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若晨）为进
一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发挥
优质资源学校辐射作用，打通学
段限制，推动人才长链条贯通培
养，近日，通州区教委召开通州
区第六批教育集团成立工作会，
新成立 6 个以高中校为龙头的
跨学段纵向教育集团，扩充 1个
中学教育集团，2 个小学教育
集团。

截至目前，通州区的高中教
育集团达到 11 个，本次新成立
的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通州
校区教育集团，支持宋庄地区办
学，原宋庄镇中心小学更名为宋
庄实验学校，纳入该集团。北京
市第二中学通州校区教育集团
支持西集、郎府地区办学，原通
运小学更名为通运学校，纳入该
集团。北京市第五中学通州校
区教育集团支持张家湾南部地
区办学。北京景山学校通州分
校教育集团支持台湖、马驹桥地
区办学。原北苑小学更名为后
南仓小学北苑校区，纳入后南仓

小学教育集团。
自 2021 年启动集团化办学

改革以来，通州区始终以“优质
均衡”为目标，全区教育格局发
生深刻变化。一是规模持续扩
大，所有中学实现了集团化办学
全覆盖，小学实现了优质资源全
覆盖，优质教育资源从“点上开
花”迈向“全域共荣”。二是机制
不断创新，探索“1+3”贯通培养、
集团直升、集团内师资轮岗等特
色模式，进一步畅通长链条育人
路径，促进区域优质教育资源跨
校、跨区域间的流动。三是成效
日益凸显，成员校办学质量显著
提升，进一步缓解家长升学焦
虑，区域教育生态更加完善。

未来，通州区将持续发挥集
团化办学优势，扩大优质资源覆
盖范围，探索育人和培养方式改
革，用连续培养缓解焦虑，探索
特长生选拔培养机制，应对学龄
人口变化，加速教育数字化转
型 ，提 升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水平。

通州区成立第六批教育集团
目前通州区高中教育集团已达11个

本报讯（记者 石峰）运河上
的通州，灯光璀璨；夜幕下的副
中心，光影交错。昨晚，“大运长
歌”光影秀正式面向市民游客开
放。作为“开漕了”2025 大运河
文化推广的子活动之一，4月 27
日起至 5月 5日，每天 19：00-20:
00，“大运长歌”光影秀持续在大
运河畔上演。

“大运长歌”光影秀以“千年

运河文化”为叙事核心，利用 3D
裸眼 Mapping 投影等前沿技术，
串联大光楼、燃灯塔、运河商务
区楼宇、运河之柱、水塔等五大
点位，构建一场“跨越时空的视
觉史诗”。市民游客可沿岸步行
观看，也可以乘船欣赏。如果您
选择前往大光楼码头观看光影
秀，可提前购票，沉浸式感受大
运河夜航的光影魅力。

沉浸式感受大运河光影魅力

五大点位赏“大运长歌”

张家湾这个名字，已经叫了至少600年。
今年，我国第一所公办服装高校、北京市“高水平特色型大学”北京服装学院要在张家湾设立

通州校区。上周五，作为入驻张家湾的先导活动，北服本科毕业作品展在设计小镇国际设计周永
久会址精彩亮相，1000多名学生的数千件作品诠释着年轻人对设计的理解与探索。

漕运古镇牵手高校、拥抱未来设计，将诞生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在这场毕业作品展上，记
者找到许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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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25年的春风掠过京杭大运河，城市副中心的发展热土上已激荡起波澜壮阔的春潮。在
建筑工地上，塔吊林立如钢铁森林，勾勒着城市生长的轮廓；在科技园区里，智慧之光闪烁如星河
璀璨，编织着未来发展的蓝图；在投资版图中，项目落地如春笋破土，孕育着产业升级的希望；在工
业长廊间，机器轰鸣如时代强音，奏响着跨越发展的乐章。通州区四大领域正齐头并进，共同谱写
一曲气势恢宏的蝶变进行曲。

投资交响
于希望土地

播撒发展种子

副中心的春天，已然成
为收获的季节。通州区开
年即在全市率先举办 20 个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唤
醒了这方热土。一季度新
增入库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32项、同比增加 19项，让这
些希望的种子在副中心的
沃土生根发芽。通州区还
积极向上争取，通过市级联

审上报国家“两重”“两新”项目 22 个、总投资
26.5亿元，获得2025年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支
持 4.6亿元。一季度，通州区固定资产投资实
现239亿元、超额完成市级下达任务，增速同比
增长13.5%、在高基数基础上实现较快增长。

在2025年“投资北京”大会上，通州区的五
大签约项目预计将累计实现投资金额 40多亿
元。一家企业负责人感慨地表示：“我们相信，
在这里投资，就是投资未来、投资希望。”

眼下，区投促中心的工作人员们就像勤劳
的“园丁”，精心耕耘着通州这片投资热土，让
每一个项目都茁壮成长，为通州的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

科创星河
智慧天空中

点亮创新之星

当“科创资源倍增计
划”的火种点燃，通州区
的科技创新版图上便燃
起点点星火。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工程与新医
药等 6 大领域 20 个科研
项目，正在通州的科创天
空中闪耀；全球创新服务
网络（GNIS）创新要素集
聚区和国际人才会客厅
的落地，如磁石般吸引着全球的创新资源；6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 41家专精特新企业的
加入，如新鲜血液般注入通州的科创肌体。

2025年一季度，通州区大中型重点企业研
发费用合计12.5亿元，同比增速28.8%，高出全
市平均值23.3个百分点，全市排名前三。

今年一季度，区科委加速培育创新主体，
科技创新成果呈现出竞相涌现的繁荣景象。
区科委方面表示，全区技术市场交易活跃，前3
个月，技术合同成交额已达146亿元，这就是副
中心创新活力的最佳注脚。未来，副中心还要
在科创天空中点亮更多“星星”，催化出更多
硕果。

大运河畔，工业发展的浪潮扑面而来。一
季度全区规上工业总产值 373.6亿元的数字，
撑起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天空；107.3%的增速，
不是简单的数字跳跃，而是通州区工业力争脱
胎换骨的蜕变密码；当产值规模占全市比重从
2.7%跃升至 5.3%，全市排名从第 9位挺进到第
6位，产值增速超全市平均增速102.1个百分点
高居全市之首时，通州区
用速度与质量的双重突
破，在京畿大地上书写了
工业发展的传奇。

43 家增速超 50%的企
业，是这场工业革命的先
锋部队。在中关村通州
园，一家企业的生产线上，
智能机械臂上下翻飞，如
舞者般精准地组装着一台
台精密机械。“今年一季度
我们的产值同比增长了八
成多，这得益于通州区完
备的产业链配套和贴心的
政策服务。”企业负责人的
话语中洋溢着自豪，“从土地
审批到设备引进，从人才公
寓到研发补贴，政府的‘一站
式’服务让我们心无旁骛地
奔跑在发展的快车道上。”

在园区内，目光所及都
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

“未来，我们还要打造更多
百亿级、千亿级的产业集
群，让通州工业成为首都经
济的新增长极。”区经信局
相关负责人说。

工业狂飙
书写产业高地的跃迁史诗

长安街东端延线的尽头，建筑工人们的号
子声与机械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激昂的建设
者之歌。面对建筑业指标核算方式调整的“考
题”，通州区以“解题高手”的姿态从容应对，用
一季度驻区企业在京产值增速 19.8%，交出了
一份高于全市7.1个百分点的优异答卷。拉动
建筑业在京总产值增长9.4%，更是副中心建设

力度的真实写照。
在环球影城附近的建

设工地上，张家湾车辆段综
合利用供地项目施工现场
热火朝天。不久后，这里将
诞生北京最大的奥特莱斯
购物中心，还有别具韵味的

“空中花园”酒店与文旅民
俗小镇。相关企业项目经
理指着眼前的图纸说：“有
关部门为我们提供了‘政策
包’和‘机会清单’，让我们
在副中心的千亿投资中得
以找准定位。”在他的身后，
塔吊高耸的巨臂划破天际，
在蓝天白云间勾勒出城市
发展的新高度。

当下，一座座超级工
程的建筑群正纷纷崛起。
建设者们就像城市的“画
师”，每一处建筑工地都成
为了他们的“调色盘”。从
行政办公区到交通枢纽，
从民生工程到产业园区，
他们用钢筋水泥和智慧汗
水，在副中心的蓝图上绘
出壮美画卷。

建设华章
在副中心蓝图上挥毫泼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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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领域竞风流 春天叙事涌新篇

在春潮涌动的2025年一季度，通州区建筑、科技、投资、经信四大领域精雕细琢，尽显结构优
化、量质齐升之姿，以实际行动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

建筑领域在副中心千亿投资中勇挑大梁，奏响城市骨架拔节生长的铿锵足音；科技领域如“创
新追光者”，助力创新要素加速汇聚，让智慧之光在通州大地璀璨闪耀；投资热潮涌动间，一批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的号角响彻副中心，彰显着这片热土的强大磁力；经信领域则化身“产业引擎”，43家
增速超50%的企业组成的“先锋方阵”，让工业规模在短时间内实现华丽增长，筑牢高质量增长的
产业根基。

四大领域的协同奋进，是通州以“副中心担当”作答“时代之问”的生动实践。这里既有塔吊林
立的建设现场，也有实验室里的智慧碰撞；既有投资落地的“加速度”，也有产业升级的“深度游”。

当运河水倒映着塔吊的剪影，当科技园区的灯光与星空交相辉映，通州正以四大领域为支点，
撬动区域发展的无限可能。

长安街东端，这曲春潮中的蝶变之歌，不仅是对奋斗者的礼赞，更是向未来许下的铿锵誓
言——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征途上，通州正以昂首之姿，抓谋划、抓服务、抓攻坚、抓作风，书
写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篇章。

记者手记

北京书市副中心分展场将设八大展区

长假逛书市读懂城市副中心
5月1日至5日三大文化设施共享中心期待读者

本报讯（记者 池阳）为进一
步助力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和“书香京城”建设，丰富市民
群众文化生活，市委宣传部在举
办 2025 年北京春季书市期间，
将于 5月 1日至 5月 5日，首次在
城市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共享
空间设置主题出版物展区、优选
出版物展销区、“旧书新知”展
区、亲子阅读体验区、通州特色
书店及文旅展区、文博雅集展
区 、创 意 新 生 活 展 区 等 8 大
展区。

如果您想要阅览主题图书，
那可不能错过书市主题出版物
展区中重点展示的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图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复兴文库等。这里还将集中展
示获奖图书、京津冀优秀出版

物、北京中轴线等主题图书。
作为首次在副中心设置的

分展场，本次书市中的通州特色
书店及文旅商体展区将会带您
进一步“读懂”副中心，了解这座
运河北首的城市。在该展区中，
通州区特色实体书店将集中展
销图书及文创产品，展示宣传推
广通州文旅项目。展区还将设
置“运河上的通州”文旅商体农
特色宣传展台，邀请优质实体书
店及文旅商体农共创联盟成员
企业，通过互动研学、非遗展示、
手作体验、特色展销等形式，构
建“图书展销+非遗活化+成果
展示”的多维矩阵，借助三大文
化设施资源优势，展现副中心文
化传承。

在优选出版物展销区，精选
优质出版单位最新推出的新书

将一一呈现。对于古籍、二手书
爱好者，“旧书新知”展区举办的
精品古籍展览、古旧书展销和现
场开展的二手图书交换、线装书
制作、雕版印刷等文化体验活动
不容错过。要是您带着孩子一
起来书市，亲子阅读体验区的优
质中外少儿读物和儿童益智、科
普体验等项目一定会让您有所
收获。

除此之外，汇聚了全国重点
博物馆、景区、出版社的畅销文
创产品，以及其他周边产品的文
博雅集展区；围绕创意家居、鲜
花绿植、创意插画、二手好物、艺
术手作、户外露营等生活休闲品
类开设市集的创意新生活展区；
还有餐饮休闲配套服务也将丰
富您的文化体验。

五一期间城市图书馆（副中

心分展场）的特色活动都有哪
些？共计15场儿童情景剧、科普
讲座、手工艺制作、书法展示等
文化互动活动将在书市露天开
展。另有13场“旧书新知”讲堂、
图书签售会等互动讲座将在城
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此外，5
月 1日当日，运河船工号子、《红
楼梦·游园》明清服饰展演活动
也将在启动仪式中呈现，充分展
现副中心特色文化。

与此同时，月亮河小镇将在
书市期间开展北京书市（副中心
分展场)第二展场，设置 70 余个
展位，并邀请“运河上的通州”文
旅商体农共创联盟成员企业及
实体书店、出版社，开展图书展
销、互动讲座、草坪露天电影、星
空阅读等多种形式文化活动，与
城市图书馆展场遥相呼应。

北京服装学院+张家湾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上千名未来服装设计大咖将进驻古镇

北服在副中心聚焦
“三件事”

北服来了，对副中心意味着
什么？毕业作品展开幕式上，聚
光灯下，北京服装学院党委书记
黄克瀛的发言掷地有声：“北服
在此落地，不是简单的校区建
设，而要与城市发展深度交融。”

具体来说，北服在副中心要
聚焦“三件事”——

要成为副中心“城市更新的
设计师”，用设计复活古漕运文
化，吸引集聚设计、艺术和文化
资源，塑造城市时尚文化品牌和
形象，进一步提升产城融合的活
力、文化传承的底气。

要成为副中心“产业升级的
加速器”，整合高校、商圈、园区，
建设时尚文化展示空间、时尚产
业价值空间、时尚消费体验空
间，促进时尚产业高质量发展。

要成为副中心“美好生活的
提案者”，师生将充分与居民互动，
走进社区、激活城市微空间，并把
美育课堂开进中小学、社会单位，

传承美、发现美、创造美、传播美。

毕业展上有不少大
运河元素

“这是一场洋溢着青春气息
与无限创意的毕业大展！”北京
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门前，正在
直播的媒体同行这样说。

永久会址曾经是北泡轻钢
厂夹芯板车间，经过腾笼换鸟、
改造提升，蝶变为如今的现代化
时尚展厅。随着北服毕业展开
幕，红砖、落地窗、时装、油画搭
配在一起，让整个园区，从内到
外艺术气息十足。

场馆之内，大部分是打扮时
髦的年轻人。仔细转转这场展
览，记者发现了很多大运河元
素。美术学院公共艺术系的学
生陈谊锋的作品是一个声音艺
术交互装置，“戴上耳机，敲不同
的鼓，会听到运河号子、运河流
水、白鹭嬉戏的声音。”他说，这
些声音都是自己过去半年在大
运河边录制的，希望能用声音艺
术的视角“探索不一样通州”。

去年下半年，北服本科生毕
业设计陆续开题。在指导教师的
帮助下，时尚传播学院摄影专业
的武若晗也把视角聚焦在了大运
河上。

武若晗的作品灵感，来源于
大运河博物馆水街上停放着的
三艘铜船。“在博物馆逛了一整
天，我特别想亲手做一艘历史上
的漕运驳船。”她专程到大运河
沿线的山东济宁，租下一间房
子，拜师做船多年的非遗手艺
人，历时半年多，手掌被工具划
破多次，终于完成了这艘长 1.2
米、高2米多的运河帆船，虽然并
不大，但所有工艺、零部件都实
现了完美复制，甚至能像漕运驳
船一样下水航行。

要让传统文化焕发
时尚风采

陈谊锋、武若晗的老家都不
在北京，更不在大运河沿线，为
什么会对通州大运河这么感兴
趣呢？陈谊锋说，因为自己会继
续在北服读研究生，将来肯定要

经常来通州校区，希望能到大运
河边多走一走，寻找创意灵感。

武若晗的回答，充满了人文
气质：“现在一提到通州，大家就会
想到大运河。希望将来，北服也
能成为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名片。”

这场毕业大展将持续到5月
25日。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市民来到设计小镇，还能畅享

“张家湾时尚缤纷”的精彩，欣赏
6场不同主题的服装大秀、1场戏
曲巡游，深度体验北京高校青春
市集、非遗市集、美食市集、时尚
萌宠市集，与高校年轻人一起感
受副中心的活力。

北京服装学院副院长邹游
表示，北服入驻张家湾，不仅要
带来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年轻人，
更要带来“破界创新”的生态，形
成一片联结教育、产业与社会的

“创新雨林”。
从人才培养链到产业供应

链，再到城市更新，北服将如何
在张家湾绘就更具活力的“时尚
图谱”，搅动设计小镇的一池春
水，值得我们期待！

本报记者 陈强

大运河畔，市民欣赏“大运长歌”光影秀。记者 唐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