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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新春 享趣通州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伴随着浓
浓的年味，2025 年北京春节文旅市
场迎来“开门红”，为市民和游客带
来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也为北
京文旅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记者
从市文旅局获悉，春节期间全市接
待游客总量 1758.9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 花 费 286.7 亿 元 ，人 均 花 费 1630
元。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
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
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共接待游客
11.8万人次。

今年的春节假期，全市推出“庙
会、非遗、演艺、冰雪、乡村、联欢、乐
游”七大类过大年特色活动 2756 场。
传统庙会人气火爆，23个庙会灯会游
园会共接待游客408.9万人次，地坛庙
会、龙潭庙会、厂甸庙会等传统庙会
依然是春节期间的热门打卡地。庙
会不仅保留了舞龙舞狮、民间花会、
传统小吃等经典项目，还通过 AR 技
术、互动体验等创新形式，现代科技
与传统文化结合成为新看点，让游客
感受到传统年俗的现代魅力。非遗
文化成为今年庙会的亮点之一，北京
中轴线日均接待游客 42.4万人次，剪
纸、泥塑、糖画等非遗技艺展示和体
验活动备受青睐，许多游客表示，通
过亲手制作非遗作品，深刻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春节期间，北京各大文化场馆推

出的特色展览备受关注。全市博物馆
共接待游客235.9万人次，北京城市图
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艺术中
心共接待游客 11.8万人次。9个北京
非遗项目 42 位非遗传承人参加了央
视首届非遗晚会。不仅如此，北京入
境游呈现火爆态势，接待入境游客9.1
万人次，同比增长 51.9%；实现入境旅
游花费 9.3 亿元，同比增长 52%；人均

花费10179.9元。
全市文商旅体活动相融合，激发

假日经济新活力。春节期间，全市
110 个演出场所计划举办线下营业
性演出 1655 场，预计观众约 33 万人
次，预计票房超 5300 万元，场次、观
众、票房同比分别增长约 9%、7%、
8%。为妥善做好“大客流”应对，市
假日办坚持每日调度、实时监控、现

场调整、动态施策，加强了交通大客
流预判、公交运力调度、交通秩序疏
导和入园便利化，确保大人流大车
流进得来、走得快，提升市民游客体
验感。针对景区特种设备、景区森
林防火、人员密集场所、冰雪旅游、
用火用电用气、极端天气等存在的
安全隐患，落实了各项安全防范措
施，确保假日旅游安全有序。

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绿心新春
美食文化节、第五季冰雪嘉年华、阿派
朗奇幻雪国、“D.P.ONE 源·心”项目
非遗闹春活动……今年春节，城市绿
心森林公园的吃住玩逛全套文旅场景
进一步升级，假期累计接待游客 10.4

万人次，较 2024 年春节假期（8 万人
次）同比增长30%。截至2025年2月4
日，公园自开园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1295.8万人次。

今年，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首次举
办了新春美食文化节，网红切糕、云朵

舒芙蕾、干噎酸奶、烤海参、铁板大鱿
鱼、罐罐烤梨……60余种各地美食汇
聚，经典传统与现代创意交织，提供了
丰富的味觉体验。美食节上还轮番上
演惊险杂技魔术秀、民俗表演、舞龙舞
狮等精彩节目，市民游客品尝美食之
余，可以欣赏节目、与演员互动，吃得
舒心，也玩得开心。

美食节不远处即绿心每年如约而
至的冰雪嘉年华。“太好玩了，我还要
再玩几次 S型雪道！”在绿心冰雪嘉年
华内，刺激的雪圈项目吸引了众多亲
子家庭，薛子轩一家专门从燕郊驱车
赶来，体验绿心公园的冰雪季。“旁边
那个冰滑梯更刺激，速度太快了，我
一直尖叫！一会儿还想再玩一次。”
薛子轩意犹未尽地说。这已经是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连续五年举办冰雪
嘉年华，今年还为滑雪爱好者提供了
初级滑雪道，在副中心就能来一场刺
激的滑雪体验。

在阿派朗创造力乐园，山海瑞兽
奇遇季活动将雪国装点得如梦如幻。
雪圈、雪地转转等项目乐趣十足，八大

主题板块通过智能交互手环与线上任
务结合，让游客在混合现实中探索游
玩。阿派朗还特邀了智利国宝级制作
团队，精心打造了巨型木偶剧。腾云
驾雾的青龙、驱邪避凶的朱雀，仿佛从
山海经中走来。

大年初五，位于城市绿心的“D.P.
ONE源·心”项目张灯结彩，处处洋溢
着喜庆的节日气氛。20多家餐饮门店
假期不歇业，供市民游客尽享美食，春
节期间生意火爆。除了味觉盛宴，还
有文化盛宴，源·心“巳巳如意非遗闹
春”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天津快板、
北京琴书、河北梆子等传统非遗表演
项目轮番上演，天津快板节奏明快、诙
谐幽默，京韵大鼓婉转悠扬、韵味十
足，河北梆子高亢激昂、气势磅礴，不
时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掌声。通州小
车会和通州运河龙灯等巡游活动更是
将春节的喜庆氛围推向高潮。小车会
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
涵，展示了通州地区的传统民俗风情；
运河龙灯则以其气势恢宏、舞动生风
的表演，展现了运河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近日，市文
物局发布统计数据：除夕至大年初
七，北京地区博物馆累计接待观众
239万人次。博物馆里过大年正在成
为新年俗。

春节期间，北京地区博物馆以
“文物告诉你 何以中国节”为主题，
联手推出 4 个系列、175 项展览和文
化活动。

各馆推出的新展览中，与生肖
蛇相关的文物成了顶流，备受观众

喜爱。中国国家博物馆“四海一堂
春——乙巳蛇年新春文化展”上，彩
绘十二生肖陶俑、妇好鸮尊等明星文
物亮相。

京津冀三地博物馆联动推出年味
展览和活动，为观众带来一场文化盛
宴。其中，首都博物馆联合天津博
物馆、河北博物院，汇集三地精品文
物，举办京津冀木版年画展、宫廷文
物展、古代花鸟画精品文物展等。
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丰富的文化

演出、互动体验等活动轮番登场。
该馆共享大厅阶梯活动区，《运之大
河》《节日笑坛》《说唱名著》等曲艺
专场，叫好又叫座。

春节期间，“京津冀博物馆有吉
市”文创市集上，汇聚京津冀三地 30
余家博物馆的超千款文创产品亮相。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地区博物馆文创
销售量近 10万件（套），北京古代建筑
博物馆的“天宫藻井”冰箱贴、国博的

“凤冠冰箱贴徽章”、故宫博物院的“故

宫特色匾额冰箱贴”等文创再度登上
热销榜。

此外，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的“灵
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文物大联
展”、中国园林博物馆的“‘水陆同行
这亿年’生肖展”、恭王府博物馆的

“岁朝迎祥 美意延年——恭王府博
物馆藏传统木版年画展”等展览，北
京民俗博物馆的“第二十四届北京
民俗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为京城春
节增添新看点。

本报讯（记者 代丽丽）北京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日发布通知，本市
启动第三代社保卡第二批集中换发，涉
及海淀区、丰台区、通州区和延庆区四
个区的参保单位在职职工300余万人。

对于已开展换发工作的西城区、石
景山区、怀柔区、房山区、顺义区、昌平
区、大兴区、平谷区和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尚未申领第三代社保卡的在职
职工，可以在第二批集中换发期间继续
申领。

本市集中换发阶段采取线上申领
第三代社保卡的形式。参保人可通过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
站、京通小程序、“北京人社”微信公众

号、北京民生一卡通微信小程序等线上
服务渠道申领。在职职工须在参保单
位通过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官方网站开通集体申领后办理。

第三代社保卡自申领之日起 30个
自然日内完成制作，参保人可通过两种
方式领卡。一是选择“合作银行服务
网点”领卡，根据收到银行发送的短
信通知，到所选择的发卡合作银行服
务网点领取第三代社保卡，可现场启
用社会保障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二
是选择“邮寄”领卡，由发卡合作银行
提供寄递服务。

参保人收到卡后，可通过线上线下
渠道启用社会保障功能，激活金融功能

可就近到发卡银行任一服务网点现场办
理。另外，参保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联系
换发银行在制卡完成后上门发放，并同
步启用社会保障功能、激活金融功能。

下一步，本市还将启动三批次集中
换发。其中，第三批自 2025 年 5 月起，
组织东城区、朝阳区、门头沟区和密云
区等4个区的参保单位在职职工开展集
中换发。第四批自2025年8月起，组织
全市所有个人参保人员（含18岁以下未
成年人、18岁及以上在校大学生、以灵
活就业方式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人
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人员等）开展集中换发。第五批从2025
年10月起，组织全市所有离退休人员开

展集中换发。从 2026年 1月 1日起，本
市将进入常态化换发阶段。

第三代社保卡集社会保障、就医结
算、交通出行、公园游览和金融服务等
功能于一体，既是一张社保卡，也是一
张办事卡、民生卡、就医卡、银行卡。

个人在没有换发第三代社保卡或
已换发未激活前，原社保卡不会停用、
不设有效期，可继续使用。同时，请参
保人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在申领和使用
第三代社保卡过程中谨防诈骗。本市
人社部门和各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有
网页链接的短信或邮件通知，也不会向
单位或个人索要社保卡金融账号和支
付密码等个人敏感信息。

本市启动第三代社保卡第二批集中换发
涉及海淀丰台通州延庆四区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记者从市
交通委获悉，2025 年春节假期全市交
通运行总体安全平稳有序，假期日均
进出京客流较 2024 年春节假期（以下
简称“同比”）小幅下降，呈“前低后高”
态势。假日期间，市交通部门统筹谋
划、协调联动，“七站两场”地铁延时保
障，有力分担了抵京客流，旅客疏散效
率提升1倍；大型活动商圈加大公共交
通运力供给，周边交通指数和交通压
力较去年下降近两成；高速公路强化
免通服务，拥堵路段较去年减少三成。

城际交通方面，假期进出京客流
小幅下降。假期日均进出京客流 280
万人次，同比下降 6%。其中，2月 4日
为高峰日，进出京 381 万人次，同比上
升 5%。在进出京客流中，公路自驾和
铁路出行仍是进出京客流主力。从进
出京客流空间分布来看，进出京排名
前五的省份分别为河北、天津、山东、
河南、山西。

春节返程高峰期间，本市安排 10
条地铁提前或延长运营时间，公交在各
火车站夜班线加车备车并安排应急摆
渡车，机场巴士夜间增加备车并开行免
费摆渡车，出租车网约车组建保障车队

循环运营，确保大客流快速疏散。
据统计，2月 3日 23时至 4日 2时，

“七站两场”到京旅客 9.9万人次，地铁
延时共疏运旅客 3.2万人，客流分担率
37%；2月4日23时至5日2时，“七站两
场”到京旅客 10.3万人次，地铁延时共
疏运旅客 4.1 万人，客流分担率 40%。
两日地铁延时期间分担比例较2024年
春节返程最高峰日分别提升 27%、
30%。朝阳站地铁开通后，旅客疏散时
间由以前的1小时缩短至30分钟，效率
提升了 1倍；南站通过地铁延时组网，
旅客疏散时间由以前的40分钟缩短到
20分钟左右，效率提升近1倍。

此外，高速公路强化免通服务保
障，收费站车道全开，在易拥堵路段前
置清障救援力量，实现免费救援、快速
清障，遇事故快清快处，拥堵路段较去
年减少三成，未出现长时间大面积拥
堵情况。

交通部门针对庙会、演出等大型
群众性活动和商圈、景区等热点区域，

“一会一策”“一点一策”制定保障方案
和应急预案。节日期间，庙会及景区
周边交通指数和交通压力较去年下降
近两成。

本报讯（记者 孙宏阳）近日，北京
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网站对《北
京轨道交通15号线东延线路一体化规
划方案》进行公示。根据方案，15号线
将从俸伯站向东延长至顺义区南彩
站，规划南彩站也是一座新建站。

北京轨道交通 15 号线东延，是国
家发展改革委批复的北京轨道交通第
三期建设规划项目之一，是轨道交通
线网中的地铁普线，覆盖顺义区南彩
组团。项目的建设，可进一步加强顺
义河东地区与中心城区的便捷联系，
支撑顺义创新创业发展轴向河东地区
拓展。

15号线东延线路起自现状15号线
俸伯站，东至顺义区南彩站。线路沿
顺平辅线敷设，全长约 2.9 公里，全部
为地下线，新建车站1座。东延段设计
最高运行时速 100公里，采用B型车 6
辆编组。

方案在规划原则中提到，要注重
线路与沿线地区城市功能的协同发展
和站城融合，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优
化，同时，强化线路与综合交通体系的

衔接整合，提升地区交通服务水平。
此次东延线路、站位仅为规划方

案，具体实施方案以批复设计方案为
准，公示期将持续至2025年2月24日。

根 据 此 前 批 复 的《南 彩 组 团
SY00-3101、3201等街区控制性详细规
划（街区层面）（2021年—2035年）》，顺
义区南彩组团位于顺义新城潮白河东
岸门户地区，是新城创新创业发展轴
与潮白河生态功能带交汇区域，东至
南彩镇行政辖区边界，西至左堤辅线
及南彩镇行政辖区边界，南至南彩镇
行政辖区边界，北至南彩镇行政辖区
边界，总面积约 5812.47公顷，共包含 9
个街区，其中4个建设主导街区、5个生
态复合街区。

从功能定位上看，南彩组团将承
接中心城区科技创新与综合服务功
能，为重大项目建设预留战略空间，依
托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建
设，促进现状产业用地转型升级，承接
部分首都产业功能的转移，重点引进
智能装备、研发服务产业，逐步形成

“高精尖”产业集群。

本报讯（记者 李祺瑶）本市民办高
等学校、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将
迎来年检。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近
日发布通知，将联合市公安局等五部
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检查评估各校
办学状况。年检存在问题的学校将暂
停招生活动，在9月20日前完成整改。

此次年检包括学校自查、入校专
项检查、专家组审核材料和入校考察
等程序。市教委列出的年检“清单”
中，入校专项检查主要包括安全稳定
与消防、食堂食品安全、卫生安全等方
面。例如，学校应单独设置安全保卫
工作机构，主管领导及保卫干部须接
受过专业培训；全日制教育机构应设
置校内医疗机构，并取得《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均应取
得相应的执业资格，按照执业范围开
展诊疗活动等。

此外，各校还有一些硬性条件须

达标。依据办学状况检查指标，民办
高等学校的师资配备应与办学规模、
办学层次相适应。其中，专职辅导员
的师生比不低于 1:200，思想政治理论
课专职教师的师生比不低于 1:350；各
校还应至少配备 1 至 2 名心理健康教
育专职教师，师生比不低于 1:4000。
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应按照不
低于 20:1 的生师比配备专任教师，同
时应按规定配备班主任等学生教育
管理人员。

专家组将根据专项检查情况、书
面材料审核及入校考察情况，提出年
检考察意见和结论建议。市教委与相
关部门会商确定年检结论，并向社会
公布，有效期为 1年。年检结论为“通
过”的学校，准予在下一学年招生；结
论为“不通过”的学校，有关部门将根
据年检中发现的问题，在各自职权范
围内依法处理。

本报讯（记者 刘苏雅）《北京市促
进科幻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2027
年）》日前发布，2025年底，北京市科幻重
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600亿元；2027年，
科幻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

科幻产业是科技赋能文化、文化
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新领域、新赛道。
本市科幻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截至
2023 年底，本市科幻产业年均总营收
增速 26%；科幻企业和机构从 2021 年
底的441家增加至632家，增加了43%；
科幻产业总产值约占全国三分之一，
居于引领地位。

北京集聚的创新资源、活跃的创
新主体，正推动一批新技术赋能科幻
产业。现在，首钢园已经初具科幻味
道，动作捕捉技术能更高效地培训人
形机器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音频
编解码技术让“全景声”更具沉浸感，
全国最大的 7D 光场采集系统让数字
人制作更高效，这些前沿技术，都在为
科幻影视制作、游戏开发等领域的快
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为了更好支撑北京国际科技创新
中心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行动计划
提出了 6 个方面的 34 项重点任务，并

明确了阶段性目标。到 2025年底，北
京科幻产业强链、固链、延链成效显
著，科幻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600亿
元，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
到2027年，科幻产业承载力明显提升，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加速形
成，科幻重点领域产业规模将超过
1000 亿元。展望未来三年，北京科幻
领域将培育引进 10 家龙头企业及 60
家重点企业，新增 8 至 10 个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优质科幻 IP作品，打造不少
于10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幻主题展
示场景，引育不少于100名科幻人才。

在此过程中，本市将持续建设石
景山区科幻产业集聚区，并依托海淀
区科技创新资源、朝阳区文化创意优
势、怀柔区影视产业基础、大兴区新媒
体集聚效应、通州区文化旅游特色等
各区域科幻相关资源优势，形成差异
化发展格局，积极打造一批有世界影
响力的“炫酷”科幻场景，构建“一核多
点”科幻产业发展新格局。此外，本市
还将支持成立北京科幻领域公益基
金，拓宽科幻人才职称申报通道，组织
科幻创作赛事活动，以激发创作者活
力，并拓宽转化渠道。

春节高速路拥堵路段较去年减少三成

“七站两场”旅客疏散效率提升1倍

线路规划方案公示

地铁15号线将东延至顺义南彩

探索形成科幻产业发展“北京范式”

2027年科幻重点领域产业规模将超千亿

民办高等学校将迎年检

239万人次博物馆里过大年
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曲艺专场叫好又叫座

北京春节文旅市场喜迎“开门红”

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接待游客11.8万人次

春节假期城市绿心共接待10.4万游客

春节期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喜气洋洋，游人如织。记者 常鸣/摄

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