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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名师新疆传经送宝

近日，北京名校长工作室专家走进新疆
教研实践活动在新疆哈密市第四小学举办，来
自哈密、喀什、阿克苏、沙湾等地的部分小学校
长和老师等近百人参加了活动。活动旨在通过
北京各名校专家的现场指导、点评、交流互动
等形式，为新疆中小学校长们传授经验，提升
学校综合素质和办学水平。 人民图片

8月 2日，为期五天的第十一届世界葡萄
大会在北京延庆圆满落幕。这是被誉为“葡
萄界的奥运会”的世界葡萄大会自上世纪 70

年代创办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北京。5天来，大
会共吸引了近10万名中外观众，达成交易意向4.5亿元。国
际园艺学会代表、浆果学会副主席尼克·多库兹利昂表示，
本届大会是历届世葡会中规模最大、与会专家学者最多、
学术会议成果最丰富、大会组织服务最好的一次，给所有
与会专家学者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经过委员投票，法国波尔多获得了下一届世葡会的举
办权。

【中国市场备受关注】

世界葡萄大会是世界各国间进行葡萄遗传与育种的学
术交流和技术交流的平台。2010年8月，在美国纽约州举办

的第十届世界葡萄大会上，中国击败了澳大

利亚、克罗地亚等众多申报国，为北京赢得了 2014年世界
葡萄大会的举办权。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能够获得来自世
界 25 个国家 300 余名代表的一致认可和广泛支持，不仅说
明了中国葡萄和葡萄酒产业在世界葡萄酒生产和消费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也证明了北京近年来自然环境建设和生
态保护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

本届学术会议有来自世界 34 个国家、地区的 300 多名
知名葡萄专家和相关代表参会，组织特邀报告及专题报告
21场，口头报告 80场，展示墙报 180篇，学术成果数量和
质量均达到了历届之最。与往届大会不同的是，本届世葡
会在举办学术会议的同时，还安排了世界葡萄博览园、葡
萄酒博览会、产经论坛、延怀河谷产区共建等系列活动和
议程。延庆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素枝表示：“针对市
民，我们在此次大会中提出了两条精品游览路线：一个是
葡萄生态精品游，另一个则是酒庄文化精品游。”

世葡会期间，人们不仅可以品尝到上千种优品葡萄，还
可以通过科普中心了解葡萄的历史和文化，到智能温室中感

受葡萄种植的先进技术；同时可以参与现场品鉴和
交易等。

【北京酒庄首次参展】

“都是葡萄！”在世界葡萄博览园里，不时听到
身边的游客欣喜地说。据讲解员介绍，坐落在延庆
县张山营镇的博览园，依托湿地景观而建，总占地
面积3000余亩，其中水体面积393亩，是目前国内最
大的葡萄主题公园。同时，园内覆盖了大面积的葡
萄种植区，汇聚了1014个世界名特优新葡萄品种。

园内的科普中心是亚洲最大的科普馆，市民可以
在5个展区通过平面展示、LED屏幕动画及3D影像的
方式，了解葡萄的历史起源、育培技术、酿酒文化等相
关知识。而智能温室，也向游客展示了温室栽培、雾化
喷灌、实验育种、智能控制等全球领先的葡萄种植技
术。

世界葡萄酒博览会则着重体现酒庄文化。来自国内著
名产区的 200 多家酒庄和国外 300 多家知名酒庄齐聚展会，
其中北京王朝、中法等优秀酒庄也首次亮相参展。据悉，世葡
会结束后，博览园还将继续开放到 10 月 31 日，在中秋节、教
师节还将举办特色主题活动。

【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作为一个世界级的盛会，世葡会在京举行，不仅为葡
萄种植农民提供了展示平台，还开拓了葡萄的销售途径。
同时，博览园内专门设立的咨询中心还长期免费为农民提
供专业的葡萄种植技术咨询，有利于改进传统葡萄种植技
术，增加种植效益。

业内人士指出，世葡会有助于加快北京地区葡萄组培
新技术的运用，推进葡萄和葡萄酒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
时中西酒庄文化的交融，也为北京酒庄、中国酒庄走向世
界提供了一个国际性的平台，有利于推进北京及周边地区
的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拉动北京经济增长。

北京世葡会注重自然体验的特色也将引领生态旅游的
热潮，带动北京旅游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据悉，会后，博
览园将作为国家 AAAA 级以葡萄为主题的农业产业园和葡
萄生态度假区来运营。

已经为“巧娘”事业奔波了 11年的北京“苗
荟巧娘工作室”负责人刘立军，在小心翼翼地从
包中取出由五个绣娘花费一周时间所绣的京绣手
工艺丝巾时，仍掩饰不住珍爱与自豪的神色。

别小看这“巧娘工作室”，就是它们，将农村巧
娘的手工艺作品卖到了外交部礼品大厅、奥运会、
美国华人社团和跨国企业。它们是北京民间妇女手工
艺品的“推广者”，也是几十万农村巧娘的“靠山”。

“不能用完全的公益思维来看待这件事，我们
做的应该叫做社会组织型企业，仍然走的是市场
化道路，采用‘工艺目标+商业手段’的模式，最
终的目的仍然是传承文化。”刘立军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有着海外生活背景的刘立军，谈起最早是如
何想到要做民间妇女的手工艺品时，坦言是欧洲
国家对于文化传承的保护和重视给了自己很大的
震动。作为“燕京八绝”之一的京绣，曾和苏
绣、蜀绣等今天享誉海内外的绣法齐名，有自己
鲜明的艺术特点和风格，选料贵重，色彩绚丽，
针工巧妙，而这一切在近年里却难以为人所知。

“我们要做的，就是为两者提供一个桥梁，既让这
些妇女们有一个挣钱的渠道，能够创收增收，又
传递了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刘立军说。

这一理想最终能实现，离不开北京市妇联一
项名为“北京巧娘”的庞大的工作项目。

为了推动北京民间手工艺品的传承，拓宽城
乡妇女的就业渠道，从 2005 年起，北京市妇联、
北京市科委在全市范围里开展了以“科技支撑活
力，巧娘巧手巧致富”为主题的“巧娘工作室”
创建活动。刘立军的“苗荟巧娘工作室”就是其
中最为成功的工作室之一。

“截至 2013 年底，北京共有 307 个巧娘工作
室，32个巧娘手工艺品专卖店、5个北京巧娘手工
艺品研发基地，17个巧娘手工艺发展促进会，直

接安置妇女就业
近 6 万人，弹性
就业妇女覆盖超
过 30 万 人 。
2013 年 的 销 售
额 达 到 近 8 亿
元。”北京市妇
联副主席、北京
巧娘手工艺发展
促进会会长王淑
存对本报记者表
示。

现在，北京
巧娘的精湛技艺已经走出国门，赢得了世界的赞
誉。在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商贸委的支持下，北京市
妇联每年都组织巧娘远赴意大利、伊朗、巴西、俄罗
斯等国家参加展示交流等活动，在每年的中国（北
京）国际妇女儿童产业博览会上，也都专门设立了

“北京巧娘手工艺”展区和项目推介。
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巧娘精

心制作的600万片红叶和代表四季更迭的花卉梦幻
般绽放在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上；在国庆
60周年的庆典活动中，群众游行高举的花束、花
环也有很多是由北京巧娘亲手制作。“对于妇女致
富、家庭稳定、文化传承来说，巧娘事业都是意
义重大的。在民间妇女中有很多人或许没有读过
太多书，但是却是真正掌握这些优秀的中华民族
传统民间手工艺技艺的人。目前昌平巧娘黄小群
的金丝镶嵌、怀柔巧娘滕天新的布糊画、石景山
刘立军的京绣苗绣等都在国际上获得了奖项，入
选了正式的外事礼品名录。有的巧娘工作室仅 20
多个人，凭借向俄罗斯出口的围巾、披肩等手工
编织物，全年的销售额可以超过千万，取得了非
常好的成绩。”王淑存对记者表示。

我们的首都剧场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北端路东，
是一座很漂亮的苏式建筑。门前有个不小的广场，站
在广场上仰望十几层台阶上的剧场，觉得它很雄伟，
很庄严肃穆。

但是大多数观众都没有见过那紫红色丝绒大幕背
后的首都剧场。按照最初的设计，剧场后台是一座呈
凹字形分布的化妆楼，一共四层，同时容纳七八百人
一起化妆是不成问题的。在漫长的计划经济年代，由
于住房是紧缺“物资”，这里就成了剧院部分成员的宿
舍——由单身家庭而拖儿带女……于是之、林连昆、
苏民、吴桂苓、吕中还有很多演员都或长或短在这里
住过。

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文化艺术的春天到来
了。那是百花齐放、姹紫嫣红的几年，我们也跟着忙
起来了——剧院复排了 《蔡文姬》。《蔡文姬》 的复演
轰动京城，观众竞相购票盛况空前。买票的观众从头
天晚上开始排队，剧场前面的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早晨 9 点售票之前，排了一宿队的观众生怕买不
上，纷纷往前挤。虽然及时采取措施，宣布每人限购
两张，最后还是把广场的南墙挤倒了……一出话剧，
怎么能有这样强的吸引力呢？当时的我虽然还年轻，

但是站在那倒塌的南墙边，我隐约感受到了什么——
啊！人艺……原来观众们是这么需要她。

住在三楼的时候，我住312房间。左面就是刘锦云
和李龙云、王梓夫的“创作用房”，他们每天早上到院
里来，在“创作用房”里聊天。午饭时到食堂打了
饭，会有于是之或林兆华陪他们一起吃，吃饭时也喝
上几盅，聊的是山南海北，上下五千年。于是之当时
是剧本组组长，主抓创作。正是有了这样能长时间聚
在一起的生活机缘，才成就了这几位“大家”精神上
和创作构思上的碰撞，擦出了火花，像 《小井胡同》

《天下第一楼》《红白喜事》《狗儿爷涅槃》都是在那前
后诞生的。

渐渐地，我们长大了，成了家有了孩子，“宿舍
区”的人口开始膨胀。每天下午5点前后，是后三四楼
最热闹的时候。由于很多男演员和男舞美工作人员的
媳妇在外工作，5点钟下班，路上还需一段时间，等到
她们回来再操刀下厨，吃完饭就赶不上晚上的演出
了。所以人艺的男同志，尤其是住在后三四楼的男同
志，厨艺都不是一般了得的。楼道里一家挨一家，家
家门前有个三屉桌，桌上做饭的家什一应俱全，矮凳
上高压锅煤油炉呼呼作响，男人一个个操刀挥勺，

煎、炒、烹、炸，互相切磋技艺也是常有的事。等媳
妇们带着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孩子到家，一起吃完晚
饭，下楼化妆准备演出，哎，正是时候！

剧场属于公共设施单位，防火检查相当严格。有
一段时期，由于后楼住有大批的家属，消防部门下
达了多次令首都剧场停止营业的通知。时任第一副
院长的于是之反复找市政府，终于在 1991 年，由市
里拨款，为后三四楼的住户，购买了东直门和劲松
的 30 多套房子。搬离剧院的时候，有心人方义 （北
京人艺舞美）、李果，竟用相机拍了后三四楼大量的
生活场景。现在看来，这些资料弥足珍贵。

前些时，我问妻：“如若时空能倒流，你能忍受后
台三楼的生活吗？”妻回忆着说：“什么叫能忍受吗？
其实那时候的生活，还真挺好的。大家住在一起，挺
有意思的。”是啊！挺有意思。就是这点儿意思，让我
们记忆中的青春笼罩上了一层朦胧的金色光晕，让我
们和首都剧场这个承载着我们梦想的建筑变得那样息
息相关，让我们的生命和北京人艺画下深深的并行的
轨迹。

挺有意思啊，那住在三楼的岁月……
（作者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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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品种千余个 吸引酒庄500家

北京首办全球“ ”
邵玉姿

▶图为游客走
在世界葡萄博览园
的回廊内。

张 宇摄
（新华社发）

▲博览园内的葡萄架

怀柔志愿服务迎APEC

8月3日，“迎接APEC，当好东道主”活
动在怀柔雁栖镇举行。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北京雁栖湖地区举
办。目前，怀柔区万名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
志愿服务，为将来的 APEC 外围志愿服务工
作进行演练。图为志愿者在雁栖镇为市民游
客指路。 本报记者 余荣华摄

刘立军在工作室

京绣晚宴包

京绣作品 于 静绣

北京将用“南水”替换自备井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记者关桂峰）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获悉，随着今年秋季南
水北调水进京后，北京市将置换自备井，改
为市政管网供水，进一步涵养地下水资源，
保证居民饮用水安全。

北京市水务局供水处处长胡波表示，自
备井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超期服役
严重，更新维护不足，供水事故时有发生。
部分居民小区将土地上原有的农业用井，稍
加改造成居民生活用井，其设备、井房等各
项设施都不符合生活用水井的要求。

胡波说，南水北调水进京后，首先置换
中心城区市政供水管网供水范围内、供水水
质较差且位于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域的供生活
用水自备井。现有的1.3万眼城镇自备井计划
用5年左右的时间置换完毕。置换后的自备井
可以作为北京市的战略水源，按照不同的管
理模式保留。

▶ 以 葡 萄 为
原型建构的世界
葡萄博览园

▼以葡萄为原型、以长城灰为主色
调的科普馆园内建筑。 邵玉姿摄

名 家 话 北 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