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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通州大运河景区解锁暑期新玩法北京通州大运河景区解锁暑期新玩法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文图

整合资源
构建全域旅游格局

通州区拥有良好的生态体
系和地理区位。党的十八大以
来，通州区政府逐步加快城市
副中心建设速度，绘就出蓝绿
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
生态城市图景，为通州文旅系
统打造绿色生态全域旅游夯
实基础。

在此背景下，通州区园林
局把“三庙一塔”、运河公园、大
运河森林公园三大核心景点进
行整合，形成通州大运河景区
的整体发展概念。“十四五”期
间，通州大运河景区朝着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路县故城、通州古城、张
家湾古镇、西海子公园等北运
河沿线文化和旅游资源辐射，
推动打造集休闲、度假、体验、
购物于一体的通州全域旅游新
格局。

从北京市中心城区前往通
州大运河景区，无论是自驾还
是乘坐地铁公交都非常便捷。
由于通州运河公园、大运河森
林公园、运河文化广场等核心
景点相距不远，游客亦可骑行
游览多个景区。

乘游船领略千年运河风
情、观赏古城两岸风光是深受
游客欢迎的一种旅游方式。在
二号码头，游客们排着长队等
待登船。其中几位来自安徽合
肥的游客感慨道：“没想到北京
还有这么一条美丽的运河。轻
风拂柳、绿意盎然，让人仿佛置
身于江南一带的水城。”

据悉，通州大运河今年首
航于3月开启，约100余艘游
船分别由大光楼码头、二号码
头、漕运码头、柳荫码头出发，
从水上联动起通州大运河景区
的北区、中区和南区。游船线
路中，不乏亲水平台、观景阁等

知名景点。
“乘坐游船可缓解阳光暴

晒之苦、免去行走之累，在北京
高温天气下深受游客欢迎。”一
位游船讲解员向中国城市报记
者介绍今年运河游船营运情况
时说，“北京本地游客也不少，
在漕运码头和柳荫码头还有水
上巴士接驳渡河。可以说，乘
船是感受本地群众文化生活最
好的一种方式。”

良好的文旅项目离不开配
套消费场景的支持。为了持续
拓展大运河景区文旅创新体验
场景空间，通州区打造“环球影
城+大运河”国际消费体验区，
全力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
消费向全域消费、日间消费向
全时消费、传统消费向新兴消
费转变。举措主要是打造具有
国风音乐元素的沉浸式演艺空
间和具有国潮文化因素的展示
与消费场景、运河研学体验教
育基地、绿色生态露营场景等。

寓教于乐
推出多种特色项目

通州文旅发展与水息息
相关。自去年北京市水务局
印发《北京市水资源保障规划
（2020年—2035年）》后，北运
河恢复历史漕运河道的城市
景观理念逐步成型并被落到
实处。

实际上，有“小外滩”之称
的通州北运河沿线已成为北京
旅游热门地，且更是文旅从业
人士看好的一处新产业经济增
长点。基于此，通州区相关部
门在今年暑假期间专项定制、
重磅推出了一些“文娱相融”项
目，吸引广大学生游客参与。

中国城市报记者从通州区
园林局了解到，目前最受关注
的就是7月1日至8月31日举
办的水上运动嘉年华。组办方
大运河文旅公司总经理栾笑天
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北京大

运河文化旅游景区是第一批
15家国家水上（海上）国民休
闲运动中心试点单位之一，历
年来致力于大运河水上运动的
宣传推广。此次举办水上运动
嘉年华的目的是为延伸和推广
2023年全国电动冲浪板联赛
(北京大运河站)，并为学生游
客普及水上运动相关体育知
识，通过新颖有趣的体育项目
推动学生体能素质提升。

除了水上活动外，通州区
园林局还在北运河沿线组织开
展了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片
区小讲解员、状元文化体验、领
读者、研学活动、“开笔礼”等特
色中小学文旅体验活动。

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通州区园林局副局长魏
昀赟对主要项目作了细致解
释：小讲解员活动主要是请参
加专业讲解培训后的小朋友，
为游客作非遗和历史文化方面
的讲解介绍；运河状元行文化
体验是让学生在景区身穿汉服
重走状元科考之路，内容包括
文化知识讲解、沉浸式体验活
动、祭拜孔子等；领读者项目是
基于北京语言文字工作协会主
办的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帮助
学生进一步了解北京大运河的
文化历史、非遗技艺等；特色研
学活动给学生们提供了解学习
通草花、纸鸢、茶艺、古法制香、
木版年画、花丝镶嵌、皮影等传
统技艺的机会；“开笔礼”仪式
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创新传承的
一种尝试。“过去，‘开笔礼’是
少儿识字习礼的启蒙教育形
式，也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在成
长过程中接受的首次大礼，被
称为‘破蒙’。”魏昀赟说。

家住通州区的左女士带孩
子体验过几个项目。谈及感受
时她表示，通过特色项目，孩子
在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的同
时，还获取了丰富的历史文化
知识，增强了对大运河文化遗
产的认识和理解。

科学开发
激活文化遗产记忆

业内人士认为，通州大运
河的旅游高热度是在政府引领
下，研发机构、企业与群众对大
运河遗产遗址、非遗技艺保护
传承与科学开发的必然结果。

负责大运河（北京段）遗产
公众监测项目技术研发的北京
未名文博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未名文博），在北京
市文物局、北京市考古研究院
的支持下，于2022年初开始对
通州段运河河道和遗产点作定
期巡检监测。

“我们依托云平台、互联网
技术，邀请志愿者参与到文物
的日常巡检工作中，从而践行
世界遗产保护工作所追求的

‘社区公众参与’理念。”未名文
博总规划师张荐硕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

据悉，由大学生、社区居
民、行业人士组成的多个巡查
小组，对各自负责的大运河遗产
监测点开展日常巡查，并将所发
现的病害现象和环境变化情况
以照片、文字的方式记录至小程
序并上传，之后再由遗产保护工
程师进行病害诊断，及时向政府
相关部门反馈处理意见。

“我们还定期组织文化遗
产专家、软件工程师、遗产保护
工程师等专业人员为遗产管理
者及志愿者开展培训，讲授大
运河历史文化、世界遗产管理、
预防性保护、文物数字化科技
等方面的知识，在提升志愿者
工作能力的同时，建立参与者
之间的友谊纽带、加深志愿者
与遗产的情感联结、强化社会
各界的文化遗产认识，最终建
立一个具有创新性、可持续性、
公众参与度高的文化遗产监测
体系示范案例。”张荐硕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大运
河进行科学保护与创新开发的
过程中，通州区园林局的一些
举措被其他地市相关部门视为
学习借鉴的样板。魏昀赟介绍
称，这主要集中在保护利用古
代水利设施、规划建设路县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加强通州古
城整体风貌保护、保护开发张
家湾古镇和打造通州新标志性
景观等5个方面。

“相关措施及特色文旅项
目能有效激活大运河的文化遗
产记忆，令游客沉浸式感受大
运河的文化魅力。今年暑假，
我们欢迎广大游客特别是学生
游客前来亲近大运河、拥抱古
老文化遗产。”魏昀赟说。

中小学期末考试刚过，炎热的天气又给北京地区的家长、孩子们出了一

道新“考题”：暑假市内短途游，哪些地方能够兼顾户外锻炼、消暑降温、知识

拓展？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数个北京亲子家庭，答案中多提到北京（通州）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以下简称通州大运河景区）。

近年来热度不断攀升的通州大运河景区，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和

良好的基础配套设施而备受关注。特别是随着京津冀文旅发展与旅游通航

“一盘棋”谋划、一体化推进后，通州大运河正重现昔日风采、实现文化复兴。

前不久，北京市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以下简称通州区园林局）公布了今

年端午节客流数据，其中显示通州大运河景区接待游客接近13万人。游船

观光、森林扎营等旅游项目很受欢迎，一些运河码头、文化广场成为热门打

卡地。

暑假到来，通州大运河景区又为广大学生游客解锁了哪些文旅新玩

法？日前，中国城市报记者前往景区一探究竟。

北京通州大运河景区风景秀丽。

游客在北京通州大运河景区观景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