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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解读城市副中心新春文旅业绩

想方设法留过路客为过夜客

本报讯（记者 潘福达）一组数据印证了
北京环球度假区显著促进周边餐饮、住宿、
零售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美团旅行数据
显示，1月1日以来，“北京环球影城酒店+门
票打包套餐”搜索量同比上涨 527%；木鸟民
宿统计数据显示，春节期间入住环球影城周
边民宿的用户中，入住时长在两天及以上的
用户占比 52.4%，用户平均入住时长达 2.2
天，相比去年春节多出0.3天。

数据显示，主题公园每 1元的经营收入
可以撬动18.8元的其他收入，充分体现主题
公园对地方经济和相关产业的巨大带动
作用。

北京正紧抓流量机遇，持续打造环球影
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加快营造更多
文旅场景，城市副中心还在加速建设多座交
通枢纽。紧邻环球影城，商业综合体“湾
里”、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等重量级文旅
项目都将陆续落地。

大年初五，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甚是
热闹。高悬的红灯笼，热闹的民俗表演，有
趣的美食文创市集，还有此起彼伏的欢笑
声，处处透着喜庆。

“浓浓的年味儿回来喽！”带着家人在以
魔法为主题的精品民宿住了两晚的北京市
民张桐，排队领了碗热气腾腾的免费饺子，
又给孩子买了咯吱盒和糖葫芦，吃饱后坐上
开往北京环球度假区的摆渡车。

因距离度假区开车仅 7分钟，唐大庄村
被称为“环球最近民宿村”。乙巳年春节，
环球度假区成为北京最热门景点之一，被

“乐园经济”带动的唐大庄村也是烟火气升
腾，春节期间 60 余家特色民宿几乎全部
满房。

“这两年来民宿的不只外地游客，本地
来村里‘微度假’的客人也不少。”在唐大庄
村经营着 20多家民宿的暖唐民宿主理人梁
筱娟细数着：春节期间，住两晚及以上天数
的订单有近四成，比去年多了一倍。

多住一晚，玩什么？琪琪一家四口的春
节行程是这样的——大年初二，在园区玩了

一天后，他们到东来顺环球城市大道店用晚
餐，回环球影城大酒店住一晚，第二天睡到
自然醒，去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遛弯儿后才回
家。“环球是我的‘快乐老家’，住一晚上玩得
更嗨！”琪琪告诉记者，酒店小黄人双大床房
一晚 3099元，加上门票、吃饭、纪念品等，花
了将近7000元。

“不少客人都是第一天去环球影城，第
二天再去逛市集、看演出。”梁筱娟说，大运
河新春游园会、北京艺术中心新春音乐会，
以及张家湾大集、台湖大集等农贸大集，都
是大家感兴趣的。

放慢脚步，拥抱夜生活，主题公园外溢
效应带来的流量正转化为“留量”，让更多

“过路客”变成“过夜客”。晚上 8时，游客陆

续回到唐大庄村，全息投影、烟花灯等点亮
了村内每条道路，没来得及吃晚餐的游客直
奔村口的四季餐厅。

五湖四海赶来的游客，为了“环球”，又
不止于“环球”。

随着周边配套设施的逐步完善，度假区
开拓的消费场景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
条，辐射的消费半径可不止方圆两公里，周
边的梨园、临河里、土桥等区域，皆比过去

“晚睡”了三小时，曾经被称为“睡城”的通州
热闹了起来——

晚上 9 时，梨园环影 12 街区门口，打车
前来的部分游客还没来得及脱下魔法袍，就
直奔餐厅。“很多游客会在点评网站上搜索
环球影城周边美食，为了一道特色菜奔赴一

家店。”和顺兴·顺德菜门店负责人李娜说，
春节期间一半顾客都是环球影城游客，广东
游客尤其多。

紧邻三大文化设施（北京艺术中心、北
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去年末
新开的商场——D.P.ONE 源·心人气儿旺，
很多环球影城游客慕名而来，首秀、首展、首
店，逛得不亦乐乎。

离园区虽然有 20 多分钟车程，但下榻
通州北投希尔顿酒店的不少住客都是来自
外地的环球影城游客，紧邻酒店的北投爱
琴海购物公园，每晚也会迎来不少环球影
城游客，名创优品通州首家 IP 授权店里的
哈利·波特商品区，更是不少“哈迷”必去的
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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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圣旨残碑为岳飞后人所书

从辽代建城，到清初被洪水淹没，曾经的漷县历经 600 余年
风雨，不乏名人志士于此留下注脚。村史馆的院子里摆放着明代
石碑，是明代圣旨碑的残件，记录了明成化皇帝下诏重修漷县的
故事。

元末明初，漷县及周边区域战火不断，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县
治以及周边建筑破坏严重，所以明朝统治者下令重修漷县。“这块
名为《漷县奉敕重建记》，记载了当时漷县县令贾贞率领主簿、典史
与漷县乡贤绅士等恤民生、均徭役、禁浮费、惩闲懒、攻苦食淡并以
身作则，身先士卒，重建漷县的事迹。”徐永库说。碑文中也记载了
当时漷县的境况，如“永乐初置九屯……后相继亡去，今屯遗十余
家，土著居民不满千户”“故邑无郛郭肆市，小大公宇圮毁湫秽，荡
如村墟”等。

提起这块碑的作者，徐永库自豪地说：“这块碑是岳正所写。”
岳正是漷县人，是明代的阁臣，也是南宋爱国名将岳飞的后人。原
来，岳正的父亲岳兴是明代永乐年间皇太孙朱瞻基府军的一名武
将。府军是朱棣为保护朱瞻基设置的军事机构。公元 1425年，
在位不到一年的明仁宗朱高炽驾崩，传位于太子朱瞻基。彼时，
朱瞻基正在从南京返回北京的路上，这一路朱高炽的弟弟朱高
燧和朱高煦多次截击，但是都被朱瞻基躲过。20天后，朱瞻基
抵达北京。一路历经千难万险，朱瞻基自然要赏赐身边的护
卫。岳兴被封为怀远将军，并被赏赐了漷县的一块封地，如
今这块封地在永乐店镇的坚村。

《通州文物志》中收录了 2004年出土于坚村的一方墓
志，其中介绍的就是岳正的母亲。墓志铭里写着“不肖孤
正泣血谨述并书，孤端、祥、海泣血刻石”。通州区政协
特邀文史委员任德永介绍，墓志铭里的“正”就是岳正，
而“端、祥、海”是岳正的三个兄弟，“孤”则是代表母亲
死后，兄弟四人成了孤儿。

岳正所书写的墓志铭表达其母丧痛悼之情。当
时岳正已经蒙冤被迫害，但长文中只字不提，只言
其“祸”及母亲，其忠于朝廷可见一斑，与志文所言
其父扈从洪熙帝自南京北上登基而不顾家属之
忠，一脉相承。文中赞述其母幼小临难从容，能
理大事，在儿获“罪”戴刑远戍边荒而生离之际，
镇静自若并晓以大义。

县八景可见地域协同

说起漷县镇的历史，漷县八景自然绕不过去，村史
馆中就悬挂着漷县八景的画作。其中驻跸甘泉、晾鹰旧
台两景都是辽代时期的文化碎片，都与辽代重要的制度

“四时捺钵”有关。
徐永库介绍，起源于北方草原的辽代是游牧民族政

权，皇族中仍然保持着“四时捺钵”的制度。《辽史》记载，
“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
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简言之，“捺钵”文化就是王
族一年四季到固定地方游玩打猎，修建行宫并兼顾商议
国事的行为。

“晾鹰旧台”指如今位于永乐店镇德仁务后街村的
通州区级文保单位晾鹰台，历史上这里曾属于漷县管
辖。“辽代这里是湿地，名为延芳淀，位于漷县镇西侧。
每年春天辽代皇族会在晾鹰台上放海东青，用来击杀延
芳淀中的天鹅。当看到有天鹅被海东青攻击后，岸上的
士兵会一拥而上抢夺这只被攻击的天鹅。由于这个仪
式在春天，也被视为一年开始，击杀的天鹅会被做成头
鹅宴。”徐永库说。

如今，延芳淀已经不存，只有德仁务后街村旁边存
留的晾鹰台还在诉说着当年的故事。其实当年这里不
仅有晾鹰台，还有呼鹰台和放鹰台。其中，放鹰台的位
置在现今张家湾镇前青山村，是放飞海东青的地方；而
呼鹰台则在漷县镇的唐头村，是召回海东青的地方，如
今两座台子均已不存。

驻跸甘泉，则指漷县古城西北侧的佑国寺及寺中水
井。据记载，辽代皇族于此捺钵期间，曾在佑国寺中居
住，并饮用井水。

徐永库介绍，四季捺钵地点不同，而春季捺钵都选
在水边，所以也叫“春水捺钵”。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
精神一直在辽代皇族中传承，导致即便是捺钵，地点也
不固定。历史记载中，松花江、长春河、河北省张北县都
曾是“春水捺钵”之地，“当时之所以会在漷县附近捺钵，
应该是正在与宋朝打仗的关系。”徐永库说。

“漷县八景”如今已不全在漷县，有些甚至出了北
京。徐永库觉得，这样更能见证当时漷县的广阔，现在
我们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越发深化，但其实三地之间的文
化协同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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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以古城为基础
沿着漷马路由东向西行驶，漷县村村史

馆工作人员徐永库在路上就向记者讲起了漷
县的历史。“这条漷马路是当年辽代漷县古城
的主干道，文庙、县衙等主要建筑都在道路两
侧。”作为土生土长的漷县人，徐永库讲起家
乡的历史滔滔不绝。

村史馆位于漷县村委会内，一进馆，复原
的辽代漷县古城沙盘就在眼前。徐永库介
绍，辽代所建的漷县古城是一座正方形城池，
每侧城墙长 540米左右，虽历经元、明、清等
时期，但古城的形制均以辽代古城为基础。

复原的古城沙盘中，可以看到迎薰门、通
都门、临津门、文庙、衙门等建筑。徐永库认
为，当时辽代的统治者十分向往中原文化，城
中的这些建筑均参考当时的中原城市，比如
祭拜孔子的文庙等建筑便具有显著的汉族文
化特征。“漷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那时
此处名为霍村。我们常说的漷县古城是辽代
成立的，其县治即设在霍村。由于这里地处
漷水之南，加之山北水南为阴，所以当时也叫
漷阴县。到了元朝，漷县升级为漷州，而在元
末明初期间，由于战争频繁，漷州居民数量锐
减，到了明朝初年漷州又被降为漷县。时间
来到清朝初年，由于连降暴雨，一场突如其来
的大水将漷县古城彻底淹没。在这之前，漷
县的地域很大，临近的永乐店镇，还有天津武
清、河北香河都被包括在内。大水退去，漷县
虽然逐渐重建，但是被纳入通县管理。”

如今漷县村就是明清两朝漷县的县治所
在，也是根据辽代漷县古城的基础建造的，虽
然 300 多年前的一场洪水让此处变成汪洋，
但是如今的村落仍可见当年的影子。东西走
向的漷马路是漷县村乃至漷县镇的主干道，
复原沙盘中的文庙、县衙门、关帝庙等建筑均
在如今的漷马路两侧。

行驶在漷马路上，倘若想去村中拜访亲
友，您一定要放慢车速，稍微快一点儿也许就
会错过路口，两侧民居排列得太紧凑了。这
也与复原的辽代漷县古城沙盘内的景象如出
一辙。徐永库说：“辽代的漷县古城很小，但
是城中的人口并不少，所以民居非常拥挤，即
便是清代一场大水将古城淹没，后来重建的
时候依旧是按照当时的地基修建的，所以现
在漷县村村民之间的房子还是挨得很近。”

漷县村的村史馆中，除了沙盘，还有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文字材料。馆中珍藏着一张
1952年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这也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的首批土地确权证书。当时的漷县
乃至通州都在河北省管辖境内，这张《土地房
产所有证》上，规定了居住在通县第五区漷县
村石姓村民一家的土地面积及范围。“上面印
着当时县长李子凡的印章，而且有土地的种
类、房产坐落、间数等信息，还特别注明了石
姓村民一家对所有证上面的土地‘有耕种居
住典卖转让赠予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
犯’。”徐永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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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如意
近来，“博物馆里过大年”逐渐成为

新春新年俗。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京津
冀三地多家博物馆联合行动起来，推出
重点展览、特色文创，策划主题游径、民
俗非遗展演等多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一
系列文化“大餐”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
极大丰富春节期间京津冀居民的观览
需求。

精品文物相互“串门”

近日，“一色万象——白瓷艺术展”
在河北博物院开幕。展览中，白瓷作品

《神话》引来观众驻足观看。这是一件以
德化白瓷工艺制作的艺术品，其纱衣轻
盈飘逸，薄至0.2毫米，发丝纤毫毕现，脸
部线条温润柔美，身形曼妙婀娜，每一处
细节都体现了当代德化白瓷的细腻与唯
美。《神话》作品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色万象——白瓷艺术展”是中国国家
博物馆与河北博物院的第六次深度合
作，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2025年的首个
巡展。借助巡展，河北的观众能在家门
口看到国博的展览。

近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促进文博
资源联动，通过巡展，更多观众可一睹精
品展品的真容。“天开一统——秦汉文物
主题展”汇聚了11地16家文博单位所藏
文物精品，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就是
其中的明星展品之一。不少观众专程前
来，希望一睹“中华第一灯”的风采。

此外，来自衡水武强年画博物馆的
《富贵花开》《三鱼争月》等馆藏年画作品
及文物50余件出现在首都博物馆京津冀
木版年画展上，这些作品色彩艳丽、设计
生动夸张，在烘托喜庆气氛的同时，寄托
了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憧憬。

博物馆参观主打“沉浸式”

2024年底京蔚高速开通，蔚县走入了北京游客的视野，蔚
州博物馆更是被人们称为“宝藏博物馆”。蔚州博物馆是河北
省面积最大、文物最丰富的县级博物馆，拥有古动物化石、陶
器、瓷器、书画、金属器、石刻、织绣等各类藏品11000余件。

上月，博物馆还举行了“蔚州博物馆奇妙之旅”文化活动。7
位资深讲解员或扮演春秋时期的代王夫人、辽代的萧太后，或化
身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盆、汉代的雁鱼灯，在充满代入感的自述中
实现与观众的热情互动。讲解员高慧荣是地地道道的蔚县人，她
扮演了代国王后赵氏之女——赵季嬴。编写符合人物或文物特
点的讲解词、研究挑选与时代对应的服饰……她为此做足准备，

“博物馆内容非常丰富，希望便捷的交通能让博物馆火爆‘出圈’，
让更多京津游客了解蔚县历史文化。”

文创产品“定格”记忆

精品展览悉数亮相，刺激了京津冀游客的文化观览需求。
河北博物院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除夕至正月初七），共接待观
众 170246人次，其中省外观众 54460人次，占观众总数的 32%，
其中北京、天津位列河北省外客源地排名的前两位。

近年来，河北博物院依托院藏文物资源，推动文创产品研
发和推广。目前，该院内设有河博文化创意空间、河博集饰、主
题邮局等多个文创商店，让观众把“博物馆”带回家。

在河北博物院，北京游客王涛手里拿着四五个特色冰箱
贴，设计灵感来自错金博山炉、透雕龙凤纹铜铺首、青花釉里红
开光贴花盖罐等精品文物。王涛笑言：“说啥也得让家里的冰
箱给河博的冰箱贴腾个地方。”除此之外，以错金博山炉为灵感
设计的博山灵兽针织包、以河北博物院广场上的鸽子为灵感设
计的黄铜艺术标尺……这些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以活泼热闹
的方式“活”起来的同时，又为游客演绎出了别样的生活美学。

环球影城外溢效应显现，周边商圈人气飙升，副中心文旅经济活力迸发。记者 常鸣/摄

20252025年通州区年通州区““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元宵节系列文化活动举行元宵节系列文化活动举行

张家湾元宵节文化庙会闹得火热
本报讯（记者 池阳）“这个毛猴真好

看，它是用什么做的？”“这炸糕真香！”
“快来快来，表演要开始了！”……昨天
一大早，张家湾大集上热闹非凡。由区
委宣传部主办，张家湾镇承办的“湾家
灯火盛 悦享副中心”2025 年通州区“我
们的节日”元宵节系列文化活动暨张家
湾镇元宵节文化庙会正在火热进行。

上午 10 点，伴随着舞狮、舞龙、腰
鼓、秧歌的轮番登场，文艺演出正式开
始。一身喜庆红衣的秧歌队晃动着彩
扇，腰鼓鼓槌上系的红丝带随着鼓点上
下飞舞，舞龙、舞狮穿插其间，共同构成
了文艺演出的开场融合表演《张灯结
彩》，一下子抓住了游客的注意力，大家
纷纷掏出手机拍照。热烈的开场节目
后，舞蹈《副中心有我》展现了居民对副
中心建设的积极参与 ；励志歌曲连唱

《最初的梦想》《奔跑》《我的未来不是
梦》引得现场群众热烈跟唱；舞蹈串烧

《平凡的日子泛着光》《我要找到你》、
广场舞《带你潇洒带你嗨》洋溢着活力
与热情；民乐合奏《喜洋洋》《众手浇开
幸福花》与节日氛围相得益彰。

据介绍，本次文艺演出共有古韵新
声·启新程、金蛇起舞·喜相逢、逐梦远
航·绘新篇三个部分，展现了传统与现
代交融、本土与流行齐唱、演员和居民
一起登台同乐的元宵节文化氛围，不仅
如此，演出还加入了互动环节，现场观
众热情参与。

“作为一个张家湾人，能在元宵节到

来之际在张家湾大集上表演，我很骄
傲。”刚刚表演完舞蹈串烧的西定福庄
青春舞蹈队队员赵伟宜自豪地说。在
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的张家湾，正
月十五逛庙会、赏民俗、赶大集、尝小吃
正是码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

“灵蛇贺岁 运河大集”张家湾大集新年
季主题活动也是 2025 年北京城市副中
心“运河大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热热
闹闹过节的同时，呈现了宜居、宜业、宜
商的区域定位，成为大运河边一道喜庆
的风景。

除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现场还
设置了多个特色摊位。非遗摊位上，张
家湾毛猴坊、运河人家非遗花馍等多个
非遗的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非遗技艺，
让居民近距离体验非遗民俗文化的魅
力。小吃摊位提供的糖葫芦、糖画糖
人、咯吱盒等各类地方特色美食，让居
民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到了浓浓的
节日氛围。

吴先生抱着一岁半的孩子来到了
大集，“我爱人是张家湾人，这次看到活
动信息，想着带孩子回姥姥家感受一下
过节的气氛，认识认识非遗技艺，让他
从小就建立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归
属感。”“看到了很多小时候才有的传统
节目，让我们重温了儿时的记忆。”家住
周边，和家人一起前来的杨女士告诉记
者，今年过年，她印象最深的就是“运河
大集”，西集大集、永乐店大集、漷县大
集，每一个都有着浓郁的烟火气。

张家湾镇副镇长王明珠表示，元宵节
文化庙会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为
居民提供了一个互动交流的平台，促进了
邻里和谐，而且展现了张家湾作为漕运古
镇特有的文化底蕴和经济活力，唤起了人
们对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

活动还得到了区委网信办、区文旅
局、区融媒体中心、区文联等承办单位

的大力协助。据悉，2025 年通州区“我
们的节日”元宵节系列文化活动不仅包
含此次活动和 2 月 8 日、9 日于永顺镇
举行的元宵主题游园会，还将于 2 月 12
日在永乐店镇文化广场举办民俗文化
活动，添彩副中心元宵节。

通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侯健美
出席活动。

元宵佳节 享趣通州

舞狮舞龙轮番登场，文艺演出喜气洋洋。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