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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通州新华大街上的北京光
学仪器厂，成立于 1962年，曾是我国
精密仪器制造行业领军企业，制造出
了国产第一台光学经纬仪、大型天象
仪。昨天，这座拥有辉煌历史的厂区
启动改造升级，通过城市更新，未来
将变身北京绿色技术创新服务产业
园，助力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
范区。

部分区域直通通惠河滨水空间

在“老通州”王立国心中，北光
厂是新华大街上的地标，“过去我们
常说，北京城西有首钢、东有北光。
就算在厂里当学徒，都是挺风光的
一件事。”

北光厂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
升级全面完成后，这里将成为敞开
式、花园式园区，融入城市副中心蓝
绿交织、水城共融的风貌，“周边市
民散步遛弯，都可以来里面逛逛，看
看新北光。”

未来，厂门和喷泉广场区域拆除
后，将建设敞开式广场；厂区配套服
务区域将可以直通通惠河滨水空
间。具体来说，北光厂三跨车间东侧
与礼堂北侧合围的区域，将成为活力
十足的商业、餐饮空间，还有一处屋
顶露台方便大家拍照，通惠河畔将增
加儿童游乐设施、多功能草坪、观景
平台。

一批老建筑变身办公区和展厅

北光厂总共有 5 万多平方米老
建筑，年龄最大的主办公楼建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最“年轻”的博飞楼建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漫步厂区，一种
历史感扑面而来。

改造升级过程中，借助城市更
新，坚持“少拆利旧，外貌修缮，延续厂区历史脉络”的原则，北
光厂将最大限度保留这些老建筑的结构，让它们焕发新活力。

未来的北光厂内，保留苏式风格外立面的主办公楼，将和
博飞楼、光学楼、天平装配车间一起成为绿色科技企业办公区，
引入碳排管理、绿色建筑、绿色金融、能源管理等领域企业，形
成集聚效应，充分利用首都和副中心产业政策，做好对初创企
业的服务，打造绿色发展新引擎；拥有挑高优势的三跨车间、礼
堂，将成为绿色科技会展会议中心，承办会展会议、专业培训；
拐角楼拆除后将建成绿色科技企业孵化办公区；技校区建筑拆
除后将建设专家公寓。

爬山虎和古油松成为园区亮点

北光厂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升级过程中，将利用最新绿
建技术，实现超低能耗；保留老厂部分车间清水红砖外墙立面，
实现历史感与现代气息的和谐统一。

未来的“绿色新北光”还将利用绿色能源。通过使用“地源
热泵+空气源热泵+电制冷系统”，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供冷
供热。园区在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的加持下，预计可使年度二氧
化碳排放减少1000吨。

更加值得期待的是，“新北光”还将充分展现老厂区的绿色
肌理，最大化保留现有树木和爬山虎，一株树龄 200余年的油
松也将得到充分保护和展示。通过多层次立体化布置绿色景
观，映衬通惠河水韵，打造高品质、高颜值的绿色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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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万达，今年10岁了！这座地处通州老城西门地区
的商业综合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通州最有热
度的地标商圈，是很多居民逛街购物的首选地。

迈入副中心时代，通州的商圈绝对可以用“百花齐放”
来形容。除了老城区里的万达，还有紧邻大运河的万象
汇、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入口处的城市大道……截至目前，
副中心已有大型商业设施 11个，在建商业项目 14个。这
些热度十足的地标商圈，见证副中心一路成长。

“首店集聚”点燃环球商圈

开园已有 3年多的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是副中心
一张靓丽的文旅金名片。根据通州区此前公布的数据，
2023年，环球影城接待游客量达到988万人次，环球商圈的
人流量达到了1600万人次。

到环球影城，除了玩游乐项目，还能逛商圈。在影城
入口外，一条名为城市大道的商业街，让游客无需买票即
可感受“环球魔力”。这条街上有20多家店铺，包括1家多
功能影院、10多家融合中西方特色的美味餐厅，还有多家
世界知名品牌零售商铺。

2022年，城市大道入选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成为副中心繁荣夜经济的一处消费地标。这里最吸引人
的地方在于“首店集聚”——20多家店铺中，很多都是北京
乃至全国的第一家店。比如，大道入口附近的萌萌牛鱼寿
司汉堡餐吧和红炉披萨烘焙坊，是首次在美国之外亮相；
位于大道尽头的酷巧—巧克力商店和美味盛宴厨房餐厅，

更是全球所有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过去，通州很多传统商圈里的店铺都是连锁经营，逛

了这么多次，很难再勾起我的兴趣。但城市大道不一样，
这儿的很多店铺，光看名字和装修就想进去逛逛。”市民王
女士说，城市大道上的餐厅、咖啡馆，她也全都体验过，“没
有一家让我失望。”

万象汇商圈辐射“北三县”

开业前三天吸引顾客近 40万人次，销售额近 4000 万
元……今年 9月开门迎客的通州万象汇，汇集了 260余家
店铺（其中区域首店 100家），是大运河东岸一处全新的地
标商圈。开业当天，商场外的道路上甚至要安排交警疏导
交通，周边小区与行政办公区的两处临时停车场也被临时
调用，以满足顾客停车需求。

记者发现，万象汇停车场里，除了“京牌”，还有一部分
挂着河北廊坊牌照。北京通州与河北廊坊北三县（三河、
大厂、香河）就隔着一条潮白河，万象汇距离京冀交界只有
不到 4公里，燕郊的居民，沿着通燕高速自驾过来只需 20
多分钟，用时跟从通州老城区过来差不多。通过地下通
道，万象汇还连接着东夏园交通枢纽，家住大厂潮白河孔
雀城小区的居民，乘坐822路公交车也能直达。

万象汇开业后不久，连通副中心与大厂县的厂通桥也
通车了。这座形似“舵轮”的大桥，双向六车道，是大厂进
京的“快速通道”。大厂人王勇就在通州万象汇工作，大桥
开通后，他的上班路缩短到了 18公里，骑电动车只用了 40

分钟，“我的很多亲戚朋友都来逛过万象汇，从大厂开车过
来，只要10多分钟，特别方便。”

让商圈联动大运河文旅资源

今年 2 月，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被确定
为 5A 级旅游景区，截至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超 665 万人
次。为了更好地服务远道而来的游客，副中心很多商圈
也计划与大运河文旅资源联动发展。

比如，环球度假区就计划建造城市大道码头和诺金
码头，度假区水系还将进行河道亮化并安装艺术光影装
置，用美景吸引更多游客。这两座码头建成后，游客不仅
可以坐船游览环球度假区水系，还有望搭乘水上巴士直
达大运河。

比如，与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一路之隔，拥有全
北京最大的奥特莱斯、微度假小镇的“湾里”超级商业娱
乐综合体将于明年下半年开张。项目负责人曾表示，通
州张家湾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见证了漕运文化的
兴盛，希望“湾里”项目能够再现当年大运河千帆竞发的
辉煌。

再比如，大运河畔，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部，被北京
艺术中心、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环抱的源·
心商业综合体项目，2万平方米的餐饮区域将于今年底前
率先开业，进一步提升三大文化设施的游览体验，打造成
为千年大运河畔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交互空间。

本报记者 陈强

2024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闭幕，在平行论坛上展开热烈讨论

京津冀同作都市圈发展与协同治理大课题
又讯（记者 陶涛）昨天上午，2024 北京接诉即办

改革论坛之“同行——都市圈发展与区域协同治理”
平行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平行论坛
由通州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承办，来自国内外的
220 余名专家学者、政府部门、高校代表参加，围绕
都 市 圈 发 展 与 区 域 协 同 治 理 主 题 ，展 开 了 热 烈 讨
论，市领导及通州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主要领导
出席。

领导致辞环节，市领导指出，京津冀三地政府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接诉即办
为抓手，推进 12345 热线协同联动，促进都市圈深度
融合，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
孟景伟指出，北京城市副中心以首都发展为统领，以
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驱动，不断夯实“11311”工作体系，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
记、主任杨秀玲介绍了京津冀深化区域协同治理推动现
代化首都都市圈发展的工作成效，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托尼·普罗瑟分享了英国的多层次城市治理经验，北京
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提出了群众诉求推动
京津冀空间协同与跨域治理的对策建议，日本千叶大学

教授秋田典子分享了日本大都市圈和生活圈双层结构
中的都市转型做法。

实践交流环节，天津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办公室
副主任刘新佳介绍了接诉即办助推京津冀区域治理
现代化的实践经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书
记、院长崔亚东围绕数字化城市治理作了发言，澳门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伟星介绍了粤港澳大湾区
融合发展公共行政制度创新情况，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教授夏洛特·维利尔斯分享了英国健全社会福利的协
同治理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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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基于群众诉求探索
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的实践情况。

热点故事评论环节，著名主持人白岩松讲述了接
诉即办推动京津冀协同治理的热点故事，展示了接诉
即办机制在解决跨区域问题、提升政府服务效率、增
强公众满意度等方面的显著成效。

本次平行论坛的成功举办，促进了国内外都市圈
发展与区域协同治理的经验交流，探索通过接诉即办
推动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协同治理的新机制，将
为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地区协同治理提供有
益经验。

通州万达开业十年，商圈人气依旧火爆，是很多居民逛街购物的首选地。记者 常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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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具形态的十二生肖

本次展览中有一个角落，如果参观千万别错过。
这里展示了齐白石的著名画作《十二属图》。

根据题跋，可知《十二属图》的由来。题跋写道
“藯三先生既藏予画多，又欲索画十二属，予以有未曾
见者，龙不能画，遂却之。先生令厂肆一年之中索去
二三纸，用心四年，始集成。先生今已为予友也，出画
属题四字，予始得知心苦。”

题跋中提到的“藯三先生”即收藏家关蔚山。当
时他向齐白石求十二属相的画，齐白石以没见过龙为
原因回绝了。后来关蔚山每年求两三张，一共求了四
年，最终凑成了眼前的《十二属图》。

齐白石笔下的十二生肖各有不同。比如《桃猴》，
画中猴子怀中抱着一只与躯干大小相当的桃子，双腿
虽然是向前走，但是上半身朝向斜后方，右手放在额
头前做出张望姿势，看上去十分拟人。画中的题跋也
十分有趣，“既偷走，又回望，必有畏惧，倘是人血所
生，必有道义廉耻。”这段题跋极具讽刺意义。

参观者都喜欢与自己的属相合影，可是属牛和属
虎的观众们会发出疑问：为什么这两幅画中的动物只
有背影？展览策展人、北京画院副研究员张楠介绍，
在画家胡佩衡、胡橐（音同佗）父子所著的《齐白石画
法与欣赏》一书中，齐白石曾表示想画一幅牛屁股，同
时也能让观看者看出这头牛是歪着头，寓意想要回
家。“因为齐白石儿时候曾在老家放牛，所以这幅画应
是他的内心写照。至于老虎为何也是背影，这可能是
老人的独特视角。”

而《十二属图》中的龙也是非常有趣。与其他十
一幅露出全身的画作不同，这幅画只有龙首露在画面
的右上方，其余部分则被云雾覆盖。而且齐白石对于
龙眼的描绘十分独到，一反传统的凌厉，这幅画作中
的龙竟有些可爱。

不画未见之物是齐白石的原则，这幅龙是如何诞
生的？齐白石的孙女齐慧娟介绍，齐白石以前学过
木工雕花，熟知龙、麒麟等常见纹饰的绘制。“齐白
石早期的画作中不止出现过龙，还有钟馗、王母等
神话人物，只是后来他的艺术大成，就不再画没见
过的事物了。”

张楠介绍，这套《十二属图》虽然画幅尺寸相近，
但并非按十二生肖的顺序进行创作，在创作时也没有
统一的构思和命名，各具情态，传神地表现出各种动
物的特性，也传达出齐白石的一些人生感悟、个人性
情与思想感情。

声名渐起知音来

齐白石成名后，求画求印者络绎不绝。1950年，
齐白石与文坛巨匠老舍在北京市文联大会上相识，自
此交往日密。此时齐白石已年近九旬，而老舍刚刚五
十出头，二人堪称忘年交。

老舍雅好收藏，常以诗词名句求齐白石作画。展
览中便有一封1951年老舍书写的《命题求画信函》，
该信札以四句古诗为题，向齐白石求四张“二尺小
幅”，并寄去“人民券三十万”（相当于 30元）作为画
资。只见信函上，红黑笔迹相交织，道出四句诗词意
境，“（一）苍苔被阶寒雀啄，渔洋山人句。（以苔石作
阶，二三寒雀啄轻）（二）蛙声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
（蝌斗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矣）（三）凄迷
灯火更宜秋，赵秋谷句。（一灯斜吹，上飘一黄叶，有秋
意矣）（四）还须种竹高拂云，施愚山句。（新竹数竿，瘦
石一拳）”括号中的红字是老舍写下的自己的构思。
齐白石最后却只给老舍画了两幅，并改“二尺小幅”为
四尺长立轴，一幅为《凄迷灯火更宜秋》，另一幅便是
著名的《蛙声十里出山泉》。

这幅《蛙声十里出山泉》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此
次并未参展，但仍有一幅示意图，可见画中景物。远
山映衬下，一道急流从山涧乱石中泄出，几只小蝌蚪
正顺流而下，欢快戏水，正应了老舍所写的“无蛙而蛙
声可想矣”，更有“深山藏古寺”的意境。文学家的巧
思与画家的技艺碰撞出诗画融合的经典之作，造就一
段佳话。

坐落在北京市和平门外琉璃厂西街的荣宝斋，是
齐白石在北京售卖和传播作品的重要场所。初来京
城时，齐白石便在此挂单卖画。随着齐白石艺术声名
的扩大，荣宝斋特意为他定制了一系列精美的诗画
笺，深受市场欢迎。齐白石曾言：“我的诗第一，印第
二，字第三，画第四。”除了画，齐白石也卖印，展览中
有一本齐白石所写的《丙子杂记》，第一页记录着他卖
画卖印的日常收入。“荣宝斋廿四元。一月廿七日，刊
二石，六字：徐源泉印、客尘。十六元。又刊一石，四
字：杨亚峰印。十六元……三月六日，五尺四件，虾、
白菜、葫芦、大小鸡。润手。”齐白石的字迹潇洒随意，
完全不拘泥于纸上红格。

而齐白石篆刻作品中的巅峰之作也能在展览中
寻到。那是一方齐白石晚年所刻的自用印，上刻“门
人半知己”几个字。“齐白石借鉴了吴昌硕篆刻的破
残、剥蚀之美，结合了赵之谦的留白处理及黄牧甫的
几何造型，将他们的印风熔于一炉，创造出自己的篆
刻风格。”张楠介绍，齐白石还擅长运用斜线分割空
间，此印“门”字左右并未采用传统的对称处理方式，
而是歪斜地排列。“人”字中间大量留白。“知”字则整
体右倾，“己”字下面的留白与“门”“人”字中的空间相
呼应，最后以封泥边栏将五字框在中间，整体印面布
局灵动而不局促，“门”字外还故意破残，使印文右侧
舒朗而不紧凑，堪称齐白石篆刻中的颇具巧思之作。
所谓“门人半知己”，表达的是齐白石对门下弟子的情
谊。齐白石门下弟子众多，梅兰芳、李苦禅、王雪涛、
李可染等都曾拜师于他。忘年交、求购者、门人弟子，
让晚年大胆革新的齐白石，终究没有“饿死京华”，而
是有了更多知音，能懂他画里乾坤。

红花墨叶中的年龄之谜

展览的最后展示着齐白石步入耄耋之年的
作品，其中一幅创作于1957年的《牡丹》是齐白
石晚年真正解开束缚、将重彩大写意发挥到极
致的经典之作。全画采用了彻底的没骨画法，
仅靠浓重不一的墨点便将一丛簇拥着的牡丹再
现于画面中央，抽象却传神，无“形”却生动。相
比之前，牡丹的叶片不再完整勾勒，仅用粗糙的
墨线表现其叶脉走向。线条笔墨肆意潇洒，似
乎被一股疾风吹向了同一个方向，表现出牡丹
屹立于狂风中坚定的姿态与力量，这正是齐白
石对晚年的自己和国家社会的希冀与写照。

辽宁省博物馆的藏品《折枝花卉卷》也来到
了展览现场。1954年，当时被称为东北博物馆
的辽宁省博物馆举办了一场齐白石画展，这也是
齐白石生前举办的一次规模最大的个人展览。

这幅约三米半的《折枝花卉卷》正是齐白石
破例为此展览无偿捐赠的作品。画面自右至
左依次绘制的是藤萝、荷花、菊花、红梅与牡
丹，各自都采用了齐白石单幅画中常用的描绘
手法，但在构图布局上又互相呼应。作为齐白
石大写意花卉的经典物象，这五种花卉难得集
于一卷。因此此作可说是齐白石晚年的集大
成之作。

然而一些细心的观众会在齐白石晚年画作
中发现一个疑问，上文提到的《牡丹》落款处的
题跋写着：九十七岁白石。然而齐白石生于
1864 年，卒于 1957 年，而这幅《牡丹》为 1957
年创作，应写九十三岁，齐白石怎会凭空长了
四岁呢？

齐慧娟介绍，齐白石出生于 1864 年 1 月 1
日，但是当时的中国按照农历纪年，所以齐白石
出生时就是农历 1863年 11月 22日。“按照中国
民俗普遍采用 1岁为人生起点，而且齐白石出
生一个多月后就是农历新年，新年要涨一岁，这
样他就‘两’岁了。”

而到了 1937 年，齐白石遇到一位算命先
生，算命先生说他 1937 年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为了躲过此劫建议采用“瞒天过海”的方式，于
是齐白石在本身已经大了两岁的年龄上，又加
两岁。可见齐白石凭空长的四岁是受到中国传
统纪年的影响，也是其破解灾祸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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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眸回眸20242024··副中心答卷副中心答卷

这一年副中心商圈百花齐放
通州已有大型商业设施11个，在建商业项目14个

本报讯（记者 武红利）昨天下午，2024北京接诉即办改革论坛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闭幕。市政协主席、市委深改委“接诉即办”改革
专项小组组长魏小东出席闭幕式并作总结发言。

魏小东表示，这次论坛立足北京、辐射全国、放眼世界，吸引了全
球范围致力于现代化城市建设和治理的同仁，共商城市治理大计，凝
聚了应对全球议题的广泛共识，传递了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收获了
深化城市治理的宝贵智慧。面向未来，北京将积极建设人民城市，以

“枝叶总关情”的情怀，回应民之所盼，解决民之所需，建设属于人民、
服务人民、成就人民的美好城市。积极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唯
奋楫者先”的担当，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
路，让城市更具吸引力、创造力、影响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
撑。积极构建全球城市命运共同体，以“大道众行远”的胸怀，聆听世
界声音，深化交流合作，携手协同治理，为北京、为中国、为世界城市
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闭幕式发布了《城市治理现代化北京宣言（2024）》；举办了“我的
接诉即办故事”“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青年对话”“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
践对话”“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对话”等活动，通过分享故事、对话
交流等形式，进一步凝聚城市治理现代化共识。

中央有关单位和北京市领导蔡丽新、赵芮、游钧、夏林茂、司马
红，北京市政协秘书长韩昱，外国有关城市负责人、驻华使节、国际组
织驻华机构代表、专家学者等出席闭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