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张群琛）文创空间被誉为博物馆的最后一个
展厅，精美的文创产品与相应的文物始终不缺拥趸。“中华文明
起源系列展之看·见殷商”开展后，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的诸多
文创空间也上架相应文创产品，部分单品十分火爆。记者得
知，虽然部分展出文物还没有抵达，但是相应文创产品已经供
不应求。

伴随着“看·见殷商”展览开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内随处可
见商代文化的元素。运河书屋是博物馆文创空间之一，其位于
展览所在的1、2展厅门口，不少从展厅内走出的参观者直接进入
挑选文创产品。走入其中，运河书屋一层仅有的货柜被殷商文
化的文创填满，此外书架上还摆着介绍殷商文化的书籍、画册等。

文物有“C”位，文创也有。开展的第一周，两件妇好鸮尊、殷
墟博物馆镇馆之宝亚长牛尊、亚丑钺兄弟等都摆在文创柜台的
显眼处。以妇好鸮尊和亚长牛尊为例，售卖的文创产品不仅有
冰箱贴，还有香皂、车载香薰等产品。“因为本次展览的文物并非
都是全展期，所以临展文物的文创卖得特别好。”书店工作人
员说。

不仅是正在展出的文物，还未展出的文物也先从文创层面
火了一把。根据展览安排，出土于安阳殷墟遗址亚长墓的青铜
手，将接替亚长牛尊亮相，目前运河书屋内已经上架了青铜手的
文创。最受欢迎的是两款冰箱贴，其中一个是根据文物复原的
常规产品，另一个则是由设计师单独为本次展览设计的。

这是一款双层的金属制冰箱贴。一只青铜手安在一个圆
盘的中间，圆盘不仅可以转动，而且还五等分地划出了“福、禄、
寿、喜、财”五个区域，就像幸运大转盘一样，可以转动圆盘看看
这只青铜手会抓取什么样的好运。

博物馆内售卖展览文创的摊位不止这一处，主楼一层走廊
内也搭起了文创摊位。这里不仅有冰箱贴，还有摆件、考古盲
盒、挎包等，但是这个摊位上最吸睛的是一个与真品别无二致
的妇好鸮尊蛋糕。这款蛋糕是甜品师、自媒体拍摄者小邹邹在
开展当天现场制作的。记者当天采访时，她正将由巧克力、抹

茶、蝶豆花等材料制成的粉末融合，并蘸到刷子上给蛋糕上
色。“这是在现场复刻妇好鸮尊吗？”不少路过的人十分好奇。

“也算是复刻吧，不过我做的可以吃，这是一个妇好鸮尊的蛋
糕。”小邹邹说。

记者得知，目前首批上线文创已达280余种，是北京对单一
展览投入文创产品数量最多的一次，包括用3D礼纸包装的饕餮
纹岩画和青铜器版画、立体折纸青铜人像等。针对年轻观众，除
了玩之外还有美食，开发有手工gelato冰激凌等创意产品。

前来观展的人对殷商文物文创爱不释手。记者 常鸣/摄

昨天，傍晚下起的小雨带来些许凉意，雨夜的城市副中
心，街角流转着无声的奋斗。

雨中，穿行着一个个为城市未来奔忙的身影——他们

或许是刚结束加班的建设者，或许是赶赴夜班的运维人员，
又或是为明日工程运送物资的骑手。红色雨衣下是坚韧，
蓝色伞面后是专注，电动车载着未熄的热情，在信号灯的明

灭中坚定前行。
这是属于副中心的夜雨叙事：无数普通人在雨夜里为

生活、为明天的无声奔赴。 汪丽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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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冯维静

清晨六点多，杨庄街道广通小区门口的智能垃圾箱边，李阿姨熟门熟路地掏出手机，点开微信对着箱子“滴”一声扫
码，箱门“嗡嗡”响着慢慢打开，里头传出语音提示：“箱门正在开启，请稍候，纸箱请压扁，衣物请打包，注意夹手……”她将
压扁的快递纸箱和攒了一周的饮料瓶分批投入箱内，电子屏瞬间显示：“可回收物重量1.2公斤，预计收益0.72元。”

这台“会说话”的智能设备已成为小区居民的垃圾分类好帮手。通过智能识别系统，设备可自动区分纸类、塑料、金
属类、织物类及电子产品等高低值可回收物，称重后按每公斤0.6元+随机红包即时返现至用户APP账户，满5元即可提
现。“攒够一些废品就来这儿投，收益不定，有时挣三块，有时两块，纸壳、塑料桶、旧衣服都能变现，还能收红包，特别方
便。”一位居民说。这种操作便捷、按实价结算的回收方式，打破了年龄界限，无论是居家老人还是年轻群体，都养成了分
类投放的好习惯。

截至目前，全区已在102个居住小区部署421台智能回收机，吸引8.52万居民注册参与，累计回收可回收物2347吨。
随着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满五周年，通州区的“智能+便民”实践正成为全市垃圾分类从倡导走向自觉的
缩影。数据显示，全区可回收物回收率较五年前提升42%，居民分类参与率从初期的35%跃升至78%，曾经的“关键小事”
如今已化作触手可及的“民生实事”，勾勒出城市文明新图景。

垃圾分类居民提现106万余元

对于不少居民来说，垃圾分类曾是一
件又脏又麻烦的事，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为提高居民参
与积极性，这两年，副中心着力改善垃圾
分类投放环境，并采取“厨余不破袋”“大
件上门收”“回收进社区”等便民措施，提
升分类投放便利度，让“关键小事”成为

“便民好事”。
区城市管理委有关负责人表示，自去年

8 月以来，全区投放了 421 台智能回收箱。
因其操作便利、回收品类广，且能给予一定
报酬，来投递生活垃圾中可回收物的人群从
老年人为主逐渐覆盖至多个年龄层，居民的
垃圾分类意愿得到了有效提升。截至目前，
全区投放的智能回收箱共回收约 2347吨可
回收物，居民投递次数 93.2万余次，已提现
金额106万余元。

除智能回收外，在永顺镇还全面推广
“一袋式”上门回收模式。居民注册微信小
程序创建个人碳账户，领取专用收集袋，装
满干净无污的可回收物或重量达 5 公斤以
上，即可通过小程序或电话预约免费上门
回收服务。目前，全镇现已开设 11 家环保
金便利店，“一袋式”上门回收实现全镇覆
盖，累计注册用户达 19967 户，发放环保奖
励金 51 万余元，成功构建起再生资源全链
条闭环管理体系。“这种模式挺棒的，家里
的旧衣服放久了没人穿还占地，直接丢掉
又可惜。现在不仅能处理，人家还上门回
收，的确很方便。”惠兰美居社区居民宋阿
姨说。

更让居民点赞的是“厨余垃圾不破袋”
的暖心设计。为便于居民投放，厨余垃圾处
理设施加装了破袋装置。垃圾桶内部带有
倒刺的破袋滚轴，倒垃圾时可轻松刺破，袋
内的厨余垃圾可自动落入厨余垃圾桶内，
而塑料袋等较轻的其他垃圾则被缓缓行
进的传送带运至旁边的其他垃圾桶统一
回收，实现投放不脏手、减少异味扰民。

“夏天开盖不臭、冬天投放不冻手，连垃圾
袋都能一起处理。”潞苑嘉园社区物业有
关负责人指着小区里垃圾分类投放站介
绍，相较于传统的破袋投放，新模式不仅
减少了居民在投放厨余垃圾时的麻烦，更
提高了投放的便捷性和卫生性。

有偿回收模式推动垃圾减量

智能回收箱的背后，是一套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的建立。

以广通小区为例，收来的可回收物都进入了
“爱回收”通州可回收物分拣中心，包裹一一扫码
拆包后，流转至不同的分拣线上，车间每日处理
量达到 50吨以上。“爱回收”业务负责人倪春介
绍，种类分得越细，可回收物的附加值就越高，如
不同品牌的塑料瓶，在分拣线上可以借助智能光
选机实现自动分类，细分后的价值从原来每吨
2000元增加为3000元。

昨日，记者走进爱回收通州区可回收物分拣
中心 1号仓库，见证了这些可回收物是如何通过
标准化流程变废为宝的。这套覆盖“投递—暂存—
分拣—再生”的闭环体系，正以“半人工+半自动
化”模式，让各类废弃物踏上精准分类的重生之路。

居民通过扫码向小区智能回收箱投递可回
收物后，物品首先进入中转站暂存。在分拣中心
入料区，分拣员逐一扫描包裹条码，实时采集重
量、来源小区等数据并上传系统。拆包后的可回
收物经人工初筛剔除大件杂物，再通过传送带进
入不同分拣线——这套“点（智能箱）—站（中转
站）—场（分拣中心）”的三级网络，让每一件垃圾
都拥有可追溯的数字身份。

传送带上，纸箱、塑料瓶、织物等物品正经历
“人工初筛+机械分类”的双重考验。通过磁选、
风选等设备分离金属与轻飘物，再由分拣员对铝
罐、杂塑料等易混品类进行二次甄别，最终实现
80余个细分品类的精准归类。数据显示，高值
品类如铝罐每吨回收价值达1.35万元，即便占比
超 60%的低值回收物，通过规模化分拣，单吨也
能创造可观利润。

“分得越细，附加价值越高。”倪春说，三级闭
环模式通过微信实时提现机制，让居民投递可回
收物获得即时收益；企业则依靠日均千吨级的处
理规模，摊薄智能设备投入成本，实现分拣环节
单吨成本较纯人工模式下降40%。此外，居民投
放的所有可回收物均有识别码，如果发现投错违
规品，后台通过摄像头还能追溯到具体用户，“但
我们更鼓励引导而非处罚，毕竟便利才是最好的
催化剂。”倪春说。可回收物有偿回收模式提升
了社区居民和传统回收渠道在回收端主动进行
分类的积极性，将30%以上的可回收物与其余的
生活垃圾进行区分，从源头实现了垃圾减量，而
这种居民得实惠、企业有效益、城市减负担的循
环体系，正在打通垃圾分类“最后一公里”。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42%

数据显示，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实施五年来，全市生活垃圾
处理量从 2.77 万吨/日下降为 2.17 万
吨/日，减量率超过 20%；垃圾焚烧所
发电总量增幅达 50%。全市分类质
效、资源循环水平实现显著提升，厨余
垃圾日平均分出量从 2394 吨增长到
4828 吨，增长率 102%；可回收物日均
回收量从 3000 余吨增长到 7450 余
吨。通州区也成效显著，全区不仅畅
通了大件垃圾回收渠道，还提前完成

“十四五”规划目标，实现生活垃圾回
收利用率达到42%，较原规划38%的指
标提升4个百分点。

当前，国家正在持续推进“无废城
市”建设，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理念。通
州区将持续精准实施扩大完善可回收
物交投渠道，完善大件垃圾预约宣传，
强化民生导向，释放居民积极参与的
内生动力，努力做出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标准和质量，为推动垃圾分类和资
源回收利用贡献更多力量。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体现北京
城市副中心标准的高质量示范项
目，为全市乃至全国的垃圾分类和
再生资源回收工作提供可借鉴的经
验。”区城市管理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持续精准拓展可回收物交投
渠道，始终强化民生导向，进一步激
发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一方面，计
划在更多小区、学校、商业场所等区
域增设智能回收机，扩大覆盖范围，
让更多居民享受到便捷的回收服
务。同时，优化智能回收机的功能，
增加可回收物种类，提升设备的智
能化水平和用户体验。

另一方面，也将加强与科研机构、
高校的合作，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技术研究，探索更加高效、环保的处理
方式，提高可回收物的附加值。此外，
还将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除了现金
返还，还计划推出积分兑换生活用品、
环保优惠券等多种奖励形式，提高居
民参与垃圾分类和可回收物投递的积
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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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观察

看见殷商大展创下北京单一展览文创产品之最

请观众把“国宝重器”带回家 本报讯（记者 张楠）记者从市
市场监管局获悉，京津冀三地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联合三地卫生健
康部门经过多年探索研究，形成

《医学实验室质量与技术要求》京
津冀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并于今
年 4月正式实施。截至目前，京津
冀鲁地区检验结果互认医疗机构
达到 1118 家，互认检验项目达到
60项。

医学实验室检验结果互认的
基础条件是医学实验室检验质量
的可靠性和检验结果的可比性。
2015 年，北京市发布实施首版《医
学实验室质量与技术要求》，该规
范成为北京市医疗机构之间检验
结果互认的技术指导规范和工作
指南。有了该标准作为技术保
障，2016 年，京津冀区域检验结果
互认试点工作正式启动，2019 年
山东省加入互认队列，持续扩大
互认范围。

截至目前，京津冀鲁地区检验
结果互认医疗机构达到 1118 家，
其中北京占 340家；互认检验项目
则达到 60 项。记者了解到，互认
项目中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
尿酸等 24 个生化项目，乙肝病毒
表面抗原、癌胚抗原等 19 个免疫
项目，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
小板计数等 5个血细胞分析项目，
结核杆菌核酸、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等 9 个临床细胞分子遗传学项
目以及 3 个凝血试验项目。符合
检验结果互认条件的医疗机构在
检验结果报告单相应检验项目名
称前标注“京津冀鲁HR”标识，作
为检验结果互认的标识。如报告
单格式受限，也可以在相应检验
项目名称前标注“★”标识，并在
报告单下方进行备注。

随着精准医疗和分级诊疗的
推进和检验医学迅速发展，检验
设备、检测方法也快速更新迭代，
自动化程度和检测质量持续提
升，实验室管理也向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对实验
室质量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北京市市场
监管部门和北京市卫生健康部门牵头，联合天津、河
北市场监管部门和卫生健康部门，结合京津冀鲁区
域医疗机构实验室质量和技术要求实施和改进结
果，形成《医学实验室质量与技术要求》京津冀区域
协同地方标准。该标准已于今年 4月正式实施，使京
津冀区域甚至山东等更广泛区域的医学实验室质量
控制和改进工作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有了统一的
依据、标准和方法。

该区域标准规范了医学实验室通用要求、临床
标本管理、检验设备管理、检验试剂耗材管理等要
求。标准聚焦医学实验室的核心环节，提出要建立
覆盖标本采集、运输、检测和结果报告的全流程质量
管理体系。通过实施医学实验室质量管理和统一技
术标准，将提升各医疗机构医学实验室的检验质量
和检验结果一致性程度，提高区域内检验工作标准
化、同质化、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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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初夏的北京，消费热潮涌动，零售业创新升级再添新案
例。昨天，永辉超市通州万达店完成“学习胖东来”自主调改
后盛大开业，这是城市副中心迎来的首家学习胖东来自主调
改门店。这场“焕新之旅”，为首都消费者带来了一场充满烟
火气与幸福感的购物新体验。

昨天虽然是工作日，但依旧有大量居民排队打卡永辉版
“胖东来”。“我去过好几次其他调改店，这下终于开到家门口
啦！”通州居民张先生发现，这家店的商品看起来更加丰富，有
不少迎接端午节、儿童节的商品，还有穿好的烤串、加了蒜蓉
的生蚝和去头小龙虾等，让家庭聚餐更省心。

走进焕然一新的门店，仿佛踏入了一个自由休闲的生活空
间。卖场过道拓宽至约4米，可以同时容纳三辆购物车穿行；货
架则集体变矮至1.6米，踮脚就能轻松够到顶层商品；卖场取消
了强制动线，改为自由动线，提高了购物的舒适度。暖色系的
射灯温柔地洒在货架上，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新增的家
电生活馆和家居生活馆为卖场注入了浓厚的生活气息，让购物
宛如一场惬意的休闲之旅。现制现售区香气四溢，占比放大至
20%左右，烟火气扑面而来。永辉超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调改后的商品结构与胖东来的相似度达到80%以上。”

以“永辉农场直供+各地时令”模式供应的生鲜区给了顾
客更多品质选择。云南定向种植的上海青与小汤山生菜“并
肩而立”，带着检验报告的鲜活小龙虾“张牙舞爪”地等待顾客
挑选。水果区变身“热带风情岛”，荔枝、山竹等时令鲜果扎
堆，本地庞各庄西瓜也前来“报到”，鲜榨果汁、椰奶冻、标注最
佳食用顺序的果切拼盘，满足不同味蕾需求。

熟食烘焙区堪称美食爱好者的天堂。“胖东来同款”香辣牛
肉条、小甜肠、东北锅包肉、韩式炸鸡等爆款熟食香气诱人，门店
现蒸粽子软糯鲜香，小龙虾麻辣过瘾。烘焙区主打健康美味，核
桃满满的欧包、丰收的喜悦面包让人垂涎三尺，端午限定的黑松
露粽香酥饼带着独特菌香，还有此前消费者票选出来的手指提
拉米苏、桃子慕斯蛋糕等新品，纷纷“C位出道”。推着满满购物
车的张先生兴奋地说，“凉拌菜、小龙虾和鲜肉饼，一会儿在这吃
完再出去转转。这里还有穿好的烤串、蒜蓉生蚝、去头小龙虾，朋
友聚餐来这采购，太省事了！”

此次调改的另一大亮点便是服务的全面升级。门店不仅
延续了收银台、打包台的一次性餐具供应，便民服务区的血压
身高仪、四季茶饮、免费1小时充电宝等贴心设施，爆款商品
全天多时段的大尺寸试吃更是诚意满满。首次增设的餐吧，

汽水、冰淇淋、热狗一应俱全，搭配舒适桌椅，为消费者提供了
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水产区提供高端海鲜打氧清洗、杀鱼
服务，肉禽区免费切丝绞肉，家用百货区准备隔离袋，冻品冰
柜配备手套，服务台提供保温袋及冰袋，注重细节。在商品鲜
度管理上，鲜切水果严格执行“468”标准，鲜切水果超4小时八
折、6 小时六折、8 小时下架，叶菜等易损商品实行“当日清
空”，临期商品提前7天预警。

此外，升级后，门店也为收银员、称重员等配备了专用座椅，
新增员工休息室、更衣室，一线员工综合薪资提升30%左右，工作
时长平均每天不超过8小时，工作满一年享10天带薪年假。“工资
涨了、休息多了，大家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一名老员工说。

据介绍，永辉超市通州万达店开业后，全国调改门店数量已
达81家，预计7月底将增至150家，2026年农历春节前目标锁定
300家。目前，喜隆多改造店已实现单店分红超150万元，北京丰
台区首家学习胖东来调改的千禧街店也将于5月30日焕新亮
相。随着北京8家调改门店于5月底全面落地，“国民超市 品质
永辉”正稳步前行，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通过员工激励机制实
现“品质提升”与“成果共享”双轨并行，为中国家庭带来更优质、
更贴心的购物服务。 本报记者 马婧 关一文

拉动城市居民消费 再添零售业创新案例

盼通州首家“胖东来式”超市带来更多新东西
通州首家“胖东来式”永辉超市开业首日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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