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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贾巍）“京彩灯会”上，
北宫镇精心挑选一众礼物集体亮相，有荣获
国家地理标志认证的“长辛店白枣”，有北宫
人亲手制作的枣花饼、枣糕、枣馍馍……北
京建筑大学的青年学子以北宫景色为灵感
设计的城市肌理画摆台和漂流漆扇等文创
品更是首次亮相，成为文创市集区最火爆
一角。

“雁归北宫”致力家乡建设

展台前不时聚集着感兴趣的游客，工作人
员耐心讲解各种礼物的设计理念和制作过程，
方便大家了解北宫故事。留学回国的李依蒙
在小区经营了一家糕点铺子，此次带来的北宫
和永定塔造型的文创礼盒非常受欢迎。

李依蒙的创业之路还吸引了辖区一些
再就业女性的同行，此次展出的枣糕、糕饼
就是大家共同设计制作的，取材于北宫特产
大枣，造型具有北宫的代表性，带来视觉和

舌尖的双重享受，成为游客打卡必选的“香
甜伴手礼”。

荒山变金山 酸枣变甜枣

展台前，总有游客指着形状似葫芦的大
枣问：“这是什么枣？这枣能吃吗？”据中华
名枣园负责人介绍，这是产自北宫镇中华名
枣园的特色大枣，因形状酷似葫芦，得名葫
芦枣。

20多年前中华名枣园一带还是山坡丘
陵地，满山酸枣棵子，农民们在专家指导下
钻研嫁接，逐渐研发出品种丰富的大枣。如
今每到秋天成熟季，专程来采摘的游客络绎
不绝。此次灯会上非常畅销的长辛店白枣
就是枣园的明星产品，它不仅作为丰台优质
果品参加过北京市种业大会，同时也在国家
会议中心举办的服贸会上一展风采。

“学子回家”文创设计激发新活力

北宫镇深化校地合作，与北京建筑大学
共建了“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北京建
筑大学的青年学子在参观实践过程中，不断
了解和挖掘北宫镇特色文化，并在政府支持
下成立了文创工作室。他们希望利用自身
专业所长，将北宫的生态故事融入文创中，
最终以北宫礼物的形式展现给广大游客。

漂流漆扇是一个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
的魔法——颜色随心，渐变由人，如梦似幻
——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关注和现场体验。
此次在灯会上推出了四款漆扇，分别以中华
名枣园的枣树、北宫国家森林公园的彩叶、
北京园博园的园林建筑为设计灵感，讲述北
宫故事；最后一把则结合国画春暖花开图，
提取配色制作的漆扇，表现北宫镇万物始
发、一派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看“顶流”灯会
拿捏北京最潮夜

星斗阑珊，朗月盘盘。
梦千重，知为谁圆。
西园灯火，携子流连。
看灯如昼，花如雨，照无眠。

凝眸一瞬，醉了婵娟。
舞霓裳，谁又蹁跹。
好将游兴，化作欣欢。
闲抛秋韵，染星河，步琅嬛。

行香子·园博月夜观灯
蒋宝贤

﹃
京
彩
灯
会
﹄
随
笔

北宫镇居民魏芳芳：我和朋友刚一踏入园区，就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
长城上围满了各式各样的牡丹花、十二生肖与戏曲元素相结合的造型……每
一处都很精彩，非常值得打卡拍照。这里还有中华名枣园自产的特色大枣，
北宫人亲手制作枣糕、枣花饼等节日糕点，朋友都说味道不错。“京彩灯会”
的举办让更多朋友关注了北宫镇、走进了园博园，作为北宫镇的居民，我感
觉十分骄傲和自豪。

红山郡社区居民李淑霞：观看“京彩灯会”是一场独特而美妙的体验。
从3号门进场，沿着灯会的路径前行，处处流光溢彩、璀璨夺目。一个个造型
各异的灯组展现着丰富的主题，有的展现了神话故事中的场景；有的以文创元
素为灵感，展现出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在灯会上，许多家庭一同出游，孩子们
在灯光下欢快地奔跑嬉戏，老人们则在一旁驻足欣赏，回忆着过去的岁月……
这种温馨的氛围让人倍感幸福。

得秀社区居民万淑珍：灯会一开幕，我就和老伴儿迫不及待地进园参
观。我觉得太精彩了！这些彩灯比我们想的还要漂亮，而且还都有中国韵
味。我老伴儿非常喜欢品尝灯会里的美食，东来顺、全聚德这样的老字号和
北京国际饭店的牛排都相当好吃。这次的“京彩灯会”持续到十月底，值得
大家都来逛逛。

张郭庄村李彦昕：北京历史上最大规模灯会在北宫镇——我的家门口举
办啦！这次灯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彩灯与北京文化的创新融合，
园博园里随处可见大红灯笼、明月、宫灯等传统文化元素的大型灯组。夜幕降
临，迎宾门、牡丹、祥龙团扇等灯组点亮，壮观至极，细节满满，令人叹为观止。

二七车辆厂社区居民张艳：既能赏月，还能游园观灯，更能尝遍各色美食，
这对住在周边的我来说倍感荣幸！白天观赏“京彩灯会”，呈现出花灯展的宏
大场面；夜晚，点亮的彩灯更是呈现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让每一位游客，尤
其是我和家人都觉得不虚此行。“京彩灯会”不仅送上了“富贵吉祥天下太平”
的节日祝福，更带动了我们丰台周边的经济发展。

装工院社区居民陈薛：最近去了“京彩灯会”，灯会里大中小型的
创意灯组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贡灯会与北京传统风俗文
化、首都时代精神符号进行了创意融合。其中，我最喜欢的
就是景德镇窑青花瓷，它是中华传统名瓷，纹饰精美，有
山水、人物、花鸟等装饰。这次活动使我大开眼界，
文化为彩灯赋予深厚的底蕴，彩灯为文化赋予
新的光彩。

丰台居民欢迎您来做客

9月17日晚，正
值中秋夜，明月高
悬，彩灯耀眼。两
位外国游客在宋词

《鹊 桥 仙·纤 云 弄
巧》的灯牌前驻足
拍照。此情此景，

“蟾盘弄巧，彩灯传
情”，900 多年前这
首宋词所歌颂的坚
贞爱情借由彩灯照
射在一对外国游客
身上，仿若一场跨
越时空、国度的对
话与回响。

何洪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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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交通压力，丰台区协调了公共交通部门延长
运营时间，并增设了临时公交站点和接驳车，方便游客前
往园博园。同时，还加强了园区周边的交通疏导和停车
管理，确保交通秩序井然。

丰台区团委和志愿者组织招募了大量志愿者参与灯
会服务工作。他们分布在园区的各个角落，为游客提供
咨询、引导、秩序维护等服务，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居民自发迎宾朋 温暖助游八方客

灯会举办地丰台区北宫镇的居民，纷纷自发减少驾
车出行，把道路留给游客；遛弯的居民成了“活地图”当起
了义务指路员，用实际行动迎接游客的到来。“这么大的
灯会办到家门口，大家都来丰台看灯会，接下来就看我们
的表现了。我们也得做做贡献。”居民米爱霞开心地说。

芦井社区退休人员郭仲有是一名老党员，他说：“我
对灯会以及它所带来的变化感到特别高兴。我在这里
生活了 70 年，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贫穷落后到美丽繁荣
的巨变历程，特别是‘京彩灯会’的举办，更为园博园增
光添彩，也让我们北宫人感到特别自豪和骄傲。我相
信，未来我们北宫镇会发展得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也
会更加幸福美满，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到丰台来，到北宫
来做客！”

“我和妈妈一起看了‘京彩灯会’，简直太酷了，一定
要推荐给你们，让大家都感受下那份神奇和美丽！一走
进园博园，我就像进入了一个五彩斑斓的童话世界，有巨
大的花朵在夜空中绽放，有小动物在草地上嬉戏，还有卢
沟桥的狮子眼睛眨啊眨。除了看灯，这里还有好多小摊，
我吃了甜甜的糖葫芦，砸了金蛋，还去我们北宫礼物的展
位买了好吃的大枣。大家一定要抽时间去看看‘京彩灯
会’！”学生刘济缘兴奋地在社交媒体上留言。

萌娃走散 众人合力寻家长

9月 16日晚上七点左右，一名小朋友被安保人员刘
伟佳带进了园博园 3 号门的游客中心。只见他泪眼婆
娑，一直哭喊着“找妈妈”。游客中心的项目主管李洪威
见状，赶忙上前将孩子接了过来进行安抚，并跟安保人员
了解具体情况。原来，孩子和家长在游园过程中走散，安
保人员找寻家长未果，便将孩子带到游客中心寻求帮助。

“因为小朋友缺乏安全感，我就一边安抚一边问他的
名字。这时正好看到了巡逻民警，我们就进行园区联动，
寻找孩子的家长。”李洪威表示，看到孩子刚到游客中心
时情绪很激动，他先是掏出手机播放动画片，并抱着孩子
给他足够的安全感，然后告诉他要去“找妈妈”。在李洪
威的悉心安抚下，小男孩逐渐平静下来。

李洪威安抚孩子的一幕，也被丰台社区青年汇的志

愿者陈雅婷看到。在上前问明原委并征得同意后，陈雅
婷将孩子的照片发布在了工作群中，发动园区内的志愿
者一起帮忙寻找孩子的家长。与此同时，焦急的家长也
通过园区广播寻找孩子，听到广播的众人立即和家长取
得了联系。

就这样，在民警、园区、志愿者、安保人员的爱心接力
下，晚上七点半，家长在游客中心见到了走失半个小时的
孩子。而此时的小朋友已全然没有了刚被送来时的紧张
和激动，告别帮助自己的叔叔阿姨们之后，高高兴兴地和
家人继续游园之旅。

“‘京彩灯会’客流量比较大，希望父母在游园时，尽
量照看好身边的小朋友。”陈雅婷说。

老人崴脚 社工护航游灯会

灯会上不仅有小朋友，还有“老朋友”，充满人文关怀
的志愿服务同样温暖着老年游客的心。

“9月 15日晚上六点多，场外志愿服务队伍的领队发

现有一位老人进场时脚崴了，急需志愿服务，得知消息之
后我就立刻赶到了现场。”提起当天晚上争分夺秒的经
历，宋宗鹤记忆犹新。和陈雅婷一样，宋宗鹤也是丰台社
区青年汇的社工，同时也是本次“京彩灯会”志愿服务体
系中的骨干志愿者。

到达现场后，宋宗鹤首先详细询问了老人身体状况，
确认其并无大碍。志愿者们咨询了老人家属的需求后，
决定从游客中心借一把轮椅，这样既可以让老人一家继
续游园，也不会加重身体负担。随后，宋宗鹤快速行动，
仅用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就将轮椅送到了崴脚老人身边，
一家人得以顺利游览灯会。

“他们在灯会游玩了三个多小时，最后归还轮椅时说
玩得很开心。”在聊到帮助游客的经历时，宋宗鹤显得很
愉快，而对于参加本次灯会的志愿服务，他也有着自己的
想法：“我是土生土长的丰台人，在家门口能够开这么大
的一场彩灯盛会，感觉挺荣幸的。我拍个照发个朋友圈
都感觉很自豪，而且这回咱们丰台区整体的服务保障真
的能体现出咱丰台人的热情！”

丰台区全力守护园博园璀璨之约
（上接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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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帮游客合影拍照志愿者帮游客合影拍照，，记录美好记录美好。。

老北京特色灯组让游客在欣老北京特色灯组让游客在欣
赏璀璨华灯的同时赏璀璨华灯的同时，，也能沉浸式感也能沉浸式感
受北京特色文化受北京特色文化。。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游客畅游灯海游客畅游灯海。。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京城历史上最大京城历史上最大
的宫灯的宫灯————““团圆宫团圆宫
灯灯”。”。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灯光自卢沟狮内部打出后

灯光自卢沟狮内部打出后，，更贴近卢沟桥雕塑原型的视觉效果
更贴近卢沟桥雕塑原型的视觉效果。。原梓峰原梓峰 摄摄

为“京彩灯会”专门
推出的漆扇。

▲

北宫镇的特色大枣北宫镇的特色大枣———葫芦枣—葫芦枣。。

志愿者化身
“活地图”，为
游客指路。

▲

本报讯（记者 林瑶 原梓峰 姜灏 实习记者 姜欢）你
敢相信吗？中国传统宫灯 PLUS版“水灵灵”地现身首发，
卢沟桥上的石狮子组团“变身”前来，愚公竟然真的把大山
幻境“移”进园林之间……这些都在北京历年来规模最大、
非遗工匠最为集中的灯会——“京彩灯会”上一一呈现。

最长彩灯门 最大团圆灯

北京园博园（以下简称“园博园”）3 号门是“京彩灯
会”游客主要入口，门区入口处的“迎宾门”十分醒目。“京
彩灯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北京目前最大最长的彩灯
门。“迎宾门”位于节日欢歌主题区，全长 80米、高 23米，单
个灯笼最大直径 15米。向前行进，迎接游客的是两条长
达 30米的气势磅礴的巨龙彩灯昂首腾空，身姿矫健。在
灯光的照耀下，龙鳞闪耀着五彩斑斓的光芒，每一片都栩
栩如生，龙须随风飘动，尽显王者风范。美轮美奂的光影
更增强了巨龙仿佛腾空而起、一飞冲天的动势，也象征着

中华儿女的奋发向前，寄予着国家腾
飞、民生安泰的美好祝愿。

中秋节这天，在熙攘热闹
的人群中，一位拿着手机在

视频通话的金发小伙吸引
了记者的目光：“我叫
Wood，电话另一端是
我远在英国的妈妈和
妹妹，中秋节在中国
寓意着团圆，所以今
天格外想和她们分
享我所看到的这超
乎想象的、美轮美奂
的景色。”看到记者
和周围游客纷纷惊叹

于 他 流 利 的 中 文 ，
Wood 告诉记者，他任职

于上海某教育机构，这是
他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第十

年，现在已经成家并有了一个可
爱的女儿，这次带着家人专程来北

京爬长城“圆梦”。
“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推送说这是北京史上最大灯

会，便买票过来了，太壮观太震撼了！”Wood坦言，他最爱
的就是一进门的“花团锦簇”灯组，该灯组高达 12米，单边
长达 45米，匠人们以彩灯为媒，巧妙地再现了长城脚下高
山流水之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绚丽画卷。长城的雄伟

和花朵的柔美相互映衬，高山流水的灵动与花海的宁静美
好和谐。“如果说昨天爬长城感受到中国五千年历史的风
霜和沉淀，今天看到绚丽的花朵簇拥下的长城彩灯，则是
感受到当今中国蓬勃的生命力。”Wood说。

沿道而行，仿佛置身于光影迷幻的仙境，两侧团团花
簇映入眼帘，伟岸绵长的万里长城在高山流水之间、在百
花齐放和百鸟争鸣之中浮现，粉如霞、红似火、翠如绸的花
朵争奇斗艳，尽显大气雍容。

令人惊叹的不止这些，还有京城历史上最大的宫灯
——“团圆宫灯”，大红的宫灯伫立在寰圆台上，走马旋转，
光芒温暖明亮，俨然成为宫灯工艺史上的瑰宝。由四幅巨
大的团扇组成的“花好月圆”灯组，扇面上蜿蜒的城墙、青
绿的山水、盛放的牡丹、皎洁的圆月，还有飞天的嫦娥翩翩
起舞、欢腾的玉兔追光逐月，颇具灵动与福贵。借助现代
科技讲述古老传说的“时代画卷”书写着“上九天揽月、下
五洋捉鳖”的中华文化底蕴。老北京的市井文化和风物特
色将“烟火气”浓缩在“北京风物”中，一人一物一景皆在闪
耀的灯光下散发着城市的温度。

卢沟狮 穿“新衣”

卢沟桥上有着形态各异、憨态可掬的石狮子，
而在园博园内，同样屹立着不少威武雄壮的石狮
彩灯——炫彩的石狮子更显生气，处处皆透露出
带有历史感与艺术感的浪漫气息。

家住宛平城的郑福龙一家来到了灯会现
场，“我在卢沟桥头生活了 70多年，小时候家
人带我在桥上数狮子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今
天在园博园看到巨型石狮彩灯，样子和神态
都太像了，就仿佛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活’
了过来。”郑福龙所说正是位于
3 号门广场最大的灯组

“卢沟晓月”。
记者在现场

看到，这些高达 2
米的巨型石狮彩
灯采用铁丝制
作造型，内
部 则 用 工
字 钢 、槽
钢作为支
撑 —— 稳
定性有了保
证，造型也更灵

动。石狮彩灯被均匀喷涂成青紫两色，白天在阳光下显得
格外艳丽；夜色降临时，灯光自石狮内部打出，与周围灯光
造景相融——通过颜色深浅变化让石狮仿佛有了表
情，更贴近于卢沟桥雕塑原型的视觉效果。

“以前看卢沟桥上的石狮子是灰
白色的，而今晚看到的石狮子
是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
的生活一样，越来越
红火，越来越有滋
味儿！”郑福龙
感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