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近进博会

密云区城管执法局开展古树名木保护法治宣传活动

旧的、 不合规的牌匾被换了
下来， 代之以由专业设计团队量
身设计的、 符合街巷风貌的新牌
匾……近日， 西城区大栅栏街道
铁树斜街的8家商户挂上了新牌
匾， 让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看起
来更加古韵悠长。

据介绍， 铁树斜街位于西城
区大栅栏街道东部， 从大栅栏西
街蜿蜒至五道街， 每一步都 “踏
满”历史：沥青路面、青砖灰瓦红
棱格的古老平房，以及京剧大师
谭鑫培、 梅兰芳曾在此街居住，
让其一直以其独特的文化和商业
氛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和市民。

记者在现场看到， 位于铁树
斜街16号的飘home连锁酒店以

及旁边的京福餐厅正在更换新的
招牌。 只见老的招牌是箱体式，
红字白底， 突出于两层之间的门
斗处悬挂着， 看着既与其整体的
灰色小楼有些“割裂”，又有些危
险。 而新更换的招牌为黄色木板
上嵌白字，且比旧招牌矮了一些，
还加上了“铁树斜街小吃店”的字
样，挂上之后，瞬间就让小楼的气
质与周边融合了起来。

从今年年初开始， 大栅栏街
道启动观音寺片区外立面整体提
升，其中就包括铁树斜街。大栅栏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相关负责人
表示， 大栅栏街道综合行政执法
队组织街巷责任规划师、 大栅栏
投资有限公司和专业设计团队，

结合观音寺片区改造提升项目，
对铁树斜街商户牌匾进行全方位
更换，“总体的设计原则是根据不
同建筑本体特点， 结合整体的街
巷风貌，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既
体现了铁树斜街的历史底蕴，又
展示了其创新与前瞻的一面且突
出商户特色。 ”

下一步， 大栅栏综合行政执
法队将对大栅栏西街进行问题牌
匾整治更换工作， 并持续开展户
外广告牌匾专项检查， 严格把关
初审受理环节， 压实商户主体责
任 ， 引导合理申报设置广告牌
匾， 同时做好回头看工作， 增加
巡查频次， 定期复查， 巩固整治
成果。

北京艺术中心正式竣工验收

□本报记者 边磊/文 于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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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竣工了！” 高高抛起
的安全帽下， 是一张张灿烂的笑
脸……历经1460天， 被誉为 “文
化粮仓” 的北京艺术中心工程近
日顺利竣工验收， 在大运河畔亮
相。 北京艺术中心的 “建筑艺术
家” 们， 克服种种困难， 攻克剧
场建筑的技术难关、 呈现国际一
流的声学体验， 将这座对标世界
级一流剧院的 “艺术殿堂” 完美
呈现在大运河畔。

科技赋能让 “不可能”
成为 “可能”

北京艺术中心的设计理念源
于通州古粮仓和运送物资的船
舶 ， 因 此 也 被 称 为 “文 化 粮
仓”。 对于建设者来说， 美轮美
奂的造型却意味着更高的技术难
度。

来到北京艺术中心， 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 “徐徐拉开的大幕”，
在阳光下呈现出美轮美奂的光影
变化。 “工程的外立面呈现出的
‘大幕拉开’ 的灵动意象， 对我
们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北京建
工集团城市副中心剧院工程项目
部党支部书记、 项目经理吴良良
说道。

北京艺术中心的建筑外观造
型采用中国传统的单脊双坡屋

顶， 好似运河古道旁的粮仓， 工
程钢结构总量约1.4万吨 。 “歌
剧院、 戏剧院、 音乐厅三个建筑
结构中间均有大空间， 为此在顶
部楼面采用了大跨度钢梁及钢
桁架结构 ， 施工难度大。 尤其
歌 剧 院 、 音 乐 厅 屋 盖 都 有 高
凌空大跨度钢桁架结构， 钢桁架
重量大， 导致现场塔吊无法满足
施工需求。 所以， 我们研发了不
同标高钢桁架悬挂滑移施工工
法， 采用不等标高钢桁架结构的
安装方法， 成功解决了现场塔吊
无法满足施工的难题。” 吴良良
介绍。

外幕墙每一块都拥有唯
一尺寸和造型

“现在看到的外幕墙， 构成
‘帷幕’ 造型， 是由9种不同的幕
墙系统组合而成、 总面积近12万
平方米。 4134块折叠铝板幕墙 ，
每一块都拥有唯一的尺寸和造
型， 以传统施工技术衡量， 这几
乎 是 一 个 ‘ 不 可 能 完 成 的 任
务’。” 吴良良说， 工程施工全过
程伴随着智能化、 数字化的技术
和手段， 依托 “BIM+智能建造”
的应用， 运算生成每一个板块的

加工数据、 每一个角点的坐标位
置，参数化设计、数字化生产、机
械化安装、智能化控制，让一切都
变得井井有条， 完美实现幕墙设
计、加工和安装的数字化协同，确
保精度，提升效率。 2021年年底，
北京艺术中心完成外立面施工，
所有板块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4个月安装完成3.1万个
点光源

随着夜幕降临， 北京艺术中
心在大运河畔缓缓亮灯， 夜景照
明的设计延续了外立面帷幕拉开
的意向。 “要呈现出这样的效果着
实不易。 ”吴良良告诉记者，为了
达到这样的“夜间效果”，北京艺
术中心采用“蜘蛛人”、高空作业
车、 活动脚手架等方式进行辅助
安装， 在配光中采用分时段、 多
模式、 多场景控制， 采用领域内
前沿的智能控制系统， 确保工程
照明的配光方案顺利实施。

记者了解到 ， 3.1万个点光
源、 5500米顶面线槽灯、 1200米
线条灯， 项目团队仅用4个月就
完成安装。 4134块铝板幕墙的完
美亮相、 6排脚手架完成舞台塔
超高墙体施工、 建筑能耗水平在
国内首屈一指……项目团队用一
项项亮眼成绩将那些看似 “不可

能” 变成 “可能”。

精确到毫米确保呈现顶
级听觉盛宴

“声学是一个剧场的灵魂，
是剧院建筑最重要的部分。 ”面对
世界最高标准的声学要求， 项目
总工程师付雅娣作为参建单位技
术负责人， 时刻与比利时卡尔声
学设计事务所和上海华东建筑设
计院声学所两支顶尖团队 “同频
共振”， 根据各剧场的不同使用
需求， 参照国际惯例并广泛听取
艺术家、 专家的意见， 共同制定
每个剧场不同的声学指标。

为避免设备运转影响剧院的
声学效果， 必须确保所有机电管
线设备的安装运行不越 “声学红
线”。 面对错综复杂的排布， 项
目技术团队对施工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各类场景进行预先模拟， 即
使是墙面上的一个小孔洞， 都需
要精确到毫米级别。 付雅娣介绍
道，“设计单位按照1∶10的比例制
作了一个剧院缩尺模型， 模拟进
行全要素声学测试， 为声场搭建
提供依据”。

北京艺术中心向世界展现了
“中国智造” 的创新能力。 按照
计划， 北京艺术中心将于2023年
年底正式开放。

观看裸眼3D视频、非遗技艺
表演、品尝创新“京味”美食……
在第六届进博会上， 北京老字号
再次亮相人文交流板块， 向全世
界展示北京老字号悠久历史底
蕴、 优秀传统文化和创新发展成
果。 展区内包括老字号SHOW、
京城考究 、 百味京彩 、 京华瑰
宝、 京字新番等五个部分， 23家
老字号企业携百余件产品亮相，
其中16家老字号历史超过百年，
10家拥有国家级非遗技艺。

在北京老字号创新展区， 便
宜坊集团携众多创新产品亮相。
今年， 便宜坊结合品牌特色、 文
化特色、 核心技艺， 推出了创新
产品。 参观的游客被京八件以及
首次亮相的燕京八景京味小吃吸
引，点心口味新鲜，颜值在线，寓
意吉祥，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不仅有美食， 北京华天将老
字号非遗技艺也带到了现场。 中
式面点技师、 庆丰包子铺第四代
技艺传承人唐鹏现场展演包罗万
象 （包醋） 技艺。 该技艺一亮相
就引得观展人群传来阵阵惊呼、
喝彩声。 北京华天相关负责人介
绍： “我们的产品最大的卖点就
在于此， 老字号大师亲自把关，
只为给顾客呈现更好的味道。”

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天福号
再次携多款创新美食亮相进博
会。 近年来， 聚焦年轻群体， 天
福号在产品方面研发了更多新吃
法、 新口味， “未来天福号将继

续通过品质与创新为产品赋能。”
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展区， 老字号铜牛通过定
制化裸眼3D视频展现了首都特
色元素和在服装领域的先进技术
应用， 打造沉浸式观感； 吉祥戏
院现场展示京剧化妆的全过程，
表演经典京剧梅派选段， 观众可
穿上戏服与演员拍照留影； 同仁
堂知嘛健康现制现售特调草本咖
啡饮品。 更有文房集中展示区，
燕京八绝古乐器 、 木版水印字
画、 金属锻錾作品等元素塑造书
香氛围。

菜百 “京承百韵” 系列将北
京传统地标和文化名片与潮流时
尚精妙融合； 工美集团以新国潮
产品承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线进
行产品创新展示。 此外， 以工美
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品， 以颐和
园为代表的文旅产品以及杭州亚
运会特许商品等在展会进行集中
展示。

据了解， 此次进博会展台设
置中华老字号博览会招商角， 为
2024年在京举办的中华老字号博
览会预热招商。

“进博会是推动国际贸易和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而老字号
企业的参与为这一平台注入了更
加丰富的文化元素。 通过传统与
现代的融合， 老字号企业正在开
创新的未来， 展示着中国传统文
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本报记者 陈曦

“文化粮仓”惊艳亮相大运河畔

北京市古树名木有哪些？ 如
何进行科学保护？ 近日， 北京市
城管执法局联合密云区城管执法
局、 区园林绿化局、 区新城子镇
综合执法队， 在具有3000年历史
的 “九搂十八杈古柏” 所在地新
城子镇新城子村开展古树名木保
护法治宣传活动， 引导村民进一
步提高古树名木保护意识， 强化
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水平。

活动现场， 执法人员为现场
群众发放古树名木保护倡议书、
保护手册等， 并详细介绍了北京
市古树名木现状、 保护常识以及

相关法律法规， 广泛宣传古树名
木的重要价值和承载的历史文化
内涵， 呼吁市民群众共同参与到
古树名木保护中来， 做古树名木
保护的宣传者、守卫者、践行者。

宣传活动结束后， 在新城子
镇综合执法队会议室内， 北京市
城管执法局专业执法指导处、 密
云区城管执法局、 密云区园林绿
化局与新城子镇领导、 综合执法
队就如何更好开展古树名木专项
执法工作进行了研讨， 并在加强
各部门与街道乡镇之间的沟通与
配合方面进行有益沟通。

“通过此次调研， 我们学习
到了更多专业知识， 也听取了园
林部门的相关工作经验， 希望在
未来实践中不断积累， 提高综合
执法队开展古树名木专项执法的
能力和水平。” 密云区城管执法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局
将继续加强对古树名木专项执法
的业务培训和指导， 强化队员对
专项执法知识的掌握， 提高一线
执法队员的执法能力， 进一步加
大执法力度， 对辖区内影响和危
害古树的行为及时发现、 及时查
处， 强化古树名木保护。

□本报记者 王路曼

铁树斜街规范商户牌匾提升街巷“颜值”

保护古树名木 共享绿水青山

23家北京老字号企业携百余件产品亮相进博会

观众可现场感受“京范儿老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