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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看音乐剧，我基本上都要去市中心
的剧院。”住在通州区的剧迷齐女士说。早已
成为音乐剧地标的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距齐女
士家的单程距离超过 20公里，位于亮马桥附
近的世纪剧院已经是她印象中京城音乐剧版
图里最靠东的剧场，但乘地铁往返一趟需近3
个小时。

2024年9月，随着音乐剧《北上》在北京艺
术中心首演，城市副中心的音乐剧市场迅速
翻开崭新一页：10月，俄罗斯音乐剧《安娜·卡
列尼娜》俄语巡演版登台；11月，伦敦西区原
版音乐剧《猫》到访；12月，国家大剧院首部原
创音乐剧《战争与和平》亮相。进入 2025年，
北京艺术中心的音乐剧板块迎来“开门红”：2
月，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雨中曲》掀起全城
瞩目的观演热潮；3月，莎拉·布莱曼带着全新
制作的《日落大道》，期待“与中国观众共同书
写新的艺术记忆”。

“原来真的没想过，有一天，我也能在家
门口看上好的音乐剧，这种感觉真的很不一
样。”从《猫》到《日落大道》，北京艺术中心上
演的音乐剧，齐女士部部不落，每次观演的出
行时间也被大大缩减到20分钟左右。

大批顶尖资源的集中注入，正在快速拉
动城市副中心演艺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据统
计，在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剧剧目的售票率超
过九成，“演艺之都”东部的音乐剧高地已初
见锋芒。

《雨中曲》余音未绝《日落大道》旋律响起

莎拉·布莱曼明天是否会说“你好”？
从世界高端音乐剧频频光临北京城市副中心说开去——

““首先首先，，请让我向大家说一声请让我向大家说一声‘‘你好你好’’。。””33月月2222日日，，北京艺术中心里北京艺术中心里，，快门声此起彼伏快门声此起彼伏，，面对层层叠叠的镜头面对层层叠叠的镜头，，莎拉莎拉··布莱曼特意用中文向大家问布莱曼特意用中文向大家问
候候。。33月月2727日起日起，，由莎拉由莎拉··布莱曼领衔的原版音乐剧布莱曼领衔的原版音乐剧《《日落大道日落大道》》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持续演出至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持续演出至44月月1313日日。。接续此前收获如潮好评的接续此前收获如潮好评的《《雨中曲雨中曲》，》，又又
一个属于今年音乐剧市场的高光时刻注定要在城市副中心绽放一个属于今年音乐剧市场的高光时刻注定要在城市副中心绽放。。

自自20232023年底对外开放以来年底对外开放以来，，锚定锚定““现代性现代性””发展特色的北京艺术中心加速驶入音乐剧赛道发展特色的北京艺术中心加速驶入音乐剧赛道，，不仅以密集优质的演出极大填补了区域相关资源不仅以密集优质的演出极大填补了区域相关资源
的空白的空白，，也以清晰独特的定位也以清晰独特的定位、、丰富周到的体验为行业带来了新鲜灵感丰富周到的体验为行业带来了新鲜灵感。。

中国音乐剧市场潜力巨大、观众热
情。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北京天桥艺术
中心、灯塔专业版联合发布的《2024 中
国音乐剧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1
月至 10 月，全国音乐剧演出场次已达
1.36 万场，票房 13.96 亿元，观众超 582
万人次。

作为国家大剧院“一院三址”的重
要一极，秉承差异化经营理念、重点关
注年轻观众和亲子客群的北京艺术中
心，在规划建设之初就把音乐剧纳入发
展蓝图。“在设计剧场时，北京艺术中心
就充分考虑了音乐剧的混响、台口尺寸
等要求，硬件设施很适配音乐剧的演

出。”北京艺术中心运营管理部部长江
涛说。

在引入剧目时，北京艺术中心也
有意与其他剧场错开定位，比起呈现
多轮复排或巡演的成熟项目，国家大
剧院演出部副部长赵菲介绍，“我们会
倾向于选择《猫》等最经典的作品，以
及《雨中曲》《日落大道》这样非常有特
色的作品。”《雨中曲》的人工雨幕独树
一帜，《日落大道》有莎拉·布莱曼坐
镇，小观众或许会相当钟情的《怪物史
莱克》将亮相暑期档，国内原创音乐剧
预计安排在下半年，“未来，我们还计
划引进百老汇、伦敦西区刚刚上演的

剧目，让北京观众同步欣赏国际舞台
佳作。”

“依托国家大剧院的资源优势，在
整个音乐剧产 业 中 ，我 们 希 望 能 发
挥更多的带动作用。”江涛透露，在
培育市场、培养人才层面，北京艺术
中 心 已 经 借 助“河 畔 时 光 周 末 音 乐
会”等艺术普及品牌，以低廉票价邀
请观众走进剧场，在讲演结合的轻松
氛 围 里 了 解 音 乐 剧 的 特 色 和 发 展 。
今年还将陆续推出音乐剧专业人才
培 养 计 划 ，“ 对 行 业 的 长 远 发 展 来
说，这是重要的、需要尽快启动的基
础工作。”

在极大便利北京东部观众的同时，
北京艺术中心的辐射半径还在持续扩
大。《雨中曲》的 16 场演出覆盖了两万
余名观众，许多人来自市中心和其他城
区。“我们一直在关注观众从各个渠道
给予的反馈，不断收集大家对我们的期
待。”江涛说，为进一步降低出行成本，
在常态接驳车的基础上，北京艺术中心
加开从地铁四惠东站往返剧场的专属
接驳车，观演高峰期，5 辆大巴车载着

观众驶向剧场大门，下车再走几十米，
检票口便在眼前。

江涛分享了一个数据，《雨中曲》
观 众 乘 坐 专 属 接 驳 车 的 比 例 达 到
22.8%，即每 5 名观众中便有一位是乘
专车而来。《日落大道》将延续“打通最
后一公里”的服务之举，演出期间，两
条接驳线路将分别从地铁 1 号线四惠
东站、6号线东夏园站出发，直达剧场。

此外，“我们想为大家提供的，不

只是舞台上的内容，观众来一次，就
应该尽兴而归。”江涛说。《日落大道》
演出时，北京艺术中心将在公共空间
布置女主角诺玛的“同款”红毯打卡
区和限时沉浸密室等特色展陈，并上
新特色主题餐饮和文创周边，届时，

《日落大道》的元素将处处皆是，完整
而丰富的观演体验是对演艺空间内
涵的又一次挖掘。

本报记者 高倩

差异化经营做出特色差异化经营做出特色

让观众尽兴而归让观众尽兴而归

本报讯（记者 李如意 通讯员 胡杨
卢思蕊）承德市滦平县一栋栋温室大棚内，
反季节果蔬种植喜获丰收，迎来产销旺季。

滦平县气候温和、水资源充足，距离北
京、天津较近，蔬菜运输成本低，发展蔬菜
产业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近年来，滦平
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加快建设“环京绿色蔬
菜供应基地”，让京津“菜篮子”“果盘子”更
丰富，京津市场的“承德味道”更浓郁。

走进滦平县大屯镇兴洲村新硕农业大
棚，水灵灵的黄瓜齐刷刷地挺直“腰杆”，紫
油油的茄子长势喜人，红绿相间的西红柿
缀满枝头，满棚的勃勃生机令人赏心悦目。

“园区现在种植的‘一番炸’系列番茄，
不使用农药和化肥，不进行人工催熟，纯自
然成熟，口感更加丰富，更加香甜。现仅西
红柿大棚就有 105栋，除此之外，黄瓜、角
瓜、甘蓝、菜花等蔬菜，每个品种的产量在
80吨左右，保障每天都有新鲜的蔬菜供应
京津市场。”新硕农业副总经理李建坡一边
观察各类蔬菜的长势，一边介绍着园区的
情况。

蔬菜不断茬，瓜果时时香，四季有事
做，全年有效益……数以千计的蔬菜大棚
不仅保障了京津城市蔬菜供应，更为滦平
农民带来了美好新生活。

马桂兰夫妻是兴洲村村民。“过去3亩
多地就种一茬玉米，一年到头土里刨食，顶
多挣2500元。”马桂兰回忆道。

近些年，村里发展大棚种植，夫妻俩便
把土地流转出去，一年的租金收入有 4000
元。他们还成了大棚管护员，月月都有工
资拿。

像马桂兰夫妻这样致富的在滦平不是
特例。近年来，滦平加大蔬菜产业园区建
设力度，引入大户、企业在园区发展，通过

“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经营模式，
不断扩大设施蔬菜种植规模。目前，全县
设施蔬菜建设面积达 1.1 万亩，带动 4000
余名村民就业。

大棚产业旺，群众生活美。滦平县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打造“环京绿色蔬菜供
应基地”，滦平果蔬产量、农产品质量以及
设施农业的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有效保障
了“菜篮子”“果盘子”产品供给能力，满足了京津居民日益增
长的消费升级需求。未来，滦平的设施蔬菜将不断放大农业
品牌效应，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广泛推行农业绿色发展
方式，提高“菜篮子”“果盘子”产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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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马”脚步日益临近。这个春天，副中心将再度成为跑
步爱好者和游客的目的地。今年副中心马拉松赛道的设计经
过精心规划，既考虑到跑者的体验，也充分展示了副中心城市
风貌，将通州区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与现代化建设成果有机
串联。沿途跑者将穿越副中心的多个核心区域，在这里，每一
步都是对副中心的探索，每一公里都是对这座城市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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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篇：副中心今年“很热闹”
即将起跑的副中心马拉松吹响了副中心体育

赛事“进攻”的号角。
记者从通州区体育局了解到，2025年，是副中

心“体育大年”：既有一系列“金牌”赛事活动，也有
副中心马拉松、通州运河半程马拉松、副中心夜跑、
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还有不少国际体育赛事“新
贵”，如北京国际马术大奖赛、北京城市副中心国际
羽毛球团体邀请赛，更有北京城市副中心击剑公开
赛、北京城市副中心电子竞技比赛、第八届中国大
学生皮划艇锦标赛、首届城市副中心冰球邀请赛、
中国体育舞蹈公开系列赛、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
赛（北京站）等“重量级”赛事。

翻看“赛事表”不难看出，副中心今年“很热
闹”：有马拉松、羽毛球、击剑、马术、国际象棋、冰
球、皮划艇、龙舟和电竞等。

丰富的赛事背后，离不开专业场馆做支撑。随
着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不断加快，体育场馆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

潞城全民健身中心于2024年3月投用，建筑面
积约4.8万平方米，拥有篮球馆、羽毛球馆、游泳馆、
网球馆、足球场等专业场地。此外，潞城全民健身
中心三层还有一个室内冰场，作为副中心首家拥有
高标准设施和奥林匹克标准冰面的体育场馆，为热
爱滑冰的朋友们提供了安全、专业的滑冰环境。

古朴沧桑的红砖房、阳光充沛的大厂房……在
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南门，昔日老厂房华丽转
型，变身为一座工业风体育馆：这就是城市绿心活
力汇。

城市绿心活力汇总建筑面积约 19320平方米，
由体育馆、主题酒店及餐饮中心三个组成部分。城
市绿心活力汇体育馆通过对东亚铝业老厂房的改
造，使其展现全新的容貌，专业运动木地板的铺装、
运动丙烯酸地面的铺设、专业防眩光体育照明的架
设，以及增设的全功能空调系统，老厂房华丽变身
成为新时代的全民健身中心，结合“体育+”的概

念，将体育与娱乐、体育与商业餐饮、体育与旅游等
功能空间布置于城市“绿心”之中。

除了新建场馆外，副中心“老场馆”：通州体育
场即将在今年夏天迎来“新生”。

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通州体育场升级改造项
目总建筑面积 70523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0609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49914平方米，核心功
能包括“三馆、一场、一中心”，即体育馆、游泳馆、冰
上运动馆、体育场、全民健身中心。

地上，有体育馆、体育场和全民健身中心。体
育馆拥有12片标准羽毛球场，同时可以转化为2片
标准篮球场，馆内可容纳3000名观众，包含1800个
固定座位和 1200个移动座位，将打造成为兼顾羽
毛球、篮球的复合型综合馆。

备受关注的室外体育场，由足球场、跑道和两
片室外篮球场组成。位于体育馆二层的全民健身
中心，致力于为不同年龄段人群提供专业的健身
服务。目前，新改造的足球场已经亮相，蓝天白云
和绿色草坪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该足球场为国际足联（FIFA）规定的标准尺寸，长
105 米、宽 68 米，面积 7140 平方米，为人工草坪。
同时，足球场四周为 400米塑胶跑道，将于近期完
成施工。

再看地下，有游泳馆、冰上运动馆等体育设
施。游泳馆位于体育馆地下一层，拥有一个长 50
米、宽21米共8条泳道的标准游泳池和一个3条泳
道的练习池，可容纳 500名观众。值得一提的是，
游泳馆采用恒温恒湿的舒适环境，以及先进的循环
水处理系统，无论是专业训练还是休闲娱乐，都将
为游泳爱好者提供优质的体验。冰上运动馆位于
室外体育场地下二层，由标准冰场和冰球馆组成，
将成为副中心市民体验冰上运动的新去处。

此外，通州体育场地下停车场分三层，车位共
970个，包括普通车位780个、新能源141个、无障碍
15个、微型车辆34个。

旅游篇：从自然风光到城市活力
对于游客来说，副中心马拉松的赛道是一条绝

佳的旅游路线。从起点出发，沿着赛道前行，每一
处风景都是一幅绝美的画卷。春分过后，气温逐渐
回升，城市副中心春意盎然，大街小巷迎春花悄然
绽放。在这里，您可以漫步花海，放松身心，感受春
天的气息，享受美好的时光。

跑者们自司空分署街出发，就能遥遥望见高塔
红墙。春花虽多，能展现出独特韵味的，还得数燃
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在这里，一株株玉兰树静静
伫立，洁白如玉的花朵绽放枝头。如一盏盏精致的
宫灯，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散发淡淡清香。阳光透
过花瓣，洒下斑驳的光影，为古朴的建筑增添了一
抹灵动与生机。

从司空分署街向北出发，经通惠河北岸，南岸
便是西海子公园。这里春光正好，生机萌动，荡漾
碧波映出岸边花枝。目前，山桃花开始竞相绽放，
粉红的花瓣与波光粼粼的河水相映成趣，仿佛一幅
流动的水彩画。漫步其中，微风拂面，花香扑鼻，让
人流连忘返。

除此之外，大运河沿岸的码头、公园也是选手
们将经过的地方。景区南区沿水系长达8公里，分
别建有潞河桃柳、月岛闻莺、明镜移舟等六大景区
和长虹花雨、半山人家、皇木古渡等十八景点。沿
岸而行，入目是蓝绿交织，绿荫四合，粉白花朵点缀
其间，令人如入绿野仙境。

在路线的 12公里处，当跑者们进入城市绿心
森林公园，仿佛进入了一个天然的氧吧。这里，绿
树成荫，花香四溢，是通州的生态明珠。公园内，古
运河的遗迹依然清晰可见，古老的水道见证了通州
的生态变迁，游客们可以在这里漫步、骑行，享受大
自然的宁静与美好，领略大自然的魅力。

副中心新晋“顶流”三大文化设施也坐落于城
市绿心森林公园中，是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也是

“副马”选手们将经过的一站。自对岸远望，形似船
帆的屋顶浮于树海之上，营造出岸上的“运河泛舟”
之景。2023年年底，三大文化设施全面竣工，向公
众开放，至今仍然火爆，访者不绝，成为副中心的文
化新地标，旅游新“顶流”。

文化篇：从古韵悠长到现代活力
初春时节，万名跑者将围绕运河开启一段激情

挥洒的旅程。河水潺潺，文韵悠悠，这不仅是强身
健体的运动之行，也是感受运河风情的文化之旅。

当跑者们从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端的燃灯
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前道路的起点出发，仿佛开
启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程。这里，古塔高耸，岁月
的痕迹在砖石间悄然流淌，每一砖每一瓦都诉说着
古老的故事。跑者们在晨光中起步，脚下是被时光
打磨得光滑的石板路，身旁是古香古色的建筑，仿
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这里曾是通州的繁华所
在，商贾云集，舟楫如梭，大运河的水波见证了一
座城市的兴衰与变迁。如今，这座古塔依然屹立，
守护着这片土地，而跑者们的脚步则为这片古老
的区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此之外，本次马拉松路线还途经漕运码头、
观景平台、柳荫广场码头、甘棠大桥等彰显运河文
化的地标，让参赛选手们既能欣赏到独树一帜的副
中心景色，还能在奔跑中感受到通州古今交融的历
史沉淀。

沿着赛道前行，跑者们穿行在通州的大街小
巷，每一步都踏在历史的脉络之上。新华北路、新
华东路……这些看似普通的名字背后，承载着通州
的商业记忆。曾经的店铺林立，如今依然热闹非
凡，只是多了几分现代化的气息。跑者们在奔跑
中感受着城市的脉动，古建筑与现代商业的完美
融合，让这座城市既有文化底蕴，又充满生机。
这里，是通州的过去与现在的交汇点，是历史与
现代的对话。

自 2017 年首次举办以来，北京城市副中心马
拉松陪伴城市副中心数年成长。副中心马拉松的
忠实“粉丝”跑友们会发现，年年来副中心跑步，年
年都能找到新变化。

今年副中心马拉松的赛道设计在延续以往经
典元素的基础上，将终点设在新建成的人民大学通
州校区。这座崭新的校园充满了青春活力与学术
气息，为马拉松赛事增添了一份人文情怀，也象征
着通州区在文化与教育领域的蓬勃发展，象征着教
育与体育的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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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点终点::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人民大学通州校区

起点起点::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前道路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景区前道路

商业篇：
到副中心吃喝娱乐购

如何把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留
量”？一场马拉松，不只是奔跑，还可以把副中心各类商
业综合体“吃喝娱乐购”一网打尽。

沿着本届马拉松比赛的赛道，参赛者和观众可以看
到运河两岸一幢幢楼宇拔地而起。坐落在五河交汇处的
运河商务区，正是城市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集中展示
了副中心的发展速度和无限可能。

从起点开始，位于运河商务区的司空分署街附近就
有多个商业综合体：通州万达广场、远洋乐堤港、爱琴海
购物公园……

这些商业综合体不仅是通州“土著”们消费的首选，
也将成为五湖四海朋友到副中心的好去处。

除了到副中心跑马拉松，还能玩什么？答案非北京
环球主题公园莫属。

开园便成顶流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更是副中心文
旅的一张“金名片”。

自开园以来，环球主题公园就成为文旅顶流。哈利·
波特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乐园景区人山人海，城市大道成
为北京夜经济的标杆地区，烟火气和消费活力在这里充
分展现。

同时，紧邻环球主题公园的北京最大的奥特莱斯购物
中心——湾里王府井奥莱项目建筑面积达16.5万平方米，
目前装修工程已经过半，有望于今年下半年开业迎客。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商业供给
将进一步丰富，商业氛围持续升温。年内，至少有5家新
商业项目开业，分别为湾里王府井奥莱、“苡荷 live”商业综
合体、莲花汇、阳光彩虹湾·水世界、北投D.P.ONE源·心。

今年，副中心马拉松终点设在人民大学通州校区，终
点对面就是刚开业半年多的首开通州万象汇。

据介绍，首开通州万象汇总建筑面积约 14.8万平方
米，商业空间包含地上七层，地下两层，打造集购物零售、
超市、餐饮、娱乐体验、文化创意、影城为一体的综合性消
费场所。项目以“区域型一站式高品质购物中心”为定
位，汇集260余家店铺，区域首店超100家。

同时，项目在满足购物消费需求的基础上，打造了社
交空间、文化体验空间及休闲娱乐空间，举办演艺、市集
等活动，为消费者提供放松心情、社交的空间。其中，位
于项目六至七层的屋顶花园，从艺术体验、文化融合、科
普互动出发打造运河文化主题场景，打造了免费儿童游
乐设施，为亲子家庭客群提供休闲场所。

随着马拉松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大运河文化旅
游景区、环球主题公园、运河游船、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
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各具特色的新兴文旅消
费场所也不断冲上热搜，成为副中心文旅产业的新名片，
吸引着包括跑友在内的市民前来探索、消费、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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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滦平新硕蔬菜大棚内绿意盎然。

副中心小记者团感受传媒的力量
25名小记者到传媒大学现场“采访报道”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阳春三月再出发。近
日，25名副中心小记者走进中国传媒博物馆，开
启了一场跨越时空的传媒探索之旅。这是副中
心小记者团2025年的第三次活动。

走在中国传媒大学的校园里，小记者们充满
了好奇。进入博物馆，小记者们更加兴奋，体验
了一场跨越历史的传媒教学活动。他们在泛黄
的老式印刷机前感受铅字温度，在 5G 全息直播
间领略未来传播魅力。展柜中的中国首台黑白
电视机的金属光泽，与AR技术复原的宋代邸报
相互映衬，呈现出独特的历史与现代的交融。来
自三河市第一实验小学六年级的小记者杨善晴
认真听完关于中国广播第一声部分的讲解，转身
就在复刻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旧址上开始输出，
自信满满，侃侃而谈；来自东方小学六年级的皮
芷擎在音频制作室认真观察，听完讲解后站在镜
头前落落大方，介绍得清晰明了。

副中心小记者团负责人介绍，副中心小记者
团成立于 2024 年 11 月，从参与大运河畔的二十
四节气直播到走进张家口冬奥场馆采风，从分享
国家公祭日读书会到与记者赴一线参与京津冀
媒体集中采访，400多名小记者用脚步丈量新闻
现场，用心聆听新时代发展的故事，用情为北京
城市副中心代言，短短百余天已经创下七大成长
印记。 走进博物馆，小记者用指尖触碰科技的温度。

音频制作室，小记者认真观察感受声音的魅力。 传媒大学内，大小记者同屏记录春日探索之旅。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