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昌平区昌盛小街商居同盟暖心众筹年货

近日， “烟火昌盛” 小街年
货大集在昌平区城南街道昌盛小
街鸣锣开市，街坊邻里相聚小街，
看表演、尝年味、买年货、逛庙会、
淘宝贝……600米昌盛小街洋溢
着浓浓的年味和烟火气。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商居同
盟会员商户联合众筹， 为快递小
哥 、 环卫职工打包100份礼物 ，
让他们带回家乡。 “快递小哥和
环卫职工为小街的繁荣做出很多
贡献， 辛辛苦苦忙碌一年， 他们
可能都没有时间去采购年货。 快
过年了， 介山书店倡议发起 ‘装
满小哥年货行李箱’ 暖心行动，
小街上的商户纷纷响应。” 昌盛
小街商居同盟负责人黄女士介
绍 。 俏皮羊邻里超市 、 锅圈食
汇、 紫光园等多个商家将自己的
热销品捐赠出来， 目前， 大礼包

正在陆续打包。
众筹来的 “暖心年货礼包”

将在除夕前陆续送至快递小哥、
环卫职工等户外工作者手中， 装
满城南邻里情的礼包将跟随他们
踏上春节回家的旅程。

据悉， 2023年， 城南街道创
新街区运营管理模式， 组建由社
区、 商户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
商居同盟， 引导小街商户自觉规
范有序经营， 形成政府、 商企、
组织、 居民融合共生的 “大邻里
圈”。 去年双“十一”期间，在街道
组织部门的指导下， 商居同盟启
动“1㎡暖心服务角”计划，结合自
身业态与特色，共同为外卖小哥、
快递小哥以及老年人等群体提供
爱心套餐、暖心饮品、小修小补、
共享药箱等6大类16项暖心服务，
打造本地宜商宜居的多赢生态。

□本报记者 余翠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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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特色文化活动领
衔呈献

鼓舞 《中国龙》 为 “宛平
博物馆之城” 启城仪式拉开序
幕， 仪式结束后， 游客登上华
北地区唯一保存完整的明代两
开门卫城———宛平城楼， 写下
新春对自己和祖国的美好祝
愿。 在宛平城内街甲33号的游
客服务中心， 设计精良的启城
文牒集章活动也引起了大家的
浓厚兴趣。 据了解， 启城文牒
专为本次 “宛平新春嘉年华 ”
设计 ， 在城内设立 13处集章
点， 每处集章点均设有专属福
利 。 一本集齐章印的启城文
牒， 让这个龙年春节更具仪式
感。

作为本次嘉年华的重场
戏， “龙行天下———甲辰龙年
生肖文物大联展” 在宛平城内
的拱极营举行， 展览包含从全

国60多家文博机构征集而来的
数百幅祥龙题材文物艺术品影
像。 展览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龙
作为中华图腾在8000年历史长
河中的广泛影响。 龙年主题的
文物展览让在场的游客感受到
了浓浓的年味。

此外， 在宛平城内街， 丰
台文旅集团联合中国国家博物
馆、 长城博物馆等多家博物馆
打造的文创展售区为本次 “宛
平新春嘉年华” 带来了花样繁
多的博物馆文创产品。 丰台文
旅集团董事长杨蕊表示： “以
宛平城为窗口， 让更多游客一
次性将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创纪
念品带回家。 未来 ‘宛平博物
馆之城’ 将引进全国乃至全球
的各类型展览、 艺术集会， 源
源不断地产出衍生文创， 力争
让宛平不仅留存在国内外游客
的手机、 相机中， 更成为丰富
鲜活的 ‘宛平记忆 ’， 乃至北
京名片。”

多元业态入驻宛平城

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精华
区加速建设的第一步， 丰台区
加快推动赓续文脉的 “宛平博
物馆之城” 计划落地， 以 “针
灸式” 改造理念打造街区样板
间 。 目前已完成5处示范点位
的保护性修缮工作， 分别为人
民咖啡馆、 特色文创商店、 国
家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非遗体
验空间 、 拱极营公共展示空
间， 将作为红色商业、 多元业

态入驻宛平城。
其中， 修葺一新的八角楼

变身为人民咖啡馆， 红色立柱
与绿色琉璃砖的搭配， 中式特
色与咖啡的结合， 让这里成为
沿街亮眼的风景。

推动博物馆之城与民
生融合

伴随此次 “宛平博物馆之
城” 开城序幕， 宛平城将继续
博物馆之城的深度打造， 建立
一座融入居民日常生活的小型
博物馆之城。

据悉， 宛平城将充分利用
已解危院落优化博物馆社区生
活，布置社区中心，优化共生院
落小环境，改善生活基础设施，
恢复院落传统风貌， 将西北城
垣景观带打造成为面向城内居
民和外来游客安静舒适的游览
与休憩空间。 同时， 宛平城内
的兴隆寺将成为一处休憩 、研
学集散和居民休闲的公共空
间， 卢沟桥小学操场将升级变
身为满足社区居民全龄段休闲
和健身需求的全民健身区。

丰台区宛平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 未来 “宛平博物馆之
城” 中， 居住、 办公、 养老等
民生功能将占比59%， 文化事
业 、 产业占比31%， 商业占比
10%。 到2025年 ， 形成 “灰墙
黛瓦连片、 红砖红瓦点缀” 的
总体风貌， 到2027年， 全面完
成宛平城从历史古城到博物馆
之城的蜕变。

□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张丽萍

“宛平博物馆之城”开城

“借助农业科技，生产种植
中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大家
要对新一年的生产有信心 ，会
越干越有劲。 ”近日，北京农学
院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果树学副
教授张卿应邀走进昌平区延寿
镇，为昌平区园林局、延寿镇主
管领导和全镇30多位板栗种植
技术骨干讲授实用技术。

在活动中， 张卿从板栗产
业发展遇到的痛点、 堵点和难
点入手， 详细讲授北京板栗产
业面临的形势和未来发展机
遇。 参加培训的技术骨干认真
记录，不时举手提问。

室内培训结束后， 张卿把
“教室 ”又搬到板栗园 ，用树枝
当 “教棒 ”，实地讲解板栗省力
化生产关键技术、 水肥管理技
术和主要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
等。 光说还不够， 他拿着剪刀
直接 为栗农演示板栗冬季修
剪的技巧， 并手把手指导板栗
种植技术骨干现场剪枝。

“以前我们冬季剪枝总是
‘跟着感觉走’， 现在听了张教
授的课，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修
剪 ’， 也真正学会了 ‘怎么修
剪’。 ”一位栗农说，“我现在迫
不及待地想要回自家园子 ，按

照张教授的指导修剪一番。 ”
培训结束后， 不少技术骨

干围着张卿咨询。 “通过张教授
的讲授， 我对昌平区板栗产业
发展有了全新认识， 对今年的
生产充满信心和干劲。 相信在
北京农学院专家的指导下 ，我
们今年一定会大获丰收。 ”

张卿表示， 将与团队师生
一起持续把技术送到农民身
边 ，按照 “农文旅 ”融合发展的
思路， 帮助当地政府和栗农优
化板栗品种，提升板栗品质，打
造板栗品牌， 助力当地打造昌
平园林产业乡村振兴新样板。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将爱心装满“小哥”行李箱

北农教师假期深入田间地头培训农业技术

古关下购年货、 品 “村咖”、
尝小吃、 看演出……近日， 怀柔
区怀北古关迎春大集正式开集。
大集设置了农副产品展卖、 精品
“村咖” 体验、 非遗展示等10个
特色集市区域 、 百余个摊位展
台， 将为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大
集新体验。

走进集市， 色泽红艳的红肖
梨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购， 集市
摊位上摆满琳琅满目的年货， 有
家乡肠、 糖炒栗子等怀柔特产，
有红星、 红螺食品等 “中华老字
号 ” 产品 ， 还有内蒙古四子王
旗、 河南卢氏、 河北丰宁、 山西
平顺等支援合作地区特产……不
同地域的特色风味食品颇受游客
喜爱。 “集市产品太丰富了， 把
春节需要的年货一站式采购齐
了。 还吃到各种风味小吃， 多买
了几份 ， 带回去给家人尝尝 。”
市民袁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 此次大集还有
丰富多彩的文化体验活动。 每天
上、 下午各推出一场舞龙舞狮、
高跷、 皮影戏等主题文艺演出，

还有浸烙葫芦、 北京沙燕等近10
种非遗项目现场展示。 此外， 今
年大集增设了精品 “村咖” 体验
区、 围炉煮茶区， 将传统大集与
时尚休闲相结合 ， 游客在乐享
“村咖”、 煮茶品茶、 拍照打卡的
同时， 享受独具怀柔特色的浓浓
年味。

“今年我们将大集全面升
级， 除满足市民在传统集市上的
采购游需求， 还推介展示特色文
旅资源。” 怀北镇党委宣传委员
张永春介绍， 春节期间， 怀北镇
同步推出冰雪体验游、 民宿体验
游两条精品旅游线路。 冰雪体验
游以怀北国际滑雪场为依托， 设
计 “冰雪主题 ” 一日游 ， 推出
“教学+滑雪 ” 优惠套票 ， 增设
雪地火锅、 雪地汉服滑雪秀表演
等趣味活动。 民宿体验游以大水
峪民俗旅游村为依托， 主打特色
民宿体验。 “两条精品旅游线路
串联镇域内景区、 民宿、 餐饮等
文旅资源。 游客可以白天驰骋在
冰雪赛道， 夜晚依山而栖， 感受
别样的乡村年味。”

□本报记者 崔欣/文 彭程/摄

10个特色集市邀您怀北古关赶大集

384岁宛平城开启焕新之旅
置身于 384年历史

的北京宛平城街区内 ，
在人民咖啡馆喝一杯醇
香的咖啡； 登上宛平城
楼，观赏卢沟桥、宛平城
全貌， 在祈福牌上写下
新春心愿……近日，“宛
平博物馆之城 ” 开城 ，
宛平新春嘉年华活动同
步启动 ， 开启了 384岁
宛平城的焕新之旅。

近日， 由北京市文化馆
（北京市文化旅游志愿者服
务中心） 主办的 “欢乐春节
畅享京城” 2024北京文化志
愿者 “送福到家” 系列活动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北京
站 、 朝阳站三地同时启动 。
活动现场， 文化志愿者们将
5.5万副春联和 “福” 字送到
旅客及机场、 车站工作人员
手中， 为他们送上新春的祝
福。

本报记者 盛丽 摄影报道

送送福福到到家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