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6日， 第六届北京柔力球公开赛在地坛体育馆
举行， 共吸引来自本市的47支队伍500余名柔力球爱好
者报名参赛。 大赛共设花式、 网式两大项， 设置花式规
定套路、 集体自编套路、 双人自编套路、 单人自编套路
及网式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6个小项， 并分设学生组和
社会组。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第六届北京柔力球公开赛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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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本轮中超京沪大战， 北京国
安队在日照 “主场 ” 0 ∶2负于老
对手上海申花。 不过对于北京队
来说， 这场比赛踢得并不像比分
显示的那么糟糕， 还是有很多可
圈可点之处。 本场比赛结束后，
隋东亮的 “临时主帅” 任务可能
就要告一段落了。 隋东亮的三场
比赛执教亮点不少， 他为困难中
的北京队拿下了宝贵的6分， 足
以昂首挺胸。

回顾最近三轮的比赛， 北京
队拿下了两场应该拿下的比赛。
表面看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第
一阶段比赛， 北京队丢了一些不

该丢的分 。 任何一个联赛的强
队， 之所以最后积分名列前茅，
不一定是在每场强强对话中处于
前列， 而是在和中下游球队比赛
保持极高的胜率。 北京队在内外
交困的情况下， 能够迅速扭转颓
势，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球队下滑是很难 “刹车 ”
的， 隋东亮至少踩住了这个 “刹
车”。 第三场面对强队上海申花，
北京队后卫线出现了低级错误，
两个中卫 “一人送一个”。 不过
也应该看到， 北京队在进攻端创
造出了大把机会 ： 两次命中立
柱 ， 还有一次疑似点球裁判没

判。 第一阶段很多比赛， 北京队
踢得 “气喘吁吁”， 即便是踢弱
队， 在场面上也处于下风。 而这
三场比赛， 北京队在攻击端踢得
生龙活虎。 隋东亮说， 北京队找
回了以前小快灵的风格。 虽然与
全盛时期相比， 北京队的进攻不
够行云流水， 控制力也没有那么
强， 但必须看到球队能打出一些
球迷想看到的东西了。

隋东亮在用人方面也有点睛
之笔， 最突出的就是对两位外援
姜祥佑和达布罗的使用。 第一阶
段这二位最大的问题是 “不像外
援”， 他们有些比赛踢得比国内
球员还要差很多。 很多人都以为
是他们能力的问题， 确实他们与
“金元时代 ” 北京队外援相比 ，
能力上差不少， 但是不是至于那
么差， 还是让人怀疑。 隋东亮把

姜祥佑和达布罗放到了正确的位
置， 终于让他们开始发挥出外援
应该起的作用。 姜祥佑从左后卫
位置被推到左边前腰， 事实证明
韩国人的技术意识在这支球队里
是非常突出的， 姜祥佑这三场球
有进球、 有助攻、 有间接助攻，
他灵活多变的踢法， 让人想起了
当年北京队的 “左翼灵猫” 冈波
斯。 达布罗没有姜祥佑那么突出
的表现， 但也开始发挥自己的作
用。 隋东亮把克罗地亚人安排在
右边前腰的位置， 达布罗习惯左
脚射门， 放到右边可以内切打门
或做球， 这让达布罗踢得比较舒
服， 在两场赢球的比赛里， 达布
罗都有比较出色的表现。

隋东亮虽然是职业队教练的
“新兵”， 但从年龄看很难称呼他
是少帅 ， 他在场边指挥也挺有
“范儿”， 没有任何生涩感。 这三
场球也算是给隋指导打了一个亮
眼的 “广告”， 证明了他的水平
是可以的， 他未来的执教生涯应
该是光明的。

隋东亮
可可以以昂昂首首挺挺胸胸

8月27日， 首届北京飞盘公开赛在朝阳区周家庄村
文化体育公园和通州区运河奥体公园同时开赛， 据悉，
本次比赛将利用三个周末时间， 分别于8月27日、 28日
和9月3日、 4日、 10日进行5天的比拼。

本报记者 彭程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通讯
员 席瑞媛 ） 窗外是青青草坪 、
葱郁柳杨， 窗内是简明灯具、 雅
致座椅 ， 万卷丛书散发纸墨香
气， 闹中取静更觉开卷有益， 这
便是延庆区首座公园内开放的书
屋———夏都书屋日前开放。

夏都书屋坐落于夏都公园
内， 占地600平方米， 共设有4个
室内阅览室， 5个开放阅览室和1
个共享区域， 可接纳60名读者阅
读和学习。 沿着宽大的落地窗向
外望去 ， 公园胜景尽收眼底 。
“坐在这里看书， 能够看到夏都

公园， 环境特别好。” 市民牛晓
靖说。

书屋内有书籍 10000余册 ，
包括文史、 生活、 科普等， 可面
向市民提供免费阅读服务。 为了
保障书籍的更新频率， 书屋会定
期与延庆区图书馆进行图书调拨
更新 ， 尽可能满足市民阅读需
求。 “这个书屋适合于老人、 孩
子、 家长等各个群体， 在这里既
可以愉悦心情 ， 也能够汲取知
识。” 市民张捐净说。

延庆区园林绿化局和区文旅
局积极挖掘利用公园闲置空间，

因地制宜建设书屋 ， 既是落实
“全民阅读 ” 战略的重要举措 ，
也是为民办实事的生动实践。 书
屋以引导广大市民“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为目标，结合夏都公
园优美的自然环境和园艺驿站，
着力打造一个书香园艺共享的服
务平台。 “我们希望通过书屋建
设， 做到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两
手抓， 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为建设全国文明典范城
市作贡献， 为党的二十大献礼。”
延庆区园林管理中心高级工程
师、 夏都书屋负责人闫海霞说。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鼓楼
“时间的故事” 展览8月26日起正
式投入试运营， 展陈将以新型的
沉浸式数字展和丰富的交互体验
与观众见面， 生动展示中轴线沿
线古建筑的魅力。 目前， 鼓楼内
包括一层数字沉浸展和二层原状
陈列展已全部面向公众开放。

北京钟鼓楼曾为元、 明、 清
三代的报时中心， 是中国古代城
市钟鼓楼的建筑典范， 是全国现
存钟鼓楼中保存最为完好、 体量
最大、 报时器具最具规模的一组
古代建筑 ， 以其显赫的地理位
置、 悠久的计时历史、 传统的报
时方法、 定鼎地位的钟鼓在全国
钟鼓楼中独树一帜。

此次推出的展示工程集沉浸
式数字展和丰富的交互体验于一
体， 展览展厅共1260平方米， 展
线长度约600米。 展厅内遮光帘
升起、 灯光转暗、 提示音响起，

观众可以循着钟鼓之声， 在充满
仪式感的720°全沉浸空间内自由
漫步， 体验四重数字光影艺术下
鼓楼的时空变幻， 了解钟鼓楼的
建筑历史和特色、 计时报时运行
机制， 回溯它和北京中轴线的时
光流逝和保护传承故事， 感受历
史与我们的温暖共生。

沉浸体验、虚实结合，是鼓楼

展示工程的另一大特色。 “时间的
故事”展览共展出10件藏品，48件
辅助展品和装置，6个数字影片和
12个交互体验展项，融知识性、科
技性、互动性为一体，全面阐释钟
鼓楼和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二层
“中国古代计时仪器展”展品包括
25面报时更鼓、铜刻漏、碑漏、时
辰香、日晷等中国古代计时仪器。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2022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以下
简称服贸会）将于8月31日至9月5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盛大
启幕。 本届服贸会由北京市文物
局负责文旅服务专题的文博文创
展区工作， 展区地点位于首钢工
业园区2号馆， 面积266平方米。

本次文博文创展区仍然由
“文物·创意·生活 ” 主题统揽 ，
今年的主题是 “多彩文博 数字

赋能 把文博文创带回家”。 今年
展区内汇聚了有代表性的28家北
京地区博物馆、 14家博物馆文创
服务企业共同参展， 将有680余
件博物馆文创产品亮相展示。

据了解， 首都博物馆等北京
地区博物馆今年改变了过去单一
元素和载体的模式， 采取系列化
产品的展示方式， 展出近年来创
新开发的优质文博文创产品。 此
外， 今年展区将创新采用数字化

展现形式， 突出近年来博物馆藏
品与科技融合的数字文创应用成
果。 在本届服贸会期间， 首都博
物馆、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 北
京市白塔寺管理处等多家文博单
位的数十款别具匠心的数字文创
产品将首发亮相与观众见面。 另
外， 公众还可以现场参与各博物
馆的打卡集章活动， 感受编钟演
奏等文博特色表演， 体验金石传
拓、 雕版印刷等传统工艺魅力。

680余件博物馆文创产品将亮相服贸会

延庆区首座公园内书屋开放

鼓楼“时间的故事”展览开启试运营

首届北京飞盘公开赛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