供救生衣、医疗
急救设备等。同时，还配备了专业的裁判团队和
赛事工作人员，确保比赛公平、公正、安全进行。

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推动了通州区水上运
动的发展，也为京津冀地区的体育+文旅融合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水上体育赛事的兴起
和普及，通州区大运河已成为水上赛事的聚集
地。未来，通州区将继续举办更多高水平的水
上体育赛事，推动水上运动的普及和发展，为市
民群众提供更多丰富多彩的体育健身和文化旅
游选择。

大运河畔水上竞技精彩纷呈

皮划艇桨板邀请赛通州开桨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2024 北京城
市副中心运河赛艇公开赛 16 日开赛，
来自北京各区的百名赛艇健儿齐聚一
堂，在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上展开了一场
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共同绘制了一幅水
上运动的精彩画卷。

随着发令枪响，一艘艘赛艇如离弦
之箭般冲出起点，选手们奋力划桨，激
起的层层浪花成为大运河上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赛事由北京市通州区体育局、
北京市北运河管理处、北京市通州区水
务局等主办。

赛艇公开赛设置了 500 米直道竞速
赛项目，考验着选手们的速度、力量与团
队协作能力。赛事特别划分了青少年
组、大学组、精英组及混合组，旨在满足
不同年龄段、不同水平选手的参赛需求，
促进赛艇运动的普及与发展。

青少年组的选手们展现出了蓬勃的
朝气与无限的潜力；大学组的学子们则
以青春的名义，诠释了赛艇运动的激情
与梦想；精英组的对决更是高手云集，每
一桨都凝聚着专业与汗水；而混合组的
设置，则促进了跨年龄、跨领域的交流与
融合，让比赛更加多元、更加精彩。

赛事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广大赛艇
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挑战极限
的舞台，也为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
化旅游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将进
一步激发社会各界对水上运动的关注与
热爱，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运河，让运河
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当天，央广网和通通来运动视频号
进行了赛事直播，总观看量达到 127万，
让无法亲临现场的市民群众也能实时感
受到比赛的热烈氛围。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火出圈的月
亮河艺术小镇又有了新动作。刚刚过去
的中秋小长假，许多市民选择到通州区
大运河畔的月亮河艺术小镇，免费参与
一场中秋古风奇妙游园会。

“今年的中秋古风奇妙游园会，我们
期望为市民朋友们打造一幅通州版的

《清明上河图》，在这里看到大运河的古
韵新风。”月亮河市集负责人权平介绍，
游园会主要分为国风市集、汉服游园、鱼
灯夜游、月满诗会、国风乐坊和风雅民俗
等六大板块。

以打造北京最大的户外市集为目
标，月亮河艺术小镇已常态化拥有 400
个摊位，内容涵盖特色美食、文创潮玩、
文化书市、露天观影、潮流音乐等。今

年中秋假期，这里又上新了 50 多个文
玩旧物的摊位，450 个户外摊位将为男
女老少各群体打造出丰富而多元的选
择空间。

穿梭于市集中，记者看到，不少摊主
都换装汉服，尤其是文创区内，摊主们展
示着各色设计独特、制作精美的小商品，
搭配红黄蓝绿的铁质架子，营造出热闹
欢快的场景，仿佛踱步在北宋的汴梁街
头或者是大唐的长安坊市。

琳琅满目的市集摊位之外，国风主
题的活动精彩不断，数十位身着古装、
打扮精致的俊男靓女进行巡游，与游
客互动拍照的同时也呈现出“蛾儿雪
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的古典韵
味。晚间，鱼灯夜游登场，演员手持巨

大的锦鲤彩灯穿梭在熙攘的人群里，
在“一夜鱼龙舞”中将中秋节日的气氛
烘托到位。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露从
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满诗会的现
场，不少市民参与到飞花对诗中，此外，
投壶、射击、宋韵点茶、压花团扇等极具
互动性的活动，吸引不少人排队体验。

市集上人气最高的区域是哪儿？那
非人间烟火的美食区莫属。100多个摊
位提供 300 道全国乃至全球的特色小
吃，在假期里，人们不用远行就可以尝遍
各地美味，来一场舌尖之旅。权平表示，
作为根植于通州本地的市集，自今年五
月份开市以来，经过不断的迭代更新，已
经由最初的五大区域拓展到九大主题空

间。“小镇内有一些九十年代的建筑，在
市集巨大人流的带动下，我们也累计投
入近千万元对建筑本体、周边环境、停车
场、公共卫生间等配套设施进行了更新
升级改造，从而为摊主与慕名而来的市
民提供更安全、更时尚也更舒适的环
境。”权平说。

完成更新升级改造的月亮河美术
馆、电影院等空间也在中秋期间对市民
开放，门前的文玩旧物与馆内的现代艺
术互相呼应，仿佛古老运河与当代生活
的一道缩影。“通过中秋国风奇妙游等系
列活动的打造，我们希望把月亮河艺术
小镇做得常来常新，成为一家人都适合
的休闲聚会目的地，让运河边的人气旺
起来，消费火起来。”权平说。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看运河，赏龙灯，吃涮肉，
逛村史馆……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不少市民都前
往漷县镇打卡，在这儿以骑行的方式，近距离感受
历史文化与自然风光的交融，品味地道的乡村美食。

沿路而行，从榆林庄大闸出发，途经大运河、牡丹
园、马头村史馆、马头村铜锅涮肉、运河起航科普基
地、张庄村龙灯博物馆……“马头村史馆里展品真多，
张庄村里的龙灯太好看了，村里的铜锅涮肉太香了。”
一路骑来，从城区到漷县镇亲戚家过中秋节的小郭没
想到，乡镇的景色如此好看，“这趟真是来值了，以后
有空还来这边骑车看景吃涮肉。”

今年中秋节期间，漷县镇推出了一条骑行路
线，榆林闸——榆林庄村——运河南山——运河
牡丹园——马头村村史馆——马头村铜锅涮肉——
运河起航科普基地——张庄村龙灯博物馆。

从榆林闸出发，沿运河前行，抵达榆林庄村。“传
说乾隆皇帝曾在此御赐村名，村史馆里那幅生动的

《御赐榆林图》，令人仿佛穿越到乾隆南巡的场
景。”漷县镇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运河南
山，登顶后可以俯瞰运河，远处波光粼粼的运河
水与青山绿树相映成趣，令人心旷神怡。南山设
有山顶观赏点和观河栈道，是感受大自然与运河
风光的好地方。“我们推荐的这条骑行路线，将古老
的运河水道、传统文化、美味佳肴与大自然的美景
完美串联，在秋日的凉风中，欢迎大家来到漷县镇，
体验一场与历史、文化交融的别样之旅。”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9 月 14 日晚，
伴随着夜幕降临，潞城镇小东各庄村的广
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家庭文化节热
闹上演。开场舞《张灯结彩》以其激昂的
鼓点和整齐的舞步，瞬间点燃了现场观众
的热情。

由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的学生代
表带来的二胡演奏《新赛马》旋律激昂、
节奏明快，充满了时代感与活力，仿佛
一幅生动热烈的草原赛马图在听众的
耳畔与心间徐徐展开，舞蹈《外婆桥》动
作轻盈而富有童趣，稚嫩的舞姿，细腻
地表达了对亲情的珍视和留恋。表演
者的身影柔和而美好，就像是老歌中的
音符，蕴含着深深的情感与温度。京剧

《听罢奶奶说红灯》将传统戏曲的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村民们也不甘示弱，带来的节目，既
包含了京剧等传统曲艺，也有吉他、萨
克斯等现代音乐，为观众们奉上一场视
听盛宴。

在筹备这场中秋文艺演出时，小东各
庄村提前组建一支志愿者队伍，他们挨
家挨户地走访，用心收集每一个家庭的
精彩节目，动员村民们积极参与，成为
此次活动的重要力量。

潞城：街坊纵
享家庭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玉”见月圆，市集、游园会……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玉桥街道各社区纷纷大秀“花活”，
陆续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秋节主题活动。

日前，葛布店南里社区举办“月满中秋奇妙游，
寻葛之旅享馨篇”2024 年玉桥街道葛布文化圈中秋
节游园会。区域内社区楼门长、志愿者以及居民等
百余人共同参与，一同庆祝中秋佳节。

游园会现场设置多个特色体验区，包括惠民服务、手
工制作、美食品尝、汉服体验、民俗游戏、中秋灯谜和书法
展示区域，丰富了居民节日体验，满足了居民多样化需
求。活动采取打卡盖章的方式，居民们入场领取闯关券，
通过参与各项活动进行集章。集满可换取“南得有你”限
定套图印章和“南得有你”南瓜纪念品，居民们在享受节日
乐趣的同时更收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玉桥街道柳岸方园社区在远洋东方公馆举办“公
益同行 万事大‘集’”中秋节便民活动，社区多家共建
单位和 100 余名居民参与此次活动。社区准备了月兔
套圈、流星赶月和猜灯谜三个游戏区，让居民在游戏的
过程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节日氛围。

公益理发、防诈宣传、义诊、按摩……除了游戏区，便
民区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此外，社区还建立了居民
意见箱，听取居民意见，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
办”转变，当好居民的“知心人”，发挥多方联动优势，
不断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切实改善辖区人居环境。

新通国际社区、梨园东里社区、玉桥东里南社区等10
余个社区举办中秋节主题活动，共享团圆情。

玉桥：“玉”见月圆
大秀“花活”

县：打卡“吃
行玩学”骑行路线

氵郭

中秋古风奇妙游园会人气火爆

副中心运河赛艇公开赛中秋竞渡

本报讯（记者 池阳）在已经落
幕的 2024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上，位于文旅专题展的副中心
展区以充沛的活力和独特的魅力
吸引来国内外游客的关注。在展
览期间，展区日均接待游客过万。
数字元宇宙互动、非遗体验、文创
产品市集成为了展现副中心风貌
的“新名片”。

在 195平方米的展区内，来自
副中心的 13家特色企业带来了各
自的“绝活”。展区中既包括数字
人互动、元宇宙穿越等网络视听产
业技术展示，也有漆扇、剪纸、内画
等非遗传统工艺体验。让游客在
展区中饱览副中心突破创新开发
新质生产力的同时，又发掘传统文
化，感受古今同辉的高质量发展。

据统计，在展览期间，文旅专
题展副中心展区日均接待游客超
万人，其中最吸引人的，当属各个
文创产品。咯吱盒冰淇淋、运茶、
非遗椒麻系列熟食、唐人坊的京剧
娃娃等产品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
和创意设计，还受到了许多外国友
人的喜爱，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
点。大运河礼物作为通州区的文
化名片之一，在展会中带来的中轴
线系列产品和副中心地标建筑冰

箱贴成为了游客的“心头好”。同
时，大运河 5A 级景区船票也在展
区现场开售，在服贸会上和游客结
下了到大运河相见的约定。

在现场的非遗体验活动中，展
区邀约了著名连环画故事作家，北
京市“十大金牌阅读推广人”刘恩
东进行现场签售。还邀请剪纸技
艺、内画雕刻等多位非遗传承人开
展非遗互动体验，各项活动线下参
与人数累计超5万人。

除了在服贸会现场进行展示，
展区还设置了直播间，邀请了通州
区融媒体中心和来到现场的参展
企业进行了11场现场直播，线上直
播累计观看人数达 6万人次，向全
球观众推介各种特色产品和企业
文化。仅15日上午，参展企业在现
场直播带货 1 小时 20 分钟，GMV
就达到了 14400元，位居当日抖音
直播榜单茶榜前40名。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服贸会是一次国际性的经贸交流
盛会，副中心在此次会议期间紧抓
对外展示窗口，文旅专题展副中心
展区以“近悦远来 活力通州”为主
题，向世界展示了通州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城市副中心的蓬勃活
力与创新精神。

服贸会副中心文旅展区日均接待过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记者从
2024北京文化论坛组委会获悉，在
9月 19日至 21日举办的 2024北京
文化论坛期间，将首次举办文化产
业投资人大会，旨在促进文化与科
技、金融深度融合，激发文化创新
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领
域投融资品牌活动。

本次大会以“文化创新 投资
未来”为主题，设置领导致辞、嘉宾
演讲、成果发布、项目签约、路演推
介以及外场展示等环节。

现场知名专家、投融资机构负
责人等，将从文化投资、人工智能、
金融和科技赋能文化新质生产力
等角度，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市
场机会及一线投资经验进行分享。

金融监管部门、研究机构、银
行将在现场发布推动文化金融发
展政策、文化产业投融资研究报告

及专属金融产品，助力行业发展。
大会还将邀请体现文化科技

融合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的
项目进行路演，展现人工智能、虚
拟现实等前沿信息技术在文化领
域的应用；多个具有导向性、代表
性的项目在现场签约，聚焦文化产
业投资合作、文化数字化、文旅融
合、文化传播和精品创作等维度；
巨身机器人“天工”、华粹 AI 超级
导游等前沿新潮的文化科技融合
项目将在展馆外进行展示与互动，
让嘉宾沉浸式感受文化科技双向
赋能成果。

此外，现场还将举办重点项目
签约仪式，并通过手册及会刊形
式，推荐优秀企业及项目，汇集 20
多家金融机构 80余个文化金融产
品组成“金融服务包”向与会者发
放，为文化企业和投融资机构搭建
沟通服务平台。

北京文化论坛将首次举办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

（上接1版）会议强调，要以“创
建公共交通两网融合示范区”为目
标，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
合，围绕“降本增效、减加结合”的
工作总要求，以客流需求和线网布
局为切入，有效整理客流和站点数
据，持续跟踪和分析居民出行特
征、乘车需求以及线路布局问题，
以人为本、优化措施，推动城市副
中心公交服务水平提质增效。要
聚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两网融
合”，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
公交为支撑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持续加强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功
能互补，推进公交运力和客流协调
发展，促进形成副中心发展的重要
交通载体，支撑北京城市副中心高

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塑造高

质量的生态安全格局、探索超大
城市耕地保护新模式、实现山水
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推动规划实
施传导落地”为主线，形成全域、
全要素、全周期的非建设空间管
控一张蓝图。要构筑高质高效空
间结构，以高质量生态安全格局
统筹非建设空间布局。要坚决扛
起耕地保护历史责任，打造首都
耕地保护利用高质量样板。要解
决“水林田”空间冲突，实现非建
设要素“多规合一”；进一步理顺
实施传导路径，探索多元闭环保
障举措。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研究总结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党纪学习教育工作等事项

本报讯（记者 张楠）近期，以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养成为重
点，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推进工作
指挥部办公室印发《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重点提升工作方案》，通过实
施收运环节专项治理、简化分类要
求等9条措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
质增效。

按照方案的要求，本市将持续
创建垃圾分类达标示范居住小区
及村。其中，2024 年底前，全市
4000个居住小区、村达到示范类标
准，9000 个达到达标类标准；2025
年，全市 1.5 万余居住小区及村将
全部打造成为生活垃圾分类达标
示范居住小区（村）。不过，记者也
同时了解到，连续两次检查不合
格的小区、村，将被降档摘牌并
进行通报。

垃圾分类怎么搞，群众商量着
办。方案提出，街道应组织社区以
居住小区为单位，定期召集居民代
表、业委会（物管会）、物业服务企
业开展一次协商，围绕生活垃圾分
类“定时定点”投放、桶站点位设
置、值守力量安排、大件垃圾和装
修垃圾投放等与居民生活息息相
关的内容，听取群众意见建议，解
决群众反映问题，引导居民参与生
活垃圾分类。协商会应至少每季
度召开一次。

为了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

与垃圾分类，本市将组建专业生活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队伍，因地制宜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系列
活动，以此提升市民生活垃圾分类
和资源循环利用意识。

无论是高值还是低值可回收
物，每区都将有专门的分拣中心负
责回收。方案提出，除东城区、西
城区和石景山区外，其他每个区将
利用5年左右的时间各建设一座再
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配置分拣、
拆解、剪切、破碎、打包等设备，实
现高低值可回收物全品类精细化
分拣、分类、打包和转运。同时，
鼓励采取“一袋式”上门回收、交
投点进社区等方式，方便居民有偿
交投可回收物。有条件的地区可
因地制宜设置自助投放点，引导居
民通过手机扫码实现可回收物有
偿回收。

而对于占地而又搬运难的大
件垃圾，方案提出，每个街道至少
明确1家提供上门服务的大件垃圾
托底收运服务单位，对大件垃圾的
投放地点、回收品类、回收价格、预
约方式、上门服务价格等信息向居
民广而告之，确保住户人人知晓。
各街道组织托底收运服务单位，以
社区为单元，定期开展集中投放日
活动，确定时间、地点，集中回收大
件垃圾、废旧衣物、废玻璃等低值
可回收物。

本市出台9条措施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每个街道至少有一家大件垃圾上门收运单位

青少年皮划艇选手竞逐大运河。记者 唐建/摄

大运河上，赛艇健儿上演速度与激情。记者 常鸣/摄

月满满中秋 享趣通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