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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倚剑）蛇年新春，通
州区8个传统大集陆续开市，“集”合新年
喜气。昨日上午，2025年运河大集·大运
河新春游园会与观众见面，“运河年”正
式拉开帷幕。

本届大运河新春游园会分为漕运码
头、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和柳荫广场
三个区域。作为此次新春游园会的主会
场，漕运码头游园会首先正式向游客开
放，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和柳荫广场
会场将于 1月 29日开市。三地市集将持
续至 2月 12日，从大年初一至正月十五，
为游客提供“春节无休”的欢乐体验。

漕运码头会场分为三个区域，共有
80 余个摊位。自入口走入园内，首先入
目的白色移动摊位车以手工艺品、潮流玩
具为主。紧接着阵阵香味飘来，美食区出

现在眼前，肉夹馍、大肉串、面茶……传统
小吃与地方美食琳琅满目。走到大运河
边右拐，这一区域以轻食、文创为主，路
边有游乐项目，无论大人小孩，都能高高
兴兴地边逛、边看、边玩。央视新闻新媒
体直播节目“春近年味浓 辞旧迎新过小
年 如意吉祥盼团圆”中，面向全国直播
逛集全过程，展示大运河畔喜庆新年的
美丽风光。

居民李女士给孩子买了个糖人，自
己也挑了一个糖画，重温童年记忆。“今
天第一天开集，虽然还是工作日，但市集
上已经有不少人了，非常热闹。等过年
了，我把老人也带来，祖孙三代一起体验
过去逛庙会的感觉。”李女士说道。

除了非遗市集、特色美食、互动打
卡、DIY手工，游园会还准备了精彩的节

目，小车会、戏曲表演、舞狮，非遗、民俗、
国潮表演一齐上阵，三个会场在春节期
间每天都是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有非遗、有美食、有表演，运河大集·
大运河新春游园会活动丰富多彩，营造
出喜庆、祥和、欢乐的新春氛围，丰富热
闹的逛集体验加上运河风情，为市民和
游客备上一顿创意十足的“文旅大餐”，
打造一个热热闹闹的“运河年”。

春节期间，居民游客若想来漕运码
头感受新春游园会的热闹，可通过地图
软件导航至“漕运码头”，自驾出行可将
车辆停放至入口处停车场，停车场共有
320个车位。如果市集太火爆，也可到朗
清 园 停 车 场 停 车 。 乘 坐 804、专 203、
T116、T88、803 等公交也可抵达漕运码
头附近。

蛇年新春 享趣通州
本报讯（记者 曲经纬）乙巳蛇年的脚

步近了，来城市副中心的游客不仅可以逛
运河大集和大运河新春游园会，还能买到
来自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吉兔坊的国潮玩
偶、大运河礼物的金蛇送福新年伴手礼，
以及出自宋庄雕塑艺术家董晓宾之手的
雕塑摆件，把蛇年好礼带回家。

吉兔坊今年推出蛇兔系列冰箱贴。
兔儿爷是嫦娥身边捣药的玉兔儿，可以给
人们带来吉祥和平安。它也是北京城的
保护神，自明代起，北京就有请兔儿爷和
送兔儿爷的习俗。今年，吉兔坊的兔儿爷
继续与生肖结合，主打蛇年“蛇盘兔”新春系
列，用俗语“蛇盘兔，必定富”来诠释。“纪念磁
贴脱离了传统兔儿爷只做摆件的功能，增加
了展示性。”吉兔坊经理乔宏霞说，“这件礼
物内部增加强磁磁铁，配上手工编织的草
篾，兔儿爷就可以吸附在冰箱上，背面双
面胶亦可粘贴在任何地方。”

“蛇盘兔”这一意象深深扎根在中华民
俗传说中，具有“必定富”的寓意，从农耕时
代开始，它穿梭于民间传说，婚俗讲究，乃
至地方歌谣之中，是地域文化里温暖又笃
定的符号。因此在乙巳蛇年，蛇盘兔自然
就成为艺术家和文创产品的灵感来源。

宋庄艺术家董晓宾在抖音和小红书的
私人账号中推出了他个人的新作品——蛇
盘兔雕塑摆件，与吉兔坊的冰箱贴相比，
手法更为写实。摆件通体高不过 20 厘
米，只见一条青蛇犹如京剧名角甩动的水
袖蜿蜒而来，兔身则蜷缩于蛇的环绕间，
四肢短小隐匿于绒毛之下，依偎出了岁月
静好的安然。鲜亮的色彩更加值得一
提。“取色于故宫宫墙的朱砂红，并融入琉
璃瓦的明黄，显示尊贵之气。”董晓宾说。
而这条青蛇则是自然原色，眼珠深邃狡
黠，微微分叉的信子仿若红绸，轻颤间嗅
探京城的烟火气与商机。“蛇与兔，在自然

习性上大相径庭，这一组合象征着不同性
格、不同生存模式，乃至看似对立的因素
都能寻得和谐共处之道。”在董晓宾看来，
这小小的雕塑蕴含着宏大的哲学智慧，启
迪人们把握生活的分寸与节奏。

来自宋庄的另外一座文创商店——
大运河礼物，今年将生肖蛇与汉字结合，
创作了一组金蛇送福伴手礼。趣味福转
盘兼具观赏性和趣味性。俯瞰，上层盘踞
的是一条金蛇，平视，金蛇则卷出了一个

“福”字，很有意思。不仅好看还好玩儿。
底层为祝福盘，旋转装置就能随机获得不
同的祝福语。“祝福语是随机分布的，这意
味着每个人都能在转动中获得专属的新
年祝福。”大运河礼物品牌创始人冯建
革说。

作为家居装饰，金蛇送福转转智能小
花灯更精致、实用。造型又是一条“小金
蛇”被艺术化，蜿蜒成“福”字的轮廓，顶部
可转动，设计展示了不同窗花的光影，智
能语音控制也增加了小夜灯的使用便利
性。“这款蛇年伴手礼更是‘福’和‘财’的
象征。”冯建革说，因为福头上还顶着一枚
精致的圆形方孔钱。

熟悉大运河礼物的朋友知道，这个品
牌在设计新年伴手礼时常常更重“感觉”，
此次也没让人失望，不仅推出了视觉礼
物，还有听觉礼物，金蛇献瑞音乐香器就
足够吸引眼球。与前面两款伴手礼的金
蛇造型不同，这个更像是调皮的金蛇放松
地卷了个尾，与其说是蛇，不如说是龙。

“蛇从龙，这款音乐香器的灵感来自于蛇
文化图腾，中国古文化中，蛇具有丰收与
繁衍、智慧与创富、吉祥与神圣的寓意。”
冯建革介绍说。这件礼物技术上也有讲
究，“利用风力流通循环原理解决了香在
密闭空间会熄灭的问题，传递着中国文化
和智慧的魅力。”冯建革说。

“赶大集去喽！”1月 21日是腊月二十
二，北方小年的前一天，早上 8 点 03 分，
6419次列车在通州西站鸣笛启程，带着一
股浓浓的复古怀旧风，东风 4D 型内燃机
车拉动 3节绿皮车厢，载着许多兴致盎然
的北京市民奔赴河北赶大集。

鹰手营子、六道河子、新杖子、上板

城、上板城南，6419次列车有5站出站就能
逛上大集，其中以六道河子大集、新杖子
大集最为火爆。这趟开行了 65年的公益
慢火车，如今成为“新网红”。1月 21日上
午，记者也登上这趟慢火车，和赶集的市
民一起去六道河子体验办年货。

坐上火车去河北办年货
六道河子大集距北京近 100 公里路

程，农历逢二逢七开集。记者从通州西站
坐车去六道河子站，火车票只需 14.5 元。
走进车厢，车窗贴上了红火的福字，一排

排红灯笼十分喜庆，车顶彩色的拉花让年
味儿更加浓郁。

顺义站，17 岁的王申一嘉拉着手推
车，和姥姥、妈妈、大姨、表姐一家五口登
上了6419次列车，去采办年货。这趟车在
怀柔、牛栏山、密云北等车站等都会停车，
不少京郊市民中途上车。“姥姥、妈妈都没
去过，之前我去过四次了，这次带她们去
瞧瞧。猪都是家养的，肉特新鲜。另外，
还有好多小吃……”说起好吃的，王申一
嘉滔滔不绝，准备这次去集上再尝尝。

为大筐队留两排架子
“老郭，今天准备去买点啥？”通州西站

6419次列车门前，列车员吕铁权热络地和赶
大集老朋友们打招呼。对于郭洪金一家来
说，6419是他们名副其实的购物车，他们坐
这趟车十多年，每隔一两个月就得去采购一
回。这次打算去新杖子大集附近住一晚，第
二天再去赶集。“每次过年前去都是满载而
归，这次肯定也是。”郭洪金期待地说。

像郭洪金一样，很多人都是大集的
“回头客”。在车上，吕铁权也总是给不熟
悉大集的旅客介绍，“六道河子夏天苹果、
梨好吃，冬天栗子好吃，新杖子是花果小
镇，还有平泉羊汤、避暑山庄、外八庙都很
值得去。”

出发前，列车长邹国利逐个检查车门，
从车头走到车尾。记者注意到，在2号车厢
车座后面有两排架子。邹国利介绍，与
6419/6420次列车共用一组车体的，还有一

对套跑短线小慢车6433/6434次，从兴隆站
开往承德站。新杖子镇、南湾子村的果农去
承德卖水果，需要挑着大筐坐这趟慢火车，
这些架子正是为他们放水果筐准备的。

去年 5月 28日，6419次列车还全新升
级，正式更换为空调车厢。慢火车服务提
升，吸引了更多旅客。

慢火车也是村里的致富车
11 点 04 分，6419 次列车稳稳地停在

六道河子站。旅客一下车，就直奔六道河
子大集而去，走路15分钟就能到。

来了北京客人，周家庄村逐渐热闹起
来。熙熙攘攘的大集，100 多个摊位整齐
排列，扑面而来的是纯正的乡土气息。

“这都是我们山上跑的溜达鸡！收拾
得干干净净！”中午12点，距离闭集还有一
个多小时，村民王朝月已卖出200多只鸡，
一上午就收入上千元。“多赚点儿钱，给儿
子攒钱买房。”老王笑得开怀。

周家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德林介绍，当
地农户的家养猪、溜达鸡、河套鱼最受北
京市民青睐，杂粮、山楂、核桃，都是当天
采摘当天上集市，新鲜绿色无污染。“我们
这是原汁原味的大集，慢火车火了，赶集
的人越来越多，村民的钱袋子也鼓了。”

两个多小时转下来，来时还是瘪瘪的小
推车已经变得鼓鼓的，过年用的红灯笼、对
联，还有各式各样的年货，塞满了小推车。来
赶集的北京市民，脸上洋溢着笑容，坐着下午
2点06分发车的6420次列车，满载而归。

通州区8个传统大集陆续开市

大运河新春游园会大幕拉开
运
河
礼
物
细
细
赏

国
潮
玩
偶
金
蛇
送
福

带
一
份
通
州
文
创
好
礼
回
家

通州西站火车笛声一声长鸣，记者随市民一道

坐火车奔河北赶集办年货
本报记者 胡子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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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年味儿

古朴、沧桑的通运桥，累累车痕，写尽昔日繁华。张家
湾大集，就设在桥头，“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张湾特色尽在这
里。”吆喝声、欢笑声此起彼伏，古老的通运桥，被集市的烟火
气和人们的热情唤醒。

集市上两百多个摊位，分成了两条街，一边以食品为主，另一
边则是杂货和生活用品。临近春节，摊主们备足了货品、增添了种
类，热腾腾的现磨黑豆浆、羊杂汤，刚出锅的排叉儿、烤鸡腿，整个大
集弥漫着令人垂涎的美食香。

家住次渠的刘艳专程来赶张家湾大集，11点刚过，手里已经拎着满
满几大袋战利品，顶花带刺的黄瓜、鲜榨的甘蔗汁、滋滋冒热气的肉蛋堡，
收获颇丰。这个冬天，对照着“通州大集日历”在各个大集间“特种兵”式穿
梭，成了刘艳和家人的乐趣之一。“昨天刚逛完台湖大集和漷县大集，今儿就
来张家湾了。地方大、东西多，物美价廉。我就是通州人，打小儿就跟着爷爷奶
奶赶大集，现在还是爱赶集，我看大集上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真不少呢！”

“虽然出门就有超市、菜店，但俺们就爱赶集，就为图个热闹劲儿，边逛边吃，有
气氛！我们多少年都在张家湾大集买东西，几乎水果和菜都是在集上买，在外边还真
买不到这么新鲜的。”家住张湾村的李佳晃着手里满满的几大袋蔬果，脸上堆满了笑。

逛大集怎么能不吃点？在张家湾大集，最好吃的咯吱盒、新鲜的清真牛羊肉、南大
化的金耳、苍上村科技小院的草莓等特产和农产品应有尽有；鲜榨甘蔗汁、炸油饼、酸辣
粉、大煎饼等小吃摊位，成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网红聚集地。

炸糕摊位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且等着呢，20分钟起！”市民王晓菲足足排了 25
分钟，一口咬下去，外酥里嫩，一脸的满足。

在张家湾清真美食摊位前，摊主马翠兰正忙得不亦乐乎，炸鸡、酱牛肉、松肉、丸子、糖卷果、
白年糕、咯吱盒，这些都是通州百姓过年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传统美食。在通州的美食中，属“咯吱
盒”最为有名，它是一种油炸的面食，因为咬起来咯吱有声而得名，而张家湾的咯吱盒又是通州最正
宗的，嚼起来松脆有回味。“今儿咯吱盒和糖卷果都卖得特别好，我已经在张家湾卖了40年的清真美
食，讲究的就是一个真材实料，手工制作。看我们这糖卷果，用料讲究着呢，枣我用的是山东优选大
枣。糖卷果寓意幸福团圆卷起来，新年好兆头。”马翠兰神采飞扬地介绍。

张家湾大集上的驴打滚也是一绝。“一般驴打滚都是糖馅儿的，我们家还有豆沙馅儿的，今天豆沙馅卖
得特别好，我们三点就起来准备了，供不应求，大家都特别喜欢这种传统小吃。”在驴打滚摊位前，摊主忙个
不停，还不忘叮嘱顾客，务必当天吃完，新鲜的最好吃。

大集上的非遗

2025年春节是申遗成功后第一个世界“非遗”春节，为了让市民度过一个更喜庆、更有韵味的新春佳节，张家湾
镇整合丰富的非遗文化资源，在大集周边进行环境布置和氛围打造。进门处，“运河大集欢迎您”的大门头耸立，火红
的对联福字、喜庆的灯笼挂满枝头，点亮新春的浓浓气息。

“运河大集”由何而来？张家湾大集有怎样的历史发展脉络？漕运文化因何形成？唐娃娃、东方艺珍花丝镶嵌、毛猴
等非遗技艺如何坚守“出圈”？为让市民对运河大集、张家湾大集及辖区内非遗文化品类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大集周边
开设了一条“文化长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述相关历史、制作工艺，让人们在逛大集的同时也能品文化、学知识。

在非遗摊位区，张家湾唐人坊的唐娃娃大受欢迎。这是一种结合传统与现代，以北京绢人技艺为基础创新设计的衍生品，以精
美的做工和栩栩如生的造型而闻名。在制作工艺上，融合了北京绢人的多项传统技艺，如捻丝编花、手绘妆容、手工盘发和刺绣等，同
时又融入了现代科技和材料进行创新。唐娃娃曾多次作为国礼和北京礼物享誉国内外，成为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爷爷，我喜欢这个毛猴！”在毛猴摊位前，栩栩如生的毛猴吸引了孩子们。张家湾镇齐善庄村的张凤霞是京味毛猴第四代传
承人，她说，用材简单的毛猴之所以能够惟妙惟肖，主要是以猴的动态传神，无论是站立、坐卧、盘伏、伸展，还是大小、高矮、胖瘦及
动作的一招一式，都在真实的基础上加以恰如其分的夸张、凝练，使每个毛猴的性格特征都能通过体态语言展现出来。

繁荣盛景再现

商户云集，人头攒动，不禁让人想起了张家湾作为昔日大运河第一码头的繁荣盛景。
《通州纪事》作者、中国文物学会会员王陆昕介绍，张家湾大集的形成，与漕运功能息息相关，其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辽、金时期，远超500年。张家湾位

于通州东南8公里处，随着潞水（北运河）漕运功能的兴起，人烟日渐增多，形成集市。距今476年的明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通州志略》里有一个“市
集”章，其中提到的乡镇市集有四个，比较特殊的是张家湾，因为“南北水路要会之处，人烟辐辏，万货骈集，为京东第一大马（码）头。”所以“日日为市”。

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的《通州志》中记载，彼时，通州的市集更丰富了，也许是赶上乾隆盛世，牛市东的杂粮市搬到了东关，改成日集，北
关增加了专门经营粮食的日集。乡镇的大集则增加到9个，其中张家湾集场，逢单日集期。在清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的《通州志》中，除了在州城增
加了钱市，乡村集场未变，而张家湾集增加菜市、猪市、草市、骡马市。

光绪末年，漕运终止，商业衰败，张家湾的坐商只剩下了30余家。1949年以萧太后河南部为集市。1984年开始改造张家湾旧镇，规划建设新镇，集市贸易有了
很大发展。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张家湾建成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农贸市场，有坐商96家、集市摊位650个，逢农历三、八为集，一直延续至今。

张家湾大集为什么这么火？王陆昕说，除了能够购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更吸引人的还是那种气氛。不绝于耳的叫卖声，人挨着人、人挤着人
的融合感，既保留了原生态、烟火气的老味道，又融入了文商农旅的新元素、新体验，是大集得以延续且人气不断走高的重要原因。而且，由于悠
久的集市文化，包括张家湾大集在内，张家湾地区共可细分出9个集市，足可见当地人民对集市的喜爱。

传承与创新

既有历史底蕴，又包罗现代繁华的张家湾大集，今年有哪些新意呢？
“今年的大集，我们不仅有传统的商品售卖区，还增设了文化宣传区、活动展演区、运河文化区、志愿服务

区等，做到了四味俱全，让大集不仅有经济味，还有文化味、烟火味、人情味，让市民同时感受物质
和精神文化的深厚。”张家湾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付家亮介绍。

除此之外，张家湾大集不仅提供了张家湾本地美食、特色农产品和非遗文创产
品，还引入了全区的知名品牌，如通商集团的小白楼百年老店产品、新华书店书
籍、农业农村局推荐的知名企业产品。为了增添参与度和乐趣，大集还开
展了集盖抽盲盒促销活动，助推惠民利民；还协调镇安全、综治、社区办
等职能部门开展节日安全服务宣传，安排了综合志愿服务台提供志
愿服务，共同助力市民过个安全祥和的节日。

自小年至元宵节期间，张家湾镇各村还将开展“运河开放
麦”“巧手做非遗”“浓墨添重彩”“欢乐庆元宵”等近 20场主题
活动。一场场新春盛宴、一次次邻里聚会，让大家在浓厚热

烈、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中增进友谊，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无限魅力。

1 张湾村集市(张家湾大集)
每逢农历三、八,早7:00-12:00（正月初三不开，正月十三将举办元宵节活动）

太玉园西区路东西北侧

2 南火垡村集市
每逢农历三、八，早7:00-12:00
南火垡村西九周路东

3 里二泗村集市
每逢农历四、九，早7:00-12:00

里二泗村庙后

4 枣林庄村集市
每逢农历四、九，早7:00-12:00
枣林庄村南口

5 上店村集市
每逢农历四、九，早7:00-12:00
梁上路南口

6 牛堡屯大集
每逢农历一、六，早8:00-12:00
张家湾镇中街村

7 陆辛庄村集市
每逢农历四、九，早7:00-12:00
陆辛庄村西

8 北大化村集市
每逢农历二、七，早7:00-12:00

北大化村西南口

9 齐善庄集市
每逢农历五、十，早7:00-13:00

齐善庄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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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大集运河大集 蛇年大吉蛇年大吉
策划策划：：金可金可 陈冬菊陈冬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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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好货一站式购齐、缤纷年味儿家门口可享、
非遗文化融合式“出圈”、特色年货“超靠谱”推荐、邻
里相聚家园情升温……昨天是农历小年，伴随着洪亮
的运河号子和清脆的锣声，“灵蛇贺岁 运河大集”张
家湾大集新年季在通运桥畔正式拉开序幕。

作为 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大集”的分会
场之一，张家湾大集新年季主题活动融传统大集、特
色展售、文艺演出、非遗展示等为一体，自小年至元宵
节精彩不断、好戏不停，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全方位
体验红火热烈的新春氛围。

每逢农历的三、八，快到张家湾赶大集吧！

各市集开集时间和地址各市集开集时间和地址

副刊·乐活

大运河新春游园会春节无休，热热闹闹、红红火火。记者 唐建/摄

系列文创礼物。（受访者供图）

列车员帮助乘客搬运行李。实习记者 夏一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