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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1

一出门就能碰到想画的题材

漂洋过海定居宋庄 寻找艺术创作灵感

画家村里的“洋画家”
上世纪90年代，因为一大批画家“落户”，通州区宋庄镇被称作“画家村”。如今，作为城市副中心艺术创意小镇，曾经的“画家村”

变身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家群落，聚集了7000多位艺术家，其中不乏“老外村民”。他们为何不远万里来到宋庄从事艺术创作？记者
专程前往采访——

人物2

宋庄的热情包容让人感到温暖

走进伊瑞的工作室，中西文化的碰
撞让人看着新奇——靠窗摆着一套做工
精巧的捷克立体主义沙发，旁边是一盆
盆兰花；酒桌上除了洋酒，还有几瓶中国
白酒；墙上挂着的都是中国水墨画……

“上小学的时候，我在家里的书房，
看到了一本齐白石画册……”谈及与中
国的缘分，伊瑞娓娓道来。在布拉格上
美术中学时，他结识了捷克汉学家卡拉

尔，开始接触《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中
国传统文学作品。“卡拉尔先生说，想要
画好中国画，必须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
化。这对我影响很大。”伊瑞说。

1995年，怀着对中国传统水墨画
的浓厚兴趣，伊瑞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留学生。在央
美，他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两人一起搞
艺术、品茶、旅游……其乐融融。

500多人帮着找工作室

汉森的艺术品曾在欧洲、美洲、亚洲
多地展出，并被英国伦敦、美国纽约、意
大利米兰以及中国北京、香港等地的多
个艺术馆收藏。2009年起，他和妻子定
居在了宋庄。

81号院装着一扇红色铁门，汉森进
出都得低头。看到记者笑了，汉森也跟
着笑了，他说：“有些滑稽，是吧？但这个
小院，就是我梦想的工作室的样子。”

小院里的三间正房，边上两间分别是
雕塑室和绘画室，中间是汉森的休息间，
地面上摆放有躺椅，桌子上有茶具、耳
机。抬头看，没有天花板，而是粗壮的房
梁……“我现在主要做小巧精美的作品，
这种装修简单的小院，能让我放松下来。”

汉森说，对待艺术家，宋庄人始终是
一种尊重、热情、包容的心态，这让艺术
家感到很温暖。前不久，汉森位于宋庄
大兴庄艺术区的工作室拆迁了，可他并
不想离开宋庄。“我发了个朋友圈，想再
找个工作室，三天时间就有 500 多人联
系我……”他说，好几个朋友都推荐了81
号院，实地一看果然令人满意，“相处了
这么多年，他们知道我喜欢什么。”

姓名：伊瑞
年龄：57岁
国籍：捷克
艺术领域：水墨画
落户时间：2013年
在宋庄小堡艺术区，灰白色外观的中

捷当代美术馆既是伊瑞的工作室，也是他
在北京的家。这位定居宋庄的老外擅长水
墨画，每天的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创作、
策展、旅游、徒步、交各国朋友、喝中国茶、
吃中国菜、读中国诗……

姓名：汉森
年龄：45岁
国籍：瑞典
艺术领域：雕塑、绘画
安家时间：2009年
宋庄镇大兴庄 81号院有三间正房、两

间厢房、一间库房。从本月起，81号院就成
了汉森的工作室。这位来自北欧的大高个
儿，行走在村子里，是那么与众不同。可
是，抛开雕塑家的身份，喜欢聊天、赶集、逛
菜市场、做饭、遛弯的他，却又和村里的百
姓没什么不同。

本报讯（记者 袁璐）为改进服务体
验，打通借款人办事堵点，昨天，北京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关于开展提高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服务质效试点
工作的通知》，新增 3种公积金贷款便民
服务模式，即日起正式施行。

一 是 增 加 了“ 网 点 受 理 、当 日 办
结”。借款人在公积金中心贷款网点柜
台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符合贷款申请政
策，比如二手房受理前已出具房屋评估
结果，或新建住房完成项目勘查并确认
楼栋封顶的，网点在受理当日就能完成
初审、复审及面签，实现见面即办、同步
签约当日办结，最多跑一次。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这一模式试运行期间，首笔业务
从初审到面签用时仅 2.5小时，交易双方
上午 10点 17分到达代办点，下午 2点 20
分就能完成公积金面签，“从初审到面
签，最快用时仅需23分钟。”

二 是 增 加 了“ 网 上 申 请 、上 门 签
约”。借款人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由合
作的商业银行在公积金中心贷款网点指
导下提供上门面签服务，无需借款人到
柜台办理。

三 是 增 加 了“ 委 托 代 办 、无 需 跑
动”。合作的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取得借
款人的授权书后，可至公积金中心贷款
网点柜台代其提交公积金贷款申请，无
需借款人跑动。

据介绍，前期试运行期间，有申请人
购买了一套位于望京的二手房并申请组
合贷款，由于距离贷款业务网点较远，委
托交通银行提交了公积金贷款申请，次
日同步并联完成了公积金和银行的审
批，2个工作日后银行前往申请人指定地
点上门面签，买卖双方全程未到公积金
中心办理业务，实现“零跑动”。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组合贷款由“中心先受理、银行
后审批”的串联审核优化为“中心与银行
同步审批”的并联审核后，申请组合贷款
至放款的时间大幅缩短，之前可能需要1
个多月甚至更长，优化后，平均时长压缩
至 10 个工作日左右，最快可在 3 个工作

日放款。
同时，此次政策优化后，符合条件的

二手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可实现最简“零
材料”。比如，二手房可调取电子网签合
同及售房人身份证电子证照的，实现借
款人“零材料”申请。

据悉，目前与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合作的受托办理贷款业务的商业银行
有 11家，首批承接提质增效服务的商业
银行有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北京银行、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未在试点范围内
的，仍按原模式办理。后续，京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将根据受托办理贷款业务的
银行准备情况，陆续在官网公布承接新
服务模式的银行名单。

组合贷最快3个工作日放款

北京公积金新增3种贷款便民模式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昨天，记者从
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3年度个税汇算
清缴已于今年 6 月底结束。数据显示，
2023年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减税
规模超过 700亿元，人均减税超 1000元。
在各项政策红利下，个人综合所得年收入
不超过10万元的，基本无需缴纳个税。

自 2018 年我国实施个人所得税新
税制以来，个人所得税有效发挥了调高
惠低作用。税务总局近年来的个税申
报数据显示，我国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
人员中，年收入 100 万元以上的高收入
者约占申报人数的 1%，但这部分人申报
缴纳的个税占全部个税的五成以上，申
报收入位居全国前 10%的个人缴纳的个

税占全部个税的九成以上。“以综合所
得缴纳个税情况看，低收入群体在享受
税改红利后基本无需缴税或只需缴纳
少量税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
副所长李平介绍。

为何低收入群体基本无需缴纳个
税？李平解释，2018年，我国对个人所得
税法进行了第七次修订，将基本减除费
用标准从原来的每人每月3500元提高至
5000 元，这个标准相对于人均国民收入
而言，在国际上已处于较高水平，能够大
体覆盖当前的人均基本消费支出并且还
有一定的空间。同时，设立子女教育、赡
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继续
教育、大病医疗 6项专项附加扣除，2022
年新增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

除，2023 年又提高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 3项专项附加扣
除标准。

根据 2023 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
2023年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
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后，全国
约 6700万人享受到了该项政策红利，减
税规模超过 700 亿元，人均减税超 1000
元。其中，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和 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减税分别约 360亿元、290
亿元和50亿元。

“这些扣除覆盖面广、额度高，大大
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税收负担。税收数据
显示，纳税人人均享受两项专项附加扣
除。”李平举例说，对于“上有老、下有小”
的纳税人，若他有一个小孩，与妻子分摊

享受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即可扣除
1000元/月；若他有一兄弟并与其分摊享
受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即可再扣除
1500元/月，两者合计将扣除2500元/月，
也就是 3万元/年。如果纳税人有两孩，
或是独生子女的，那扣除金额更高。加
上6万元/年的基本减除费用，再扣除“三
险一金”（按年工资收入 10万元计算，理
论上可扣除 1.5 万元左右）等，个人综合
所得年收入不超过 10万元的，基本无需
缴纳个税。

税收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取得综合
所得的人员中，无需缴纳个税的人员占
比超过七成，在剩余不到三成的实际缴
税人员中，60%以上仅适用 3%的最低档
税率，缴税金额较少。

2023年度个税汇算清缴数据发布

超九成税额由高收入群体缴纳

本报讯（记者 赵鹏）手握一寸
屏幕，心享万千世界。记者昨天获
悉，为给读者创造更多智慧化阅读
新场景，终身阅读平台于北京城市
图书馆智慧桌面终端正式上线。
今后，“首都图书馆终身阅读书目”
涵盖的 1000 种全年龄层图书的电
子资源将陆续加载，读者可在城市
图书馆馆内的智慧桌面免费阅
读。这种纸电一体化将大幅便捷
到馆读者的资源获取，提高资源利
用率。

首都图书馆终身阅读平台是
全数字资源库，汇集大量获奖书
籍、经典作品，并持续更新主题书
单。该平台可在手机端和 PC 端
同步免费阅读，读者通过首图官
网和“首都图书馆”公众号的菜单
栏登录平台，即可免费阅读千种
好书，其品类之丰富，资源之珍
贵，选本之精良，为读者创造了

“手握一寸屏幕，心享万千世界”
的阅读新常态。

这次，终身阅读平台入驻城市
图书馆智慧桌面，成为了在手机
端、电脑端之后，又一全新使用载
体，并将逐步实现“首都图书馆终
身阅读书目”（含1000种图书）的全
部数字化阅读。读者在北京城市
图书馆开设智慧桌面的席位上，通
过“微信扫一扫”一键登录，关联自
己的读者卡，即可实现终身阅读书
目的一键阅览。

从随身携带的智慧“小屏”，到
阅读桌面上的智慧“大屏”。屏幕
大小的变化，带来的不仅是字体的
放大和阅读体验的提升，更是为满
足读者需求构建了多元的阅读场
景。智慧屏幕多功能应用，结合城
图沉浸式阅读空间，在“解放读者
双手”的同时，使读者更容易进入
学习与阅读的专注状态，特别适合
研究专业知识、精读名著经典和温
习学科知识的读者群体使用。

“读什么？”“怎么读？”“读到何
种程度？”这些问题，主要是基于每

个人个性化、个人化的阅读选择，
没有标准答案。那么面对图书馆

“浩如烟海”的藏书，读者该如何
“挑好书、看好书”，找到既适合自
己阅读，又兼具阅读价值和出版品
质的优秀书籍呢？这次终身阅读
平台就为读者精选了这样一份“值
得一读的书籍指南”，既适合主张
通过阅读开阔视野、陶冶情操的读
者群体，也适合喜爱精读、反复阅
读的“阅读重度爱好者”。

这份指南，是首都图书馆以倡
导“终身阅读”理念为根基，以全民
阅读为导向，面向广大公众推出的
精选书单。在书籍的遴选过程中，
不仅邀请了各领域专家评审，对书
籍的“可读性”“必读性”“文化性”
等方面进行专业的品评，更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读者阅读现状及需
求的大调研，再加之资深图书馆
员们常年基于读者服务的选书荐
书经验，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展现

“首图标准”的大众阅读指导书
单。该书目突出经典性和大众性，
兼顾趣味性和新知性，分为文学
（380 种）、社科（270 种）、科普（100
种）、艺术生活（50 种）、少儿（200
种）五大板块，以满足各年龄层读
者的不同阅读需求，读者可以从中
各取所需，并以此为标准和保障，
为形成自我的阅读习惯，寻找一个

“更高的起点”。
此外，线上平台结合线下活

动，也是该平台的使用亮点之一。
读者可在平台中获取大量的讲座
视频、听书资源，也可在北京城市
图书馆3层阅览区找到终身阅读专
架，翻阅纸质出版物。平台还会定
期举办大咖文学沙龙、在线共读、
知识竞赛、研学走读等形式多样的
线上线下活动，从而为读者打造一
个经典共读的新园地。这不但有
助于读者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还
帮助读者获得终身成长的充足动
力，“终身阅读”理念也将循序渐进
地融入读者的阅读生活。

终身阅读平台上线北京城市图书馆

“小屏”换“大屏”畅读千种图书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2025年
度“北京普惠健康保”已于昨天正式
开放参保通道，对连续三年参保且
无出险记录的参保人首次推出降低
住院自费起付线、新增一项专属免
费健康管理服务两项优待政策。

“北京普惠健康保”是北京市
唯一的城市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
保险，紧密衔接基本医疗保险，是
基本医疗保险的有益补充，可有效
减轻参保人高额医疗费用负担。
2025 年度“北京普惠健康保”投保
期截至今年 12 月 31 日，保障期为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保
费不变，仍为每年195元。

本年度“北京普惠健康保”可为
参保人提供医保目录内自付、目录
外住院自费、106种国内外特药三层
保障。据悉，特药保障无起付线，动
态调整保障范围。今年的特药保障
包括国内创新特药41种和海外特药
65种，覆盖肺癌、胃癌、乳腺癌、淋巴
瘤等近40种肿瘤的全周期用药。

与往年不同的是，2025 年度
“北京普惠健康保”对连续三年参
保且无出险记录的参保人首次推
出两项优待政策。一是降低住院
自费起付线，健康人群由 1.5 万元
降至 5000 元，特定既往症人群由 2
万元降至 1.5 万元，降低理赔门
槛。二是新增一项专属的免费健
康管理服务，可在免费享受 5 次基
础健康管理服务外，再从口腔健
康、中医调理、健康检查、家庭急救
包、小药箱、线上健康课程六项专
属服务中任选一项免费体验。

“北京普惠健康保”参保人群

不限年龄、户籍、职业以及健康状
况，凡是北京市基本医保参保人、
拥有北京户籍或持有北京市居住
证且已参加异地基本医保的北京
市新市民、中央公费医疗人员、北
京市医疗保障局等相关政府部门
管理的特定人群，包括征地超转人
员、医疗照顾人员、离休人员、军休
人员，皆可参保、可理赔。同时，连
续参保人员的健康状况以首年参
保时为准，即首次参保为健康人
群，连续参保期间罹患特定既往
症，仍可按健康人群待遇标准获得
更高的赔付。

自今年10月15日起，市民可关
注官方指定投保平台“北京普惠健
康保”微信公众号线上投保，还可
在支付宝、“京通”小程序等渠道搜

“北京普惠健康保”投保，亦可通过
中国人民保险、中国人寿、泰康、太
平洋保险、中国平安、北京人寿6家
保险公司的专业工作人员咨询投
保。支持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北京
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使用医保个账
资金为本人投保；在完成个账共济
备案后，还可使用医保个账余额为
配偶、父母及子女投保。

此外，“北京普惠健康保”持续
优化理赔流程，对符合条件的参保
人，主动发短信、打电话提醒理赔，
无需提供医疗票据等理赔材料（特
殊情况除外）即可获赔。过去三
年，“北京普惠健康保”已惠及数十
万参保家庭，最高赔付金额超69万
元，最大年龄受益人107岁，最小年
龄受益人仅 4 个月，为众多参保家
庭提供坚实的多层次医疗保障。

2025年度“北京普惠健康保”开放投保
连续参保新增两项优待政策

本报讯（记者 杨天悦）昨天，
2025版北京米其林指南发布，共包
括 101家餐厅，其中有 13家餐厅首
次上榜。从经典美食北京烤鸭到
精致讲究的官府菜，上榜餐厅中既
有古都的传统韵味，又有南北地域
的交融创新。

记者注意到，今年的新上榜餐厅
中包含3家一星餐厅，3家必比登推
介，以及7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

其中，主营鲁菜的鲁上鲁餐厅
晋升为二星餐厅，另外还有三家餐
厅首次登榜便获得一星，分别是现
代法餐厅黑天鹅、时尚欧陆菜馆
The Georg 和粤菜餐厅龙庭。此
外，京季、京兆尹和屋里厢3家餐厅
再度获评二星，潮上潮 （朝阳）和
新荣记（新源南路）蝉联三星。

今年以来，伴随理智消费风潮
兴起，消费者在就餐选择时开始更
多考虑“质价比”。在米其林指南
国际总监格温达·普勒内克看来，
近年来在指南评选过程中，一路见
证了北京美食传承在当代的演

化。“今年新版指南收录许多新开
业餐厅，从传统地方菜肴到新锐餐
饮体验，彰显了北京作为美食中心
的特殊地位，也印证了北京餐饮的
韧性和多元。”他说。

记者注意到，淮扬府安定门店
已经连续六年获评米其林餐厅，在
店经理看来，如今餐饮市场竞争日
趋激烈，消费者选择更多，也更加
理性消费。“餐饮品牌更要多接地
气，才能保持品牌的延续，从爆红
走向长红。”她说。

此外，传承旧时“八大楼”的烹
饪技法的京华楼饭庄也在今年首
次登榜。在京华楼饭庄主厨、中国
烹饪大师甄建军看来，如今的餐饮
市场异彩纷呈，创新的同时，守正
颇为重要，“力求为食客呈现出最
原汁原味的传统老味道。”

“北京的餐饮市场依然充满活
力、前景可期。大胆颠覆的新餐
厅、沿袭传统的老手艺，和滚滚向
前的新思潮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
期待。”格温达·普勒内克说。

101家餐厅入选2025北京米其林指南

2013年，在捷克大使馆和我国各
级政府部门的帮助下，中捷当代美术
馆落成了。这座建筑北侧是展厅区
域，南侧是艺术家工作室，伊瑞夫妇是
美术馆的主理人。

“工作室在宋庄揭牌那天，我就决定
再也不搬家了！”伊瑞说，2006年，他就在
通州杨庄的一座老厂房里开了工作室。
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工作室又辗转至黑
桥艺术区、国贸CBD等多个地方。

国贸的那个工作室位于一栋高档写
字楼里，面积500平方米，交通特别方便，
窗外非常繁华。然而，伊瑞的创作却遇
到了瓶颈。他给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场

景——自己留着大胡子，手上、身上沾着
很多墨汁，与一群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每
天同坐一部电梯，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当伊瑞把工作室搬到宋庄，创作
思路豁然开朗。相比繁华的国贸，位
于东六环外、潮白河边的宋庄自然环
境非常好。更重要的是，好多艺术家
聚在一起，交流起来特别方便。“我对
描写大都市的郊区很有兴趣。在宋
庄，我一出门就能碰到自己想画的题
材。”伊瑞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宋庄各处
寻找灵感，道路、田野、工地，甚至街边
小店的麻辣烫、电线杆上的喜鹊，都被
他画进了水墨画中。

用画笔记录大运河变迁

提到通州，大运河是个绕不开的
话题。伊瑞来到通州这么多年，自然
也创作了不少与运河有关的作品。
印象最深的，是 2010 年 12 月的一个
深夜。

那天晚上，伊瑞在运河边找了块
平地，铺上毛毡，再把一张2.25米宽、3
米长的宣纸覆在上面。调好墨汁，用
毛笔依次画下运河、燃灯塔、北关闸、
岸边树木以及远处建筑工地上的一个
个塔吊，整个创作过程持续两个多小
时。完成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因为天
气寒冷，被墨汁打湿的宣纸竟然和毛
毡冻在了一起。“我找了一辆平板车，
把这张大画运回工作室。第二天解冻
后，直接带着它参加了北京国际美术
双年展。”伊瑞说。

安家宋庄后，伊瑞画运河的机会
更多了，运河游船、大运河森林公园、
五河交汇处全都画过。“通州的历史很
悠久，比如燃灯塔，始建于北周……”
他脱口而出王维珍描写通州的诗句，

“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
北京的秋天很美，过一阵，伊瑞准备再
到运河畔，创作一幅燃灯塔主题的水
墨画。

29年前来中国学习绘画

骑自行车在宋庄找灵感

借鉴中国画的留白手法

为什么来宋庄？汉森说，在瑞典的
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朋友，介绍说北
京有个地方叫宋庄，聚集好几千位艺术
家，涉及雕塑、绘画、音乐等很多门类，
产业链也很齐全。“我当时特别惊讶，因
为这种规模的艺术家群落，不仅在瑞典
没有，连整个欧洲都没听说过。”

带着“背包客”心态，汉森来到宋
庄走走看看，没想到被这里的环境深
深折服，从而决定定居下来。“这儿真
是太神奇了！”能和这么多艺术家沟
通交流、分享经验，有这么多美术馆
能办画展，街边这么多与艺术创作相
关的店铺，走路几分钟就能买到便宜
的材料……

定居宋庄这么多年，汉森也结交
了不少朋友。“一位画中国水墨画的朋
友，跟我分享了留白手法，让我有了很
多创作灵感。”他带记者走进厢房，这
里布置成一个小展厅，墙上挂着汉森
最新的雕塑作品《中间》——面容分成
两半，中间留下一道未完成的空白，每
一位观众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补
全这个作品。

一家四口都是“宋庄人”

汉森的妻子是美国人，两个孩
子都出生在宋庄。“我们现在也学着
中国人，晚饭后到马路上遛遛弯。
有路人会问我是哪里人。我会说，
宋庄人。然后哈哈大笑。”汉森说，
他们一家四口都是“宋庄人”。

汉森的家距离大兴庄村 81 号
院不远，开车只需要 5 分钟。不忙
的时候，汉森也会去周边赶赶集，买
点老乡自产的蔬菜。他还特别爱逛
菜市场，学着网上的教程，给全家人
做几道中餐。

“我们全家现在都已经有了
‘中国胃’，主食除了米饭、馒头，
还吃油条、糖三角、豆包，我会做
红烧排骨，会炖鸡汤，这两天正学
着做牛肉面。”汉森说，几个月前，
他回了趟瑞典老家，姐姐给他倒
了杯冰咖啡。他摇摇头说，“不，
姐姐，我想要一杯温开水。”看着
姐姐充满疑惑的表情，汉森笑得
合不拢嘴。

本报记者 陈强/文 白继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