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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花+餐饮
玉兰花开带热大运河畔西餐厅

对于“老通州”们来说，西海子公园里
的花开了，大运河就迎来了一年里最美的
春天。这几天，摄影师黎振平几乎每天都
要到河边逛几圈，“玉兰、山桃、迎春花打头
阵，然后是海棠、丁香……怎么拍都好看。”

都说“年年岁岁花相似”，但在黎振平
的镜头里，副中心每一年的赏花季都有新
看点——今年，西海子公园里燃灯塔、大成
殿周边的10多株玉兰树“火”了，即便是工
作日，前来赏花的游人也络绎不绝，甚至还
有年轻人穿着汉服来拍美图。

“在网上看到了这张照片，心里就‘种
草’了，迫不及待来拍同款照片。”一位 20
多岁的游客向记者展示美图，开满粉白花
朵的玉兰树亭亭玉立，燃灯塔、大成殿古香
古色、红墙灰瓦、飞檐斗拱，好一幅绝美的
中国画！

再跟几位赏花的年轻人聊聊，西海
子公园的玉兰“火”了的原因就逐渐清晰
起来——这儿通地铁，不光花朵拍起来好
看，还有“五河交汇”美景，公园所在的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餐饮配套也不错，火锅、咖
啡、西餐……全是年轻人喜欢的品类，店铺
装修也很有情调。

“玉兰开花以后，客流明显上升，每天
光牛肉汉堡就能卖几十个。”倪先生是大运
河文化旅游景区二号码头一家西餐厅的主
理人，据他观察，最近来就餐的顾客中，至
少有三成带着相机，等餐的时候，一直在津
津有味地选照片。

几年前，倪先生选择在大运河边投资
开店，不仅看中了游船码头的客流量，更想
营造“运河慢生活”。上周五，有一对来河
边赏花拍照的情侣，在餐厅吃过午饭后，端
着咖啡来到室外露台，待了整整一下午，直
到夕阳洒到波光粼粼的河面上……“等过
两天运河游船开航了，餐厅的客流量肯定
还得增长。”倪先生说。

赏花+旅游
樱桃小镇“以花为媒”发展文旅

今年副中心的赏花季，有新变化的不
止西海子公园里的玉兰。

千年大运河在西集镇沙古堆村外拐出
一道缓缓的弯。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让
市级美丽休闲乡村沙古堆村有了“京郊樱
桃第一村”的金名片。

“我们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今年第一个

客流高峰。”经营民宿的村民曹艳红告诉记
者，虽然西集万亩樱桃花要等下个月才能
开，但已有不少老顾客预订了“赏花期民
宿”。她跟记者讲了个故事——很多年前，
家人正在樱桃园里忙，几位城里来的游客非
要买几枝樱桃花，家人一口回绝，5月底就结
果了，哪能卖花呢？“现在想想，当时真够轴
的。不光樱桃能卖钱，花也是财富啊。”

作为本市知名的樱桃小镇，西集镇曾
经的旅游旺季是 5月底至 6月底的樱桃采
摘季。最近几年情况变了，西集赏花季的
游客量迅速攀升，每天至少上千人。除了
曹艳红，老庄户村的村民马淼也看到了变
化，果断选择回乡投资，准备“以花为媒”发
展家乡文旅产业——她创办的“马捌家运
河仙草乐园”露营基地即将在今年赏花季
亮相。

2023年，北京市、通州区相继发布了规
范引导帐篷露营地发展的意见，马淼发现
了新机遇：依托大运河畔优良的生态优势，
结合西集集体林场的林下资源，“樱桃+露
营”是发展文旅的好选择。“露营基地既可

以合理利用本地的优势资源，还可以让赏
花、采摘的客人留下来，大家有了好体验，
口口相传还能拓展新的客源，让西集的知
名度越来越高。”马淼说。

赏花+种业
“老花匠”有了增收新尝试

位于通州于家务的花仙子万花园有上
百亩花海。眼下，花还没开，看不出什么
景，可只需再等1个多月，虞美人、矢车菊、
万寿菊等 30多个品种就开始争奇斗艳，那
场面美不胜收。

“我最喜欢春天，站在花海中，微风拂
面……”这个园子的负责人叫曹玉美，今年
57岁，她说自己是位“老花匠”，因为出生在
京城花木的重要供应地——丰台草桥，耳
濡目染之下，6岁就开始学着养花，31岁创
办的花卉基地在 2011 年搬到了于家务国
际种业园区，占地大约500亩。

当年，花仙子万花园是于家务国际种
业科技园区签约的第一家企业。“我们的花

海，不仅有高颜值，还有高产值。”曹玉美说，
园区除了卖成品花卉，还培育了上百种花卉
种子，最高的时候，每年销售额有几千万元。

2023年开始，借着上百亩花海积攒下
的人气，园子引入了研学课程，第一年就接
待了近2万名师生，海淀、朝阳、东城、西城
的都有。孩子们来了，不光看花，还可以制
作香囊，用板蓝根体验蜡染。今年4月，园
子已经有半个月都排上了研学课。

今年，“老花匠”还有了增收新尝试。
“我们正在用种花的经验种菜，培育一批适
合在办公室、家庭环境生长的品种。”曹玉
美说，作为首个被正式授牌的北京市农作
物品种科普宣教基地，花仙子万花园正在
把家庭园艺理念带进更多市民的生活中。

于家务本地村民朱德顺，在花仙子万
花园当花匠已经 12年。虽然天天干农活，
但如果看面相，朱师傅也就50出头，“实际
上，我今年 63了，大孙子都要上高中喽。”
他笑着说，很多人都夸他显年轻，兴许是因
为“每天跟花打交道，心情好！”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强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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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上的通州运河上的通州 春花里的副中心春花里的副中心

孤品城砖证明张家湾烧砖历史

大运河上漕船往来不息，所载货物除了
粮食，还有来自各地的金属资源、贵重织物、
砖瓦、木料等物资。有了这些物资的支持，
北京城内的各项营建与宫廷生活才得以维
持和运转。

近些年来，通州区博物馆从张家湾、通
州城中收集了不少城砖。有的色黑质硬，击
如金石，它们便是故宫同款的宫殿用墁地
砖，也称“金砖”。这些金砖上均带有3至5个
印，基本出自苏州。还有些馆藏城砖呈灰色，
按照砖上铭文，它们多来自现安徽、河南等地。

这些城砖沿运河远道而来，上岸存储在
工部所设的砖厂里，再由陆路转运到北京各
建筑工地使用。优先保证京城的工程完工
后，剩下的砖石被用于通州城市的建设。明
代徐阶所写的《张家湾城记》记载，“木取诸
营建之余，砖取诸内官场之积，石取诸道路
桥梁之废且圮者。”而随着时代变迁，城墙颓
圮，它们又流入寻常百姓家，化为房屋、灶台
的一部分，如今进入博物馆，成为通州历史
的见证者。

张家湾居民马德旺捐出的古城砖，便是
在自家院里发现的。20世纪80年代，马德旺
家翻盖房屋，挖自来水沟时发现了这些城
砖。仔细一看，有的砖上有字。他明白这些
砖头看似普通，很可能有些来头，便小心收
藏了起来。2005年，通州区文化委和张家湾
镇组织了一次文物捐献活动，马德旺翻出家
里保管的城砖，捐给了博物馆。

“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是1月26号。捐
砖那天村民特别踊跃，没多久就垒起了一个
砖垛子。我们当时收集了大约 400块砖，而
他一个人就捐了33块。”任德永回忆道。

马德旺捐出的那块有字砖上刻着“二十
八年张家湾窑户韦继洪秋季造”字样，表明
它的生产地就在通州，就在张家湾，这在博
物馆的收藏中也是独一份。

“从前老人们总说张家湾能烧砖，但大
家看到的砖都来自南方。挖出这块砖后，传
说就成了真。把它捐给博物馆，大家就都能
了解到这段历史，知道张家湾本地也出砖。
这比我一个人在家看美多了，独乐乐不如众
乐乐。”马德旺笑呵呵地说道。

这块张家湾砖年纪多大？据相关专家
介绍，一般来说清砖刻字均有年号，无年号
的多是明砖。张家湾砖身刻字“二十八年”，
明代在位 28 年以上的皇帝有洪武、嘉靖和
万历三人。按照史书记载，张家湾建于嘉靖
四十三年（公元 1564 年），所以此砖当烧造
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 1600 年），已有四百
余年历史。

虽然制作工艺比不上金砖的细致费时，
但老城砖的质量也是顶呱呱。任德永说，小
时候他和小伙伴们常能捡到类似的城砖，他
捡了两块回家，用城砖当砧子、锯条当刀子，
模仿铁匠打铁玩。几天过去，“刀”锻成了，
这城砖被烫过打过，却几乎没有一点伤痕。

金砖

通州通州冷冷知知识识
漕运漕运““反腐密码反腐密码””

仰赖运河输送的物资，张家湾古城得以建
成，这座城市兴起的原因，本就与运河脱不开
关系。

《张家湾城记》写道：“（张家湾）凡四方之贡
赋与士大夫之造朝者，舟至于此，则市马僦车陆
行以达都下，故其地水陆之会，而百物所聚也。
嘉靖癸亥冬，世宗皇帝以有警，诏发营兵戍之，先
声播闻，不敢犯。然戍者无所据依，昼夜披甲立，
势实不可以久。甲子春，顺天府尹刘君畿因以城
请。司空雷公礼上议曰：‘城于戍便于守固’。”张
家湾作为运河重要码头，是水路进京的交通要
道，八方货殖、人才汇聚于此。有此等重要性，却
缺乏防御自保的军事条件，因此朝廷下令在张家
湾修筑城墙。

修好的城墙随河就势，基本呈刀字形。东以
潞河及元代通惠河为护城河，南以萧太后河为护
城河，西面和北面挖濠护城。五个城门并不对
称，按码头和漕运所需而设。三条路通向北京，
一条向北经通州到朝阳门，一条向西入东便门，
一条西南向广渠门方向，为运盐道。

建城四百余年以来，河与城紧紧相依，尽管
河流的漕运功能渐失，但人民的生活始终与河水
息息相关。

居民康德真在张家湾村长大，打小儿就吃运

河水。他记得，那时候河边每隔一二百米就有一
个简易码头，有的甚至只搭一块木板，方便居民
在河边取水。站在河边一望，挑水的、遛弯的、卖
东西的，熙熙攘攘。

沿河一线城墙根是冬天晒太阳的好地方，城
门洞里夏天躲阴凉，水风飒飒，经身生凉。康德
真回忆，萧太后河边与城墙一带总是很热闹，每
天上午，桥上岸边挤着赶集的小贩，卖柴火、卖蔬
菜，老豆腐、炸油饼鲜香扑鼻，令人垂涎。

河边人来人往，河里头也热闹万分。每到夏
日，人们到萧太后河里游泳纳凉，通运桥是孩子
们比拼跳水技巧的好地方。大家挨个从桥栏向
下跳，“直杆落”“大斜茬”“砸抱腿”“弯月形”“镰
刀形”，一个猛子能游出一里地。

据《通州故事丛书》之《张家湾古镇那些事
儿》记载，河里还有渔船。本地打鱼人的船基
本不带篷，带篷的船则来自文安洼或白洋淀，
京冀水道相连，一叶小舟晃晃悠悠，一竿就撑
到了张家湾。外地渔民吃住在船上，柴锅泥
灶，贴饼子熬小鱼，有时还来二两小烧。赶到

“放鹰”的日子，桥上、岸上站满了人，看鱼鹰被
长竹竿驱赶下河，渔人“喔吼喔吼”喊着，鱼鹰
们就捉起来一条条大鱼，大鲤鱼、鲫鱼、黑鱼、
鲶鱼，种类繁多。

大运河里能游泳能打渔

《通州志》光绪版

仓场总驿衙门《漕运底账》《花名册》

粉彩“洪福齐天”花盆

漕粮也有质检制度

走进通州区博物馆，展柜中的一件件文物，
就是开启运河往事的一把把钥匙。

都说“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大运河的重要
功能之一便是漕运，不仅供应京师，也运往边

境以供给长城一线戍边将士。因此，大运
河漕运对古代王朝具有重要意义。

历代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来保
证漕粮的安全，杜绝漕运中出现

徇私舞弊、中饱私囊等现象。在
通州区博物馆，多件文物讲述

了维护漕粮运输秩序的古人
智慧。

清代多遣旗丁押运漕
粮，给付饷钱较少，而运输过程

中开销甚多，有时候还会遇上土匪，
历尽辛苦到达通州的码头，又要交付停放

费、验收费、码头费等费用，因而不少旗丁暗中
盗取和变卖军粮，以减轻己身负担。如何解决这
一问题？古代统治者从多个角度入手，力图保障
漕粮按时、足量、保质运抵。

通州区博物馆所藏清朝雍正时期的布告，清
楚记载了一项朝廷严禁漕运仓场苛收斛费的制
度。布告写道：“仓场总督，可严饬坐粮厅中，饬
经纪嗣后粮抵通，除加耗为外，不得藉斛费各色，
索取银两。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粮亏缺，苦
累旗丁。倘有违者，必严加治罪。若该管各官失
于觉察，经访闻得，必从重议处！”严令相关官员
负起责任，约束下属，严格管理，保障旗丁利益，
避免他们因苛费而克扣、变卖漕粮。同时申明若
有违反和失察，必将从重处罚。

漕粮运抵通州，必经的一关便是专人检验。
首先由军粮经纪验粮。如何找到这些特殊的工作
人员？就凭他们手中的一把把折扇——密符扇。

通州区博物馆收藏的密符扇以金丝楠木为
扇骨，绢质扇面泛黄，上面画着百余个神秘符
号。这件“镇馆之宝”是朝廷授予漕运军粮经纪

人员的职级工作凭证，素有“认扇不认人”之说，
是明清漕运史上的重要文物。

这把密符扇由通州居民陈乃文捐赠。陈老
爷子曾介绍，当年百家军粮经纪持扇上坝验粮
后，会在经手漕粮袋上用炭画出自己独创的密
符，一人一符，绝不重复。而官家检查经纪是否
认真办事及办事效率，也是依据扇上密符。

馆藏密符扇两面共有 100 个密符，其中地
名、舟名、车名各一个，店铺名两个，花果瓜蔬名
12个，日常用具名 16个，兽鸟虫名 17个，古人名
称绰号50个，各符下面用小楷书写下对应名称。

密符造型简单，几笔便可画就，在验收过程
中能节省书写时间。凝神细观扇面符号，每个约
铜钱大小的图形都是精心设计的视觉密码，神秘
而有趣。符名“通州”的符形为两个“十”并列在
一起，“十”字代表两条大街交叉，暗喻城市；“小
楼”形如鲶鱼须，代表通州的特产美食小楼烧鲶
鱼；“王麻”是两条交叉的斜线，指王麻子剪刀。
此外，密符扇上还有莲蓬、石榴、葡萄等以通州特
产为名的密符。可见密符的创作并非凭空想象，
更与当地的历史文化生活息息相关。

漕运军粮经纪检验完的粮食运抵大光楼，还
将经历巡仓御史的抽查。通州区博物馆藏有一
件清代的方形浅耳验粮盘，专门供验粮官员查看
漕粮的质量。

通州区文物管理所文史专家任德永介绍，这
件验粮盘为杉木制成，呈正方斗形，斜壁、平底，口
边长29.2厘米、高5厘米，底边长26厘米，榫卯相
接，结实耐用。

负责检查漕粮的官员用验粮盘盛装粮食，通
过肉眼观察粮食是否干燥且纯净。“对于经验丰
富的军粮经纪来说，只需要用手攥一下就知道粮
食的干燥程度。”任德永说。检查完毕，再将粮食
按照应交漕粮数量进行过斛装袋，量足后方能完
成任务。最后装好袋的粮食通过水路或是陆路
运入京城，并入仓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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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义？？一块孤品城砖一块孤品城砖，，也能也能““讲述讲述””一段漕运古镇的运河故事一段漕运古镇的运河故事。。依运河而兴依运河而兴，，真真

正的通州你了解多少正的通州你了解多少？？““通州冷知识通州冷知识””首期带您走进通州区博物馆首期带您走进通州区博物馆，，破解漕运破解漕运

““反腐密码反腐密码””，，从一件件珍贵文物中从一件件珍贵文物中，，回望一段城与河的故事回望一段城与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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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鹏）六环西侧路通车
后的收尾工作正在持续跟进；T1、T2 汽
车坡道二衬施工进入关键阶段；玉带河
大街道路建设、新开人行地下通道暗挖
前期准备等工作也在紧张筹划中……在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01 标
北京建工集团项目施工现场，每天清晨
7 点，项目部生产经理周晓忠的身影都
会出现在工地。这样的节奏，他已风雨
无阻地持续了五年。记者昨日获悉，这
些建设者经年累月的持续付出，让这座
亚洲最大地下交通枢纽项目有望在今
年分阶段投入运行。

在施工中，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的 T1、T2 汽车坡道暗挖工程
格外艰巨。该工程采用大断面平顶直
墙 CRD 六导洞开挖工法，难度极大。

这 里 的 汽 车 坡 道 宽 度 15 米 、高 度
7.5 米，上方还有一条 1.2 米的老旧污水
管线，距离暗挖拱顶仅有 1 米，且污水管
线为承插口接头，易渗漏形成水囊，一
旦开挖时触及，便可能引发塌陷。不仅
如此，最上方还有正在运行的六环西侧
路，交通流量巨大。

为确保施工安全，周晓忠和团队制
定了严谨的施工流程，将断面分为六个
导洞，上下各三层，先挖 1 号导洞并形成
闭环，再依次开挖 2 号、3 号、4 号、5 号、6
号导洞。在开挖掌子面之前，需先打超
前小导管，但因无法确定水囊位置，施
工存在极大风险。为应对这一情况，北
京建工团队采用水平双液浆注浆，全力
预防塌陷情况的出现。

在这 193 米的暗挖工程中，周晓忠
和同事们凭借精湛的技术和顽强的毅
力，历经 6 个月，安全完成了初支开挖。
整个过程中，他们时刻保持警惕，确保
每个环节不出差错。目前，该工程正在
进行二衬施工，周晓忠和团队已制定详
细预案应对拆除临时支撑结构可能存
在的风险，全力保障施工安全，力争按
期保质完成相关工程的施工。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的配套市政道路工程中，东六环西侧路（通运西路）作为城市
主干道路，对公众交通出行的作用极为重要。为缓解区域交
通拥堵，按照工程既定计划，周晓忠和团队克服种种困难和
不利条件，完成了这个极具挑战性的子工程，并于去年底实
现了先行开通。

在这段道路施工中，路床水稳层的摊铺成为技术与生产
碰撞的焦点。按照技术要求，市政道路三层水稳需逐层摊
铺，每层摊铺后养护 7 天达到设计规定值，才能进行下一层
摊铺，每层摊铺需 2 天，如此算来，三层水稳摊铺完需 27 天，
这显然无法满足工期要求。

面对这一困境，周晓忠和团队迅速行动，咨询材料生产
厂家，邀请市政道路专家共同研讨。最终，他们确定了两层
连铺的方案，该方案有相应规范依据，且通过专家评审论证，
成功缩短了至少 10 天工期。

如今，六环西侧路已按既定要求先行对社会开通，周晓
忠则依然忙碌在项目一线。相关市政道路虽已通车，但收尾
和重计量工作仍需持续跟进；T1、T2 汽车坡道二衬施工进入
关键阶段；玉带河大街道路建设、新开人行地下通道暗挖前
期准备等工作也在紧张筹划中。

开车行驶在自己和同事们共同洒下汗水的通衢大路上，
周晓忠心里既充满自豪，又默默下定决心，要以此为新的起
点，再接再厉，在后续工程中干出新的成绩，在副中心这片建
设“热土”上再立新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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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大运河文旅景区来了一批新员工

机器人小雨边巡逻边回答游客提问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石峰

春暖花开，为应对大客流带来的各种问
题，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派出一
批安保巡检机器人“小雨”上岗巡视。它们
不仅可以劝阻游客翻越护栏、践踏草坪等不
文明行为，还能发现病虫害，并化身讲解员
介绍景区历史。目前，机器人“小雨”仍在测
试阶段，未来将有更多种类的机器人在副中
心公园内为市民服务。

“小雨”上岗 本事不小

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南区西
1门至柳荫广场之间的道路上，一台四轮智能
机器人正沿主路巡逻，吸引了不少游客的
注意。

“目前这台机器人还在测试阶段，往返
一次需要 10 分钟，自带导航和避障功能。
我们要让它尽快熟悉这里的地形。”一旁的
工作人员手持终端，帮它扫描地图，熟悉地
理位置。终端上，一路的障碍全部变成蓝
色标记物，随着机器人来回巡视，标记物逐
渐清晰，这些都是它未来正常工作的基础。

这台机器人虽名叫“小雨”，但本事可不

“小”。头顶上两个“大眼睛”是两枚摄像头，
其中一个是高清变焦摄像头，能清晰拍摄到
二三十米外的场景；另一个是热成像温感摄
像头，能及时发现冒烟点以及火源处。“小
雨”的脖子上还有一圈小摄像头，分别面向
前后左右四个方位，能够查看 360度内的全
部景象。四个摄像头中间还设有四个警示
灯，夜晚可提醒周边游客避让。它的胸前则
是一块显示屏，支持基础的语音交互功能，

“今天天气怎么样？”看到机器人不少市民好
奇上前互动。“北京市今天晴，5 到 20 摄氏
度，空气质量优。”小雨清晰地回答。

作为巡逻机器人，“小雨”目前已经可以
在规定路线内巡逻，并对踩踏草坪等不文明
行为进行提示劝阻。

深研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机器人技术
经理常学民介绍，目前正在给“小雨”配备安
全提醒功能，当它发现有游客越过道路或者
翻越护栏靠近水边时，会提醒游客远离水面
注意安全。

公园中植物茂盛，“小雨”还能对路两旁
的树木进行健康评估，通过观察树干和树
冠，判断树木是否出现病虫害的迹象，并及
时上报公园管理人员。当游客遇到紧急情

况时，也可以长按“小雨”左肩的“SOS”按钮
5秒，即可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未来，“小
雨”还将实现景区播报功能，当它巡逻到一
处景点时，能够自主播放景区介绍。

弥补景区传统管理短板

“使用机器人进行安保巡视，弥补了景
区现有安保人员不足等许多问题。”通州区
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传统的公园管
理模式存在一些短板，比如副中心正在加快
园林建设，公园绿地面积增大，建设标准升
级，公园管理工作量日益增大，但是工作人
员数量不足。另外，园林植物容易受到病虫
害、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因素的影响，需要
及时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此外，公园导览一般通过设置宣传栏、
发放纸质地图和宣传手册等形式提供信
息，因其位置固定，信息更新不及时，游客很
难在需要时快速找到所需信息。而且，景区
场地和文化资源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对于景区所蕴含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等资
源，也需要深度挖掘和创意开发，实现资源

价值最大化。
机器人上岗后，各个场景的应用功能都

将得到提升。

机器人化身多面手

目前，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
北区、南区都已开始测试安保巡检机器人。

该负责人介绍，应用机器人后，工作人
员可以分辨机器人传回的信息，并及时处
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机器人可
以作为公园文化和自然教育的传播者，带
领游客参观公园内的历史文化遗迹；在自
然保护区或植物园，机器人还可以变身讲
解员。

未来，机器人还将具备更强大的预警和
应急处理能力。利用先进的传感器和人工
智能算法，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水质状况以
及土壤湿度等环境指标，一旦发现异常，立
即发出警报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机器人还
可以与公园的消防系统联动，在火灾发生时
迅速定位火源，协助疏散游客，并提供灭火
支持。

大运河漕运码头，春日桃花映水岸，人们走出家门踏青赏花，享受春日美好时光。记者 陈啟亮/摄

天气渐暖天气渐暖，，京城春意盎然京城春意盎然。。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第七届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第七届““大运河春花儿大运河春花儿””即时创意影像大赛即时创意影像大赛。。通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借助一张张美图希望借助一张张美图，，激发群众踏春出游激发群众踏春出游、、赏花看景的意愿赏花看景的意愿，，催生火热的催生火热的““赏花经济赏花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