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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10件大事评出
本报记者 韩梅

人勤春来早 记者走基层
京津城际亦庄站开通后首个春运表现不俗

小站经受住了第一次大考
本报记者 张群琛 李若晨

小站不大，一座大厅两个站台。候车室
1466平方米，差不多三个篮球场那么大。两
个标准站台，各450米长。每天，田广华都要
转上几个来回，刷个一万来步轻轻松松。

今年春节，是京津城际亦庄站开站后迎
来的首个春运。据国铁北京局统计，春节假
期该局在北京地区共计发送旅客 307 万人
次，日均 38.4万人次。其中，京津城际亦庄
站日均进出站旅客2300人次，共计进出站旅
客约2万人次。

大年初七下午4点，C2018次列车准时停
靠亦庄站，不少旅客提着旅行箱从车上走出，

“下车的旅客从这边走，出站口外就是地铁站，
出租车与接驳的公交车也就位了。”国铁北京局
亦庄站副站长田广华引导下车旅客有序出站，

“今天返程人多，乘坐C2018次列车到站的旅客
有200多位。下一趟从天津方向过来的列车25
分钟之后就到，估计人数也差不多。”

一早一晚是京津城际亦庄站最繁忙的时
候。每天早上6点半到9点半，三个小时内共
有九趟城际列车前往天津；下午4点到9点一
刻，十列从天津、天津西、滨海方向驶来的列车
均在亦庄站停靠。这样的车次安排让亦庄站
客流呈现出明显的通勤趋势，大大方便通州、
经开区等北京东南部居民往返京津。

今年春节的首个春运，亦庄站探亲流和

短途旅游流叠加明显。“我们从完善综合服
务中心、优化候车大厅、加强站台盯控引导、
与属地多部门联动等方面详细部署。”田广
华说，为了让旅客少跑路，综合服务中心将
售票窗口、银通卡窗口和公安制证窗口集合
在一起，提供多项业务一体化集成服务。安
检处还设置了快递柜，方便旅客将无法随身
携带的禁限物品进行快递寄送自助下单。

采访时，记者的目光被综合服务台上五颜
六色的纸条吸引，仔细一看，原来是前往北京
站、北京朝阳站、北京西站等枢纽的交通换乘
方式。田广华介绍，每天都有不少人询问站与
站之间如何换乘，车站就专门制作了交通便民
条，方便有需求的旅客随身携带。

这些纸条中，有一张的目的地写着：北
京环球影城。“春节期间及周末，天津方向来
的旅客一多半都是去环球影城玩儿的。车
站距离环球影城仅 12 公里，20 分钟从天津
到亦庄，再打车去环球影城，这对从天津方
向来的乘客来说相当方便。”田广华说。

昨天初八，开工大吉。从大年初八开始，
每天下午进出亦庄站的京津两地通勤族将明
显增多。田广华说，这几天北京气温偏低，为
了让到达旅客尽快出站换乘，车站将在返程
客流集中时段调度出租车，并增加公交车接
驳，减少乘客的等待时间。

本报讯（记者 赵鹏）蒙牛、甘
李药业等企业春节期间正常生产，
小米汽车、维通利在春节期间已相
继恢复生产。记者昨日自区经信
局获悉，市区联动正在助力城市副
中心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抢 抓“ 开 门 红 ”，春 节 保 生
产。近日，在市经信局都市产业
处指导下，区经信局组织召开重
点企业座谈会，了解企业一季度
预计生产经营情况，重点投资项
目进展，询问企业在经营中遇到
的困难、诉求和员工春节值守等
情况，进一步落实都市产业稳增
长、促投资，宣贯北京市高精尖产
业发展资金政策，确保实现通州
区 2025 年一季度“开门红”。二商
肉食、蒙牛高科、蒙牛乳业等重点
企业详细介绍了 2025 年及一季度
预计生产经营情况、重点投资项
目进展，并提出生产经营过程中
的相关诉求。

为落实一季度“开门红 ”，做
好春节期间重点企业“不停产”服
务保障，区经信局也多措并举，通
过前期摸排、调研、座谈等，确保

“不停产”重点企业正常生产，开
展春节期间企业跟踪监测，保障
基 本 生 产 要 素 稳 定 供 应 。 据 了
解，蒙牛、甘李药业等部分企业在
春节期间正常生产。其中，蒙牛
春节期间按照销售订单需求安排
每日生产量，并 24 小时安排部门
负责人值班。甘李药业的原料车
间也在春节期间实现正常生产。
二商肉食春节期间经营销售均正常开展。此外，小米
汽车、维通利自大年初四、初五，已相继恢复生产。

区经信局表示，将继续联动属地和相关部门做好企
业服务，分批次、常态化召开经济运行调度会，重点关
注企业生产运行状态，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全力保障企
业生产，促进工业经济“开门红”，实现一季度工业调度
目标，并推动区内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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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三版）

3：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写入六省两市《政府工作报告》

1月至2月，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
徽和河南等大运河沿线六省两市先后举行“两会”，各
自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写入“推动大运河文化带
建设”或“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相关举措。至
此，大运河沿线8个省市级辐射区、40个地市级拓展区
和150个县（区、市）级核心区均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列为政府工作的重
要安排。

5：京津冀三地人大协同监督大运河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

9 月 18 日至 20 日，京津冀三地人大在天津开展
《京津冀协同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决定》
实施情况执法检查。

此次协同监督检查是京津冀人大协同监督机制
建立以来的首个项目，协同监督的主要内容为：大运
河文化遗产保护、河道水系治理、生态环境修护、文旅
融合发展等。

9：大运河百里画廊洪泽湖旅游公路全线贯通

4月，江苏省淮安市大运河百里画廊洪泽湖旅
游公路全线贯通。环洪泽湖旅游公路是该市把大
运河建成“致富河、幸福河”的重点工程。

环洪泽湖旅游公路全长 165 公里，总投资约
12.7 亿元，2022 年 1 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全长
170.87公里（淮阴段 12.27公里、洪泽段 46.4公里、
盱眙段112.2公里）。

10：丹青长卷和纪录片再现大运河历史沧桑

1月，由北京画院八位艺术家联袂创作的《北
京大运河揽胜图》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

这幅丹青长卷画面从白浮泉、瓮山泊起，经万
寿寺、积水潭、万宁桥，汇入三海，过天安门（故宫
建筑群）向东到庆丰闸、八里桥、燃灯塔，再到北京
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绿心公园和环球影城等
地，最后经过青龙湾等水利枢纽到达天津，注入
大海。

4：大运河主题旅游推广活动走进香港

6月 13日，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亚洲旅游交流
中心共同主办的2024大运河主题旅游推广活动在香
港会议展览中心举办。本次活动旨在吸引境外游客
前往大运河沿线城市观光旅游，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
旅游合作。

此前，“你好！中国”——2024大运河主题旅游海外
推广季活动在江苏无锡启动，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形式
邀请境外友人共赏千年运河之美。

2：京杭大运河第3次全线通水

3月20日，南水北调东线北延工程、岳城水库、潘
庄引黄、引滦工程、官厅水库、再生水及雨洪水6个水
源的水全部进入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北
707公里河段有水有流，京杭大运河连续三年实现全
线水流贯通。

2024 年全线贯通时间较 2023 年提前半个月，补
水时长增加近两个月，并维持全线有水状态超过
100天。

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成就显著，沿线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空间不断拓展。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和利用已进入全方位、高质量深入推进的新阶段，沿线人民积极创新大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与利用，共同绘就人

民运河的美好图景。
北京日报客户端联合中国大运河智库联盟，盘点出2024年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10件大事。

1：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成绩斐然

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纪念日，
10年来，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沿线城
市，积极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沿线城市协
调推进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系统实施保护
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
点基础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7：五省携手共护京杭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

8月，江苏、浙江、山东、安徽、河南五省七家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执法部门负责人，聚首苏北
航务管理处，商定京杭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监管执法联勤联动工作机制。

五省将加强信息共享、交流合作、联勤联动和执法互助，为实现京杭大运河水上交通安全监
管执法“一条河、一条心、一盘棋”的水上交通治理新格局，进一步凝聚各方合力。

8：河南打造隋唐大运河文化地标

12月，集大运河文化遗产和历史景观保护展示、考古科研和遗产监测为一体的河南省文
化地标——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完成全新定位。

该馆以隋唐大运河的历史、文物、考古遗迹等为基础，采用大型沙盘（平置）与多媒体（竖
置）组合展示的方式，充分展示隋唐大运河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丰富文化内
涵、作用、价值和意义。

6：京杭对话“十年精彩蝶变，运河流向未来”

6月 17日，以“十年精彩蝶变 运河流向未来”为主题的中国大运河申遗 10周年暨 2024大
运河文化带京杭对话活动在杭州举行。

10年来，北京市将大运河文化带作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充分发挥省
部际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共建共享进入新阶段。

大运河从北京城市副中心穿过。记者 常鸣/摄

亦庄站迎来首次春运，小站细心服务，为旅客打造美好出行体验。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