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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 6日 星期二 农历乙巳年四月初九 今日四版 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刚刚过去的“五
一”假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宛如一片欢乐的
海洋，处处洋溢着热烈的节日氛围。演出、
商圈、市集三大板块交相辉映，各展独特魅
力，文旅消费市场活力喷薄而出，吸引了无
数游客纷至沓来，解锁缤纷多彩的假日新
玩法。

“五一”假期，北京环球影城成为热门
旅游打卡地，游客数量远超平日。美团旅
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一”小长假，文
旅市场热度创近三年新高，呈现全面增长、
多点开花的火爆态势，并激发吃喝玩乐等
服务消费持续向好。

记者5月2日在环球影城看到，热门项
目排队时间长，哈利·波特禁忌之旅项目排
队甚至达到了 135 分钟，即便购买优速通
仍需排队十几分钟。餐厅、拍照打卡处同
样大排长龙，哈利·波特园区的三把扫帚餐
厅中午排队至少需要1小时。

美团数据显示，截至5月1日，环球度假
区票量同比增长约213%，假期首日热度位
居全国景区第二。小长假期间，高峰时入园
人数达到近5万人/日，是平日的两倍。

面对大客流，北京环球影城采取限流
措施，根据客流情况调整门票销售状态。
官方客服表示，在官方渠道购票可提前 2
天自行改签或退票，提前 1 天操作则收取
80元手续费，入园当日无法临时退票或改
签。记者粗略估算，按 5 万人/日、门票价
格 638-748元计算，环球影城“五一”期间
五日门票收入超 1.7亿元，加上周边商品、
餐饮等消费，有力带动了文旅消费。

在月亮河小镇，结合北京书市、大运

河开漕节，一场别开生面的市集活动火
热开展，“五一”期间接待游客 15万人次。

月亮河美食市集汇聚京津冀传统名小
吃、非遗小吃，注重品质管理，引入游客打分
环节，严把准入关和考核关，让游客吃得
放心。

与美食市集相邻的是图书市集，70
多家图书摊位构成运河边最大的图书市
集。家长带着孩子在此驻足挑选书籍，
享受阅读时光。这里是副中心书市第二
会场，未来还将打造常态化“运河书市”。

首开通州万象汇的“开运食光——
通州碳水节”和通州万达广场的“十大国
粹熊猫盖章节”活动也吸引了众多市民
参与。万象汇的碳水节汇聚 40 家网红烘
焙、老字号和地方知名小吃，还有潮流互
动游戏和爆品试吃，神秘 DJ 现场助阵。
据统计，5 月 1 日至 4 日，超过 20 万人次
到访万象汇，销售额超过 2000 万元。万
达广场将国宝熊猫与中华非遗技艺相结
合，设计趣味打卡路线，设置互动工坊，
邀请非遗传承人展演，让市民在游玩中
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月 30 日，第五届台湖爵士音乐节在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盛大启幕，
为期六天的音乐狂欢拉开帷幕。音乐节恰
逢“国际爵士乐日”，开幕当日星光熠熠。
40余位嘉宾踏上红毯，为音乐节送上美好
祝福。当晚，指挥家金野携手北京交响乐
团，与谷峰、罗宁等多位特邀艺术家共同带
来一场视听盛宴。《艾灵顿公爵肖像》致敬
经典，《帕克组曲》跨时空重现传奇，经典爵
士乐经重新编曲，散发全新魅力。中国爵

士乐作品更是大放异彩，《原野上的风》展
现东方意境，《精武门》融合民族乐器与功
夫哲学，古老中阮与现代音乐在《天高云
淡》里完美交融。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管建波介绍，本
届爵士音乐节集结来自 9 个国家的 200
余位爵士乐名家与新锐力量，美国电吉
他大师迈克·斯特恩、爵士鼓传奇丹尼
斯·钱伯斯、“音乐才子”李泉、歌手王若
琳、草原之音哈雅（HAYA）乐团等陆续与
观众见面，今年新开辟的“爵士电影周”
板块展映《乐满哈瓦那》《詹尼斯：蓝调小

女孩》等 5部爵士乐主题电影。
“今年，我们把音乐安排在‘五一’假

期，期待推动演艺资源与假期经济的有机
融合。”管建波说。音乐节期间，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于每天 13 点向观众开放，多个
品牌商家将入驻市集。除台湖剧场、台湖
露天剧场、舞美集装箱的音乐会需要购
票，在舞美工坊、舞美仓库、雪花舞台等多
个场地，30余支青年乐队将带来多场免费
演出 ，台湖舞美博物馆也免费开放至
21点。

本报记者 常鸣/摄

城市副中心文旅五一交出满意答卷

全国游客在城市副中心玩嗨了

本报讯（记者 池阳）在刚刚过去的
“五一”假期，2025年北京书市（副中心分
展场）以丰富的展销图书、精彩的文化活
动、浓厚的阅读氛围吸引了来自北京及周
边地区的大量读者。从5月1日开始，用5
天时间在副中心掀起了一股“阅读浪潮”。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五
一”假期的三大文化设施共享空间，家住
通州的刘先生被以古风为设计主题的荣
会非遗书店摊位所吸引，参加了飞花令接
诗词挑战，在一番“唇枪舌战”后，成功获
得了一份涵盖副中心景点、美食、住宿、娱
乐等各个方面信息的春夏版“运河上的通
州”副中心文旅消费手册。“现在副中心的
文旅活动这么多，我一个通州人都数不过
来！这份手册我可得好好看看。”

本次书市城市副中心分展场布置了
120余个展位，分为八大特色展区。各大
展区分主题展销了主题出版物、优选出版
物等图书，为不同阅读群体带来了大相径
庭又符合需要的阅读体验。“我们此次展
出的主题为‘自然、亲子和阅读’，带来了
许多和自然相关的绘本和书籍。除了图
书，我们还开展了植物手工标本制作等能
让大家亲近自然的活动。”澜智书店负责
人付颖说。

“五一”期间，2025年北京书市（副中
心分展场）共举办了16场露天文化互动活
动，涵盖儿童情景剧、科普讲座、手工艺制
作、书法展示等内容。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13场互动讲座轮
番举行，展现了副中心生机勃勃的文化魅
力。三暮书店策划举办了“听古之意”新
书专场阅读季，一共举办了 4场新书发布
会，内容囊括东西方历史和传统文化，面
向多年龄层读者，共吸引了200多位听众。

同时，渊集书店也为读者带来了 3场
人文讲座。其中，旧书新知专题讲座《镜
中万象，枕上千年——从唐代文物和传奇小说看唐人的真实
生活》将唐代传奇小说与博物馆里的国宝文物相互印证，用
阅读带领读者走进唐代日常生活，更好读懂经典，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

据悉，除了位于三大文化设施共享空间的“主会场”，本
次书市还在月亮河小镇同期设立了第二展场。书市期间，第
二展场共设置70多个展位，开展了图书展销、互动讲座、草坪
露天电影、星空阅读等活动。同时，来自副中心的各大文化
产业园区在月亮河小镇开展“肆叁喜市｜最美人间四‘阅’
天”读书日、艺术展览、儿童话剧等20余场文娱活动。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戴迎春表示，今年是北京春季书市首
次在城市副中心通州区设立分展场。副中心不仅设置了“运
河上的通州”文旅商体农特色展区、邀请区内实体书店及文
旅商体农共创联盟成员宣传展示通州文旅发展成果、在书市
推广春夏版“副中心文旅消费手册”，还开展了丰富的相关文
化活动。5月 5日书市分展场闭幕后，月亮河小镇开办的第
二会场将打造为常态化书市——“运河书市”，在 5至 9月的
每个周末举行，不断提升“阅见大运河”阅读品牌魅力，促进
文商旅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常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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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业深水区的“中国方案”4
站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的玻璃幕墙

前，56岁的刘宝平展示着最新成果：基因编辑
小麦在模拟干旱环境中倔强抽穗，“传统育种
像绣花，现在是在基因图谱上编程。”他主导的

“育种加速器”将品种培育审定周期压缩至 3
年，2024 年通过农业农村部验收时，现场专家
惊叹：“这相当于给种业创新装上涡轮增压！”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也是刘宝平继“航天育
种”之后迈出的又一大步，在科技的加持下，育
种可以实现“超速度”。

农作物育种加速器包括 1400 平方米室内
全人工光生长室和11000平方米玻璃温室加代
室，从外观看更像一个巨大的“透明盒子”。加
代室里宽敞明亮，扑面而来的暖风让人感觉舒
适，这里并没有大片的土地，作物们“站”在种
植盆里，享受着舒适的环境。盆中插着白色管
线，“这是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装置，可以让作物
按需吃饱、喝够。”工作人员介绍。在室内全人
工光生长室内，植物们井井有条地住进了“集
体宿舍”。这里配备有高标准的环境控制、种
植系统、补光系统和智能数字化系统，能实现
作物全周期生长的动态光环境精准自主调控。

“我们这里为中国育种事业和科研单位提

供‘拎包入住’式的高标准快速加代共性服务平
台，帮助研发单位开展快速的品种选育、改良，
尤其是生物性状（转基因）快速导入、种质材料
快速扩繁，是北京持续培育农作物种业新质生
产力的最新快速孵化器。”走在实验室内，看着
室内长势良好的试验作物，刘宝平骄傲地介绍。

目前，育种加速器已与中国农科院作物
所、生物所，北京农科院玉米所、蔬菜所、生物
所开展合作，在玉米、水稻、大豆、小麦、绿豆、
小豆、番茄、生菜等作物上开展快速加代育种
试验。

三十余载春秋流转，当年在货场搬运“南
果”的青年，已成为手握六七项专利的种业领
军人。办公室陈列架上，航天辣椒标本与佳
沛金果形成时空对话——前者镌刻着中国种
业的星辰征途，后者警示着种质资源的战略
价值。

“每粒种子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在北京
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的试验田里，刘宝平手
持光谱仪扫描着节水小麦。远处育种加速器
的蓝色光晕映亮天际，刘宝平，正用他对农业、
对种业的热爱，用科技重写“粒粒皆辛苦”的新
叙事。

南菜北运的觉醒时刻

上世纪90年代初，20岁的刘宝平来京自主
创业。这个来自鱼米之乡的青年，高高瘦瘦，
外表看起来普普通通，但却比别人更加善于思
考、勇于尝试。

当时，北方冬季蔬菜市场还深陷“白菜
土豆当家”的困局。“那时候我就发现，一到
冬天，北京的老百姓就习惯‘冬储’，饭桌上
最常见的就是大白菜、土豆和大葱。”刘宝平
说，因为从小生活在南方，他知道，这个时候
的南方，正是瓜果飘香之时，绿菜花、荷兰
豆、柑橘、香蕉应有尽有。刘宝平开始琢磨，
能不能把南方的这些新鲜果蔬运到北方市
场来呢？

说干就干！他尝试从广东、福建等地调运
柑橘、绿菜花等南方果蔬进京。这些菜一到北
京，立刻受到市场的欢迎。就这样，市场需要
什么，他就进什么，老百姓喜欢什么，他就卖什
么，业务越做越大。

通过精准对接市场需求，他仅用两年时间
便将南菜北运规模扩大至27个品类，年营收突
破 300万元。到了 1999年，刘宝平成立了北京
方圆平安食品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多年的打
拼，在云南、广东、北京、甘肃等地先后建立生

产基地，成为京津冀地区较大的生鲜供应链企
业之一。

2003年 6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将企业
推向悬崖边缘。出口日本的一批荷兰豆因农
药残留超标被退回，日方索赔金额高达数百万
元。公司很多人都说，“是农民违约在先，赔偿
损失应该由农民来承担。”面对“农民违约还是
企业担责”的抉择，刘宝平在全员会议上拍板：

“出了这么大事，也是我们监管不力，我们要取
得农民的信赖，就必须要讲诚信，这次决不能
让农民受损失！农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
所有损失由公司承担！”

就这样，合同价1.2元/斤的荷兰豆，公司按
照市场价 1.5元/斤进行了收购。照这样算来，
收购费与赔偿金加起来，数额庞大。

菜收上来了，刘总把所有菜农召集到一
起，把不合格的荷兰豆全部倒在一片空地上，
他带领着大家从上面走了过去。许多菜农边
走边掉眼泪，自那以后，公司的产品再没有出
现过任何问题。

此后数年，公司出口合格率始终保持
100%，成为日本丸红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
式会社等巨头的指定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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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业突围到种业保卫

刘宝平亲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惊
险跳跃，当以色列硬果番茄以每粒种子 0.6 元
的天价进入中国时，他果断引进试种。

1999年，刘宝平创立北京方圆平安食品开
发有限公司，开始引进以色列硬果番茄等国际
品种，并与中以示范农场合作建立国内首批商
业化育种基地。“当时我们种一亩以色列番茄
的收入，抵得上三十亩大白菜。”参与试种的农
户回忆。这个数据背后，是国际种业巨头对中
国市场的技术碾压。

2008年的新西兰之行，刘宝平受合作公司
邀请，参观考察佳沛公司，当时的佳沛猕猴桃
单颗售价抵得上一公斤国产果。奇异果就是
猕猴桃，中国作为猕猴桃的原产地，更是猕猴
桃生产大国，果园面积与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位。但与此同时，进口量也同样位居世界首
位。新西兰引进中国猕猴桃并培育成功之后，

开始大面积种植并不断进行品种改良。从
1952 年开始，新西兰果农开始出口猕猴桃，为
猕猴桃取了新西兰本土化的名字为“Kiwifuit”，
即奇异果，一度垄断了世界奇异果市场。

由此，刘宝平深深意识到这是种质资源的
问题。只有种质资源自主可控，才能确保农产
品的稳定产量和优质品质，进而推动整个产业
链的健康发展，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2010年，他开始筹划牵头创建北京通州国
际种业科技园区，2011 年，园区在北京市通州
区于家务回族乡正式挂牌，并搭建农作物种业
创新示范区与成果转化承载区，旨在加强种业
科技创新和种质资源的收集、保护和利用。

2013 年，他创造性推出“3：7收益分成”模
式：即科研院所提供种质资源占股30%，科技工
作者所在科研团队占股70%。“过去我们输在种
质，现在要赢在体系。”刘宝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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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舱里的育种革命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发展关乎农业
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命脉。在刘宝平的推动下，
神舟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1年落户在
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该公司是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成员企业，是专业从事航天工程育种技
术研发、新品种选育、成果推广一体化的现代农
业科技公司。自此刘宝平从一个品种的推广者
开始致力于新品种育、繁、推广一体化发展。

神舟绿鹏公司在刘宝平的多年带领下，现
在拥有完整的航天育种技术和研发体系，建有
现代科技农业基础设施，构建了植物组织培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现代化种苗工场，具备航
天工程育种基础和应用研究、植物分子生物
学、分子精准育种的研究力量，拥有农业领域
专家组成的专业技术团队。同时也是北京市
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设有院士专家
工作站。

此外，该企业具备技术成果转化和市场推
广能力，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营销体系和网络，
通过区域行业推广拓展了市场销路。其选育
出来的多个农作物新品种在全国各地都有了
规模化种植。

优秀的品种需要好的栽培技术进行配套，
公司新建了春秋大棚、玻璃日光温室、柔性温
室等各种新品种试验示范设施，只为了验证新

品种在各个茬口和不同设施条件下的生长习
性和特征特性。在神舟绿鹏的无土栽培半封
闭智能温室里，高大的番茄藤如森林般壮观、
一串串红宝石似的小番茄俏丽喜人。太空串
番茄果形美观漂亮、耐储存，商品化程度高，
口感比市场上的普通番茄更甜，风味物质更
浓郁，产量可达 30-40 公斤/平方米。“这种太
空串番茄属于无限生长型番茄，种植之后棚
内将逐渐形成一片‘番茄森林’，能够源源不
断地生产高品质番茄。”刘宝平介绍道。

记者还在公司的实验地块里见到了太空
芦竹“航育1号”。经过神舟十号飞船搭载后多
年地面选育而成。生长 2年株高可达 4—6米，
亩产干基6—8吨。而且，太空芦竹的环境适应
能力显著变强，耐旱耐涝、耐热耐寒，沼泽地、
河滩地、荒地、沙地、盐碱地、矿尾废弃土地都
可耕种，PH3.5—PH9 土壤环境均可以生长。

“太空芦竹‘航育 1号’根系还对土壤具有很好
的修复作用，可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在荒山、
荒地、盐碱地都可种植，能让土质变得更好。”
刘宝平介绍道，这种太空芦竹还是“能源芦
竹”，其燃烧值达 4100大卡/公斤，不仅可以大
面积播种在环境较差的地域成为生物质燃料，
还可以用作畜牧饲料，未来开创生物质能源新
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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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全国劳模刘宝平的故事通州全国劳模刘宝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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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田兆玉田兆玉

种子纠缠种子纠缠和和 年年
从蔬菜调运员到中国种业领军者，神舟绿

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园艺师刘宝平
今年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三十年多
前，这位来自江苏鱼米之乡的青年赴京工作，成
为一名蔬菜公司调运员，自此，开启了他跨越三
十余年的种业报国之路。从抢救濒危种
质到领航航天育种，刘宝平用
科技重写“粒粒皆辛苦”的时
代内涵，将“劳动模范”的称
号镌刻在广袤田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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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峰）发布 2025
副中心文旅消费手册；发放通州区
欢乐消费券；开通大运长歌光影秀
游船服务；开通景区专线巴士服
务；台湖爵士音乐节提供免费大巴
服务；线上发布“通州特色民宿”服
务；通州区图书馆持续开馆服务；
提供优秀剧目惠民演出服务；提供
精品赏花旅游线路信息服务；开放

“星空夜球场”服务；提供高铁行李
寄运服务……“五一”节日期间，通
州区文化和旅游局推出十一条暖心
宠客服务措施，让广大市民游客在
副中心游得舒心、玩得开心。

提供丰富的出游信息。《2025副
中心文旅消费手册（春夏版）》推荐
了通州区春夏时节十大必玩地，详
细介绍了重点文旅活动日历、多条
精品文旅路线和公园景区攻略，还
提供了通州区大型商业设施、特色
美食商家和品质住宿商家信息表等
内容，为市民游客出行游玩提供
参考。

营造火热的消费氛围。通州区
特别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游客可
在区内 5个商业综合体——首开通
州万象汇、通州万达广场、通州领展
广场、远洋乐堤港、北投爱琴海购物
公园，领取限量消费券包和“惊喜票
根”消费券包，享受餐饮及商品购物
消费优惠。

满足游客的出行需求。台湖爵
士音乐节期间，国家大剧院联合滴
滴在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提供免费大
巴服务，方便游客欣赏音乐节演
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开通景区
专线巴士服务，线路途经通州北关

地铁站、景区北区、景区中区、景区
南区，市民游客可免费乘坐，轻松玩
转各个景点。夜间开通大运长歌光
影秀游船服务，可以沉浸式感受大
运河的光影魅力。

解决旅客的后顾之忧。北京通
州北投希尔顿酒店、太阳花酒店、北
投绿心网球酒店等区内11家重点酒
店均提供行李寄送至车站服务，游
客无需拖着沉重行李奔波，可以安
心享受旅程，行李将准时、安全地送
达车站。对于想体验民宿的游客，

“文旅通州”微信公众号发布了通州
区特色民宿推荐，既有哈利·波特魔
法主题房，又有徽派特色小院，游客
可在城市副中心的乡间感受惬意的
田园生活。

延长运营开放时间。通州区图
书馆在节日期间持续开馆，时间为8:
30 至 18:00，夜间开放时间为 18:00
至 22:00（仅限二层、七层），24 小时
自助图书馆（通州区图书馆东北角

“玉丝憩阅”）全天开放，方便读者来
馆借阅图书。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
放“星空夜球场”服务，3处篮球场节
日期间免费开放，照明时间延长至
23:00，为游客增添休闲运动好去处。

精心策划文旅活动。通州区文
化和旅游局结合第七届“大运河春花
儿”即时创意影像大赛，以运河沿岸
花卉打卡点位为核心，整合京津冀文
旅资源，策划并推出了四条“赏花+”
特色主题旅游路线，为游客欣赏春日
美景提供线路选择。通州区文化馆
继续推出优秀剧目惠民演出，为广大
市民群众献上精彩的儿童剧《木偶奇
遇记》和评剧《打金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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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施君）“张家湾大街小
巷都是彩色的！”“副中心来了好多年轻人！”
伴随“五一”小长假的结束，张家湾时尚缤纷
节暨“伯希和”2025北京服装学院本科毕业
展主活动期落幕。19场室内大秀、7场室外
展演及丰富多彩的市集活动，吸引了众多市
民来到张家湾，亲身感受设计的缤纷魅力。

踏入张家湾，仿若穿越进《红楼梦》
的绮丽世界。古巷深宅间，身着华服的
NPC 化身金陵十二钗与书中人物，带领
观众沉浸式体验红楼雅趣。市民可与

“黛玉”对诗联句，在平仄韵律中感受古
典诗词之美；也能参与投壶、猜灯谜等传
统游戏，体会古人的闲情逸致。

5月 1日的张家湾街头，Color Run运
动追风秀犹如潮流风暴席卷而来。极限
运动、先锋时尚与色彩艺术在此激情碰
撞，演绎出别具一格的都市狂欢。跑酷者
如灵动飞燕穿梭街巷，滑板少年踩着节奏
肆意驰骋，单车特技在空中划出惊险弧
线。当彩色粉末腾空炸裂，化作绚烂云
雾，身着未来感运动服饰的模特穿梭其
中，将前卫设计与运动美学完美融合。

“五一”期间，时尚缤纷节还推出“多
巴胺市集”主题活动，通过高校创意展销、
非遗文化展演、特色美食体验三大板块，
构建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深度对话的文
化场域。在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西
侧钢架广场，近 10所首都高校的大学生搭
建起青春市集，设置展位 62 个，参与学生
设计师近 500名，市集展售作品超千件，包
含服装服饰、箱包皮具、布艺玩偶、瓷器陶
器、文玩手办、绘画摆件等众多品类，琳琅
满目的原创作品吸引了众多消费者。

时尚非遗市集紧邻高校市集，以“非
遗美学，品味时尚”为核心理念，特邀国
家级、市级和区级非遗传承人及从业者
联袂呈现。30 个非遗市集主题展位沿广
场次第铺陈，50 余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
示，以“展演+体验+消费”的创新模式，
开启一场可触可感的非遗美学漫游。

据了解，主活动虽然落幕，但 2025 北
京服装学院本科毕业展精彩将延续至 5
月 25 日，市民可以前往北京国际设计周
永久会址观展。

本报记者 唐建/摄

“张家湾的大街小巷是彩色的”
时尚缤纷节让年轻人依依不舍

吃爽了玩爽了还是意犹未尽
通州特有农文旅项目五一涨粉不少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五一”假期
期间，通州区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主
线，推出系列特色活动，吸引大量市民走
进乡村，体验田园风情。活动以“优质农
产品展销+精品旅游线路”开启联动模
式，打造“有的吃、有处玩”的假日乡村游
新场景。

活动现场，通州区域公用品牌“京
农·运河人家”联合近 20 家农场，展销 30
余种绿色农产品。吊秧西瓜展位前人头
攒动，农场主李师傅边切瓜边介绍：“这
种立体栽培技术让西瓜糖度达到 13 度以
上，品种引自日本，皮薄肉脆，特别适合
家庭分享。”

非遗技艺传承同样吸睛。通州传统小
吃“咯吱盒”摊位前，师傅边制作边讲解：

“绿豆面糊摊成薄饼，卷成卷油炸，外酥里
嫩，这可是运河沿岸传承百年的手艺。”

“五一”期间，通州区发布 25条 5月农
文旅融合线路，涵盖采摘、民宿、研学等多
元体验，区农业农村局整理了近 40 处“美
好乡村·京彩五一”采摘、旅游、民宿点位，
邀请市民走进副中心农村，在逛大集之余，

结合精品路线感受“京彩”乡村。
“我们去漷县的农场采摘了新鲜的水

果，去西集体验了民宿、露营，去台湖的魔
法餐厅吃了饭，还走进永乐店逛了大集，买
到了地道的内蒙古农产品。”说起“五一”假
期，没出“家门口”的赵静仍然意犹未尽。

在区农业农村局推荐的 40 处打卡游
玩点位中，既有传统的果蔬采摘，又有能
满足一家老小需求的民宿体验，既有亲
子喜欢的露营，还有年轻人打卡的魔法
餐厅……可谓应有尽有。在位于于家务
乡的花仙子万花园中，游客可以感受花
海的魅力；走进神舟绿鹏航天育种研学
基地，又可以体验航天育种的科技魅力；
在台湖的村咖中，放下疲惫的身心，品一
杯地道的咖啡，观一观湖心的水草，享受
乡村生活中独有的惬意。

近年来，通州以农促旅、以旅兴农的模
式，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丰富的假日选择，也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未来，区农业农村
局将继续挖掘农耕文化、生态资源与科技农
业潜力，推动乡村游从“流量”向“留量”
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