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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回顾十八大以来北京的发展历程，京华大地

的十年巨变，令人倍感振奋与鼓舞。城市与人们生活的双重变化，彰显了飞速

发展的北京速度。

十年间，北京坚持首都功能新定位，从北京发展转向首都发展，从单一

城市发展转向京津冀协同发展，从聚集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非首都功能谋发

展，从城市管理转向超大城市治理。伴随着深刻转型，北京实现了历史新的突

破，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高精尖科技创新成果加速涌现，经济稳步高质

量发展；污染防治力度不断加大，生态环境得到空前改善，创造出了“北京奇

迹”；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提高。在努力建设成为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征程中，北京大步向前。

北京十年间的发展变化，为时代留下了闪亮的标记。2022年9月27日，

“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伟

大成就及伟大变革以丰富多样的形式走进了公众的视野。走进北京展区，一

张张反映北京建设成果的照片、一件件代表北京发展成就的展品，以及众多

视频、科技展项等，为我们了解北京的非凡十年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还记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激情时刻，“双奥之城”奏响了

“一起向未来”的时代旋律，可爱的冰墩墩、雪容融及竞赛场馆模型、冬奥相

关展品等，带我们再次回到了冬奥史上的“北京时间”；还记得2019年国庆

70周年之际，在备受全球瞩目的庆祝活动中，“首善北京”彩车作为全国彩车

方阵的头车驶过了天安门，历史盛况透过彩车模型得以再现；还记得2014年
APEC会议在时隔13年后重回中国，在北京雁栖湖盛大召开，蕴含着花丝镶

嵌、景泰蓝等中国精美传统技艺的赠礼给多国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

刻，它们就静静地立于“燕京八绝”的橱窗之中……这些难忘的历史时刻，承

载着北京这座城市的无限荣光。

在科技展区，一批代表性科创成果在展览中与观众见面，如可全天候监

测高能天体爆发现象的“怀柔一号”卫星、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等，凸显

了北京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丰硕成果。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展区，交通、生态、

产业等重点领域的协同发展成效一览无遗，雄安新区和城市副中心“双翼”联

动发展突飞猛进，现代化的首都都市圈从构想渐成现实。而生态治理的突出

成效、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古都历史风貌的恢复等，则跃然于一组组新旧对

比和一张张精彩的照片之中，展现了京城生活的今昔巨变。

十年，北京走过了一段非凡的历程。在这个不断蜕变的过程中，北京取得

的一系列发展成果，不仅谱写了首都发展的华彩篇章，也为在新征程中继续

阔步向前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北京速度所打造的“首都样板”，为“首善”精神

的弘扬树立了时代的风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非凡十年 北京速度

编印单位：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

发行对象：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会员

印刷日期：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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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召开前夕，“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集中展现了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自10月31日起，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

  （杜建坡 /摄）



北京不仅是历史悠久的六朝古都，也是名

副其实的古树之都，现存古树4万多株，可组成

一部完整的编年史。这些矗立百年甚至千年的

古树，风姿各异，是首都摄影爱好者摄影创作的

重要题材。这些古树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如

何拍摄古树？带着这些疑问，北京摄影爱好者

协会举办了专题古树摄影讲座，40余位影友参

加并分享了自己的拍摄体验。

近年，北京市朝阳区一直致力于创建国家

森林城市，辖域内现有古树591株，包括首都市

民较为熟知的东岳庙古树群、西黄寺古树群等。

其中，位于日坛公园的九龙柏树龄已超过1100
年，是朝阳区古树中的明星。活动现场，朝阳区

古树宣传保护负责人刘洋向大家讲述了精彩的

古树故事。讲座环节，古树摄影专家北京绿化基

金会杨树田理事长基于多年丰富的拍摄经验，

为大家详细讲解了如何事先了解古树历史背景、

如何选择最佳角度、如何取景构图等摄影方法

和技巧，并展示了自己创作的大量古树摄影作

品，为影友们进行古树摄影创作提供了极具价

值的指导意见。

长久以来，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持续关注

首都生态建设，今年协会与北京绿化基金会积

极开展合作，组织了多场古树摄影采风活动。此

举旨在汇聚首都摄影爱好者的力量，通过摄影

作品宣传北京古树的历史及保护成果，让更多

市民走近古树、了解古树，共同保护历史留给我

们的宝贵绿色遗产，持续建设绿色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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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体育场的涅槃重生

城 记

从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在首钢园区成功举办，到 2022
年中国选手谷爱凌、苏翊鸣在首钢

滑雪大跳台勇夺两枚金牌，首钢园

成为了中国队的“双金福地”和世界

网红地。

10月28日，北京摄影爱好者协

会组织近50位影友再次探访了首钢

园。园区内，到处可见现代风格的建

筑和玻璃幕墙，充满时尚与活力。在

首钢高线公园的“空中步道”，大家

寻找着最佳位置用相机“扫描”园

区。这边是遥相呼应的工业遗存与

中式仿古建筑群，那边是“雪飞天”

的最佳拍摄点位之一，首钢的美景

尽收眼底。傍晚时分，“水晶鞋”披上

了光亮的外衣，闪耀夜空，光彩夺

目。三高炉在灯光的照射下呈现出

红色，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仿佛回

到了大炼钢铁的火红年代。

新首钢因夏奥而生，因冬奥而兴。在后冬奥时

期，首钢园区加速打造面向未来、面向年轻人、面

向国际化的活力空间和发展热土，成为了新时代

首都城市复兴的新地标。

秋，虽没有春的百花簇拥、夏的满目苍翠

和冬的银装素裹，但在很多人眼里却是最美的

季节。秋的美，美在丰收，那是辛勤劳作之后特

有的甘甜，总是让人心怀喜悦；秋的美，美在高

远的天空，那是一抹纯粹的蔚蓝，趴在高高的枝

头，在风的摇曳中现出大海的颜色；秋的美，也

美在五彩斑斓，那是大自然的杰作，在特定的时

节里播撒下醉人的风光。

秋到西山，铺出一片绮丽。银杏的鹅黄、枫

叶的嫣红、青松的翠绿和秋菊的金黄，共同绘就

了西山的美景，好似千变万化的万花筒，为摄影

爱好者探秘美丽北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

为了推进首都绿化公益事业的持续发展，展现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迷人的自然风韵，金秋十月，

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携手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

园、北京绿化基金会、北京生态文化协会和北京

丹青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开展了“西山

红叶”主题摄影展征稿活动。

活动期间，正值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第

西山的秋

弘扬古树文化  共建绿色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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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筑完第一块混凝土、立起第一台塔吊、提升完第一根钢梁、安装上第一

排座椅……无数个第一次的喜悦，激励着我不知疲倦的身躯，催促着我记录

下北京工人体育场涅槃重生的辉煌历程。

在北京，有很多兼具规模和知名度的大型体育场馆，但在北京人的心目

中，工人体育场始终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因为它承载了几代北京人的记忆

和情结。

翻开工体的历史，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工体作为我国当时最

大的综合性体育场正式建成使用，并成功入选彼时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之

一。1990年，我国首次举办的大型综合性国际赛事——第11届亚运会在工

体拉开大幕。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多届全运会相继在工体举行。

60余载光阴倏然而过，工体不仅见证了新中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也

见证了首都北京的翻天巨变。2020年8月，出于安全性和功能性的双重考虑，

工体拉开了保护性改造复建的序幕。昔日辉煌无限的工体，在京城繁华的图

景之中暂避世人，静待重生。随着数千名一线建设者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

800多个日夜成为历史，工体也展露出了雄伟的身姿。回顾工体的复建过程，

诸多永恒的瞬间定格于镜头之中，每每回看总让人热血沸腾！

仰视工体巨大的钢铁结构，仿佛天空的龙骨，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俯

瞰庞大的球场罩棚，犹如天外来客，探秘一方人间净土；远眺绿色连连的看台

碗，好似连绵起伏的片片国槐，为京城增添着生机与活力。还有，工程节点完

成时建设者脸上兴奋的表情、工程主体结构完成时伫立在人们面前的恢弘、

工体试灯刹那间闪烁在无边夜幕中的旖旎风姿……太多难忘的瞬间，好像就

发生在昨天。

再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新工体”将脱胎换骨般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阔

别大众两年多后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和生活当中。未来的“新工体”，不仅是

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专业足球场，更是一座融汇丰富业态的“城市公园

综合体”。在“新工体”开放式、无围墙的城市公共空间里，周边将建设成占地

面积约10万平方米的城市体育公园和3万平方米的湖区景观，为首都市民再

添一个休闲健身的好去处。我想到那时，会有更多的摄影爱好者徜徉在这如

画般的美景之中，定格住身边的美好画面，记录下京城幸福的新生活！

文/摄 王建忠

屋顶施工

施工完成后的罩棚幕墙

夜幕下的工体外景

屋顶钢结构的迷人光影

仰视钢结构施工

工体首次亮灯

硕大的屋顶罩棚

十一届红叶文化节，协会专门组织50位首都摄

影爱好者前往进行摄影采风。山间步道，恣意漫

步，侵染了秋色的山峦美不胜收。远眺，大地如

穿上了七彩霓裳，翩翩起舞；近看，片片红叶好

似天神的使者，送来了秋的信笺。大家情不自禁

地举起手中的相机，寻找着最佳的拍摄角度。或

对准几杈红叶，或放眼整片山林，在长焦与广角

的变换间，收获了西山美丽的风光，也收获了美

丽的心情。



费德勒的标志动作

正手击球

征战法网

2022年9月15日，著名网球运动员罗杰·费德

勒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的退役信，宣布于

23日至25日举行的拉沃尔杯将是他职业生涯的最

后一站，令喜爱他的球迷们为之心碎。这封虽不长

却饱含深情的退役信，透露着费德勒对赛场的不舍

和对网球的毕生挚爱。其中，有一段话最是令人动

容：“24年的职业生涯是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虽

然有时感觉它就像24小时一样过去了，但它也是

如此深刻和神奇，好像我已经活了整整一生”。

回顾费德勒的职业生涯，可谓辉煌无限。他自

谦地称其为“不可思议”，凸显了他在网球领域所攀

登的高度及网球对他一生的影响。在24年的职业

生涯中，费德勒位居男单世界排名第一的时间长达

310周，累计获得了103个ATP（职业网球联合会）

单打冠军、6次ATP年终总决赛冠军、28次大师赛

冠军和20次大满贯单打冠军，曾创造了决赛24场
连胜的骄人战绩，被球迷们称为“费天王”。

在费德勒的职业生涯中，我非常有幸连续18
年用镜头记录了他的赛场人生。无论澳网、法网、

温网、美网，还是北京奥运会、伦敦奥运会、上海劳

力士大师赛，费德勒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翻

阅曾经拍摄的诸多作品，画面中的费德勒有时好像

在跳芭蕾舞，有时又好像在打中国的太极拳，动作

优雅而充满力量，实现了网球古典与现代打法的完

美结合，将他全攻、全守、攻防转换自如的技术特

点展现得淋漓尽致。为了拍好费德勒，我甚至曾经

模仿他打网球，以便分析他在比赛中的击球动作，

更好地捕捉他的精彩瞬间。

费德勒的努力和付出，不仅使他取得了辉煌

的战绩，也赢得了竞争对手的尊重。上一代球王阿

加西曾说：“他是我所有对手中，惟一能让我为保住

自己的发球局而高兴的人。”与费德勒交手多达40
次的纳达尔，则成了他最后一场职业比赛的搭档，

从“费纳决”变成了“有一种友谊叫费德勒和纳达

尔！”而费德勒在赛场上始终如一的淡定表情、儒

雅的绅士风度及零退赛的职业精神，更是让他赢得

了球迷们对他的无限热爱。

时间跳转至2022年9月24日，伦敦O2体育馆

内，在万千球迷的欢呼声和注视下，41岁的费德勒

挥泪告别了赛场。他的离开，再次展现了竞技体育

“没有人会一直赢下去”的魅力。这一天以后的费德

勒，虽然不再是赛场上的焦点，但他却为全世界的

球迷们留下了一段难忘的传奇。如同当年那个在巴

塞尔公开赛中担任球童的13岁男孩，在经历了一

场不可思议的冒险之后，又将开启人生另一段未知

的旅程。

北京曲剧经典《茶馆》让观众身临其境京剧名家胡文阁表演《贵妃醉酒》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启幕

中国戏曲起源于上古时代用来娱神的原始歌

舞，是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艺术，与古希腊戏剧、

古印度梵剧并誉为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中国戏

曲的发展历史，萌芽自先秦，繁荣于明清，经过千

年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以京剧、越剧、黄梅戏、

评剧、豫剧五大戏曲剧种为核心的中华戏曲百花

苑，历久弥香。

中国戏曲博大精深，在融汇舞蹈、杂技等多个

艺术门类和表演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生活动作

的规范化和舞蹈化表演，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虚拟展

现，凝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精髓，在世界舞台

上绽放着独特的艺术光芒。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戏曲

文化，文化和旅游部、北京市政府于2017年共同

开创了中国戏曲文化周这一品牌活动，为首都市民

打造了近距离感受戏曲文化的大舞台。

中国戏曲文化周每年举办一届，历届活动皆在

北京园博园举行，编织了戏曲与园林的迷幻情景，

并以不同剧种的融合呈现、多种活动的联合开展营

造出了嘉年华的热闹氛围，可谓届届精彩、各有亮

点。2022年，第六届中国戏曲文化周于11月4日至

10日上演，秋日园林的迷人魅力与舞台之上的精

彩演出相映生辉。悠扬的琴声仿佛跨越了千年在耳

畔回响，婉转的唱腔好似时光的低语，让人在入戏

与出戏间如同穿越历史，恍然不知今夕何夕。

本届戏曲文化周以“和合共美”为主题，名家

云集，大戏连台，在活动主场、园外专场专区和线

上共举办各类活动约400场，充分展现了经典传承

与时代创新，并在内容、形式、时空拓展方面进行

了全面升级，加大了线上直播的力度，为市民提供

了零距离与演员交流互动的“沉浸式”体验。透过

历届戏曲文化盛宴，我们不仅看到了老艺术家们的

精神抖擞，也看见了年轻演员的朝气蓬勃，文化自

信与自强为我们在新时代阔步新征程增添了文化

传承与发展的恒久力量。

第二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开幕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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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视 角

戏曲之美 文化之光 费德勒：不可思议的冒险
文/摄 张齐 文/摄 陈功

京西太平鼓亮相戏曲文化周

恢弘的舞台造型 园林与戏曲的深度融合戏曲艺术走进生活

处处都是舞台戏曲表演后继有人 2012年，作者在伦敦温网采访现场

网前截击

美网赛场上的费德勒

发球上网击球漂亮的反手剥球

温网比赛的经典瞬间

中场高压击球

单反击球



范崎路是雁栖湖国际会都重要的交通路线，每到秋季五角枫、黄栌、银杏等色彩斑斓，成了一道流动

的风景。  （卜向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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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说

1878年，为了解决一场由美国加州第一任州长、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提

起的争论“动物的四条腿是否可以同时离地”，英国摄影师埃德沃德·迈布里奇

决定给奔驰的马拍照，并得出了有力的结论：马在全速奔跑的某个瞬间，四蹄

是全部腾空的。

2017年，《时代》周刊云集了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历史学家和图片编辑，

以“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为惟一的入选原则，共同选出了自摄影术问世以来

100张改变世界的照片。迈布里奇《奔驰的马》便是其中的一张，它用定格的影

像改变了人类长久以来对动物运动过程瞬间的固有认知，也激发了我对动物

摄影的热爱和创作热情。

最初，我在北京二环里的各个公园寻觅。在陶然亭公园、北海公园等，我

拍摄到了各种野生的鸟类，如绿头鸭、鸳鸯、灰喜鹊等。以前，总能看到它们在

日出时飞到别的地方去觅食，晚上再飞回来休息，这可能是因为市里几乎没有

它们的天敌。近年来，我发现这些鸟儿改变了原来的生活模式，无论何时都能

在市里的各个水域、市属公园里看到它们悠闲觅食和休息的场景，让人感慨首

都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后来，我又探索了离市中心较远一些的公园如奥林匹

克森林公园、红领巾公园等，让人惊喜的是，这里存在着体型更大的白鹭、苍

鹭等。在古树众多的地方，甚至有时还会碰见东方角鸮、长耳鸮这样的猛禽，

让人喜出望外。

北京天坛公园里的松鼠，也是动物摄影师的实力模特担当。公园里大量的

树木为它们提供了充足且藏匿的居住空间，定期维护打理的常绿草坪让它们

可以随心所欲的活动，而古老的松树则为它们提供了最爱的松果。虽然公园里

每天人来人往，却从不惊扰它们。久而久之，松鼠便成了这里的“长住居民”。

我经常去天坛公园为它们拍照，有一次甚至跟着一只松鼠找到了它树上的家，

它还把在树洞里休息的小伙伴叫出来跟我打了个招呼，我至今看到那张照片

都能回想起当时按下相机快门时的激动心情，这是一种怎样的信任与和谐。

在我的镜头下，有各种各样的常见和珍稀动物，如堪称“活化石”的中国

特有种极危保护动物——中华大鲵、淡水生态系统的风向标——亚洲小爪水

獭、红眼睛的夜行者——夜鹭等。感谢动物摄影让我们见识到了它们的过人本

领，也感恩摄影前辈们所留存下来的动物影像资料，让我们与灭绝动物不再缘

悭一面，这是我拍摄动物的初心，也是我多年来坚持动物摄影的动力。在这些

以动物为主角的作品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也可

以深刻感受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生命多样性的依存关系。

动物摄影的初心
文/摄 梁赛菲

疫情期间，一对母子遨游在钟书阁的书海之中，享受读书的快乐和

惬意的亲子时光。  （孙守山/摄）

金秋时节，孩子们在中山公园“五色土”前的银杏大道上，尽情描绘心中美丽的秋天。

  （赵承顺/摄）

秋日傍晚，在红色晚霞的映衬下，天坛显得更加大气磅礴，京城的古都风韵呼

之欲出。  （赵建洪/摄）

十月中旬，北坞公园里金灿灿的稻谷即将开镰，

人们跳起了欢乐的舞蹈，欢庆丰收。  （孙桂林/摄）

园博园里，艺术家们正在表演经典剧目《花为媒》。园林版沉浸式的精彩演出，

让观众真正领略到了传统评剧艺术的独特魅力。  （吴超英/摄）

竹林前，红叶下，两位身着藏服的姑娘翩翩起舞，

优美的舞姿惹人注目。  （王家伟/摄）

陶然亭公园里，几位老人正在演奏《我不想说再

见》，清脆而带有和弦的的电吉他琴声奏响了丰富多彩

的晚年生活。  （刁立生/摄）

某日早晨，莲石路上空出现了大片斜射云。浓郁的秋色

里，街头上车水马龙，一组动车疾驰而过。  （崔伯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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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北京中轴线汇聚了北京古代城市建筑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解放初期，由于当时对文物保护的意识不够，北京在城市开发建设、修建拓

宽道路过程中，不无遗憾地拆除了沿线诸多古城门楼。所幸，中轴线自南向

北的城门楼除“地安门”(1955年拆除未重建)外，其它5座城门楼“永定门城

楼”(1957年拆除后于2005年重建）、“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鼓楼”

和“钟楼”得以保留下来，加上自南向北不偏不倚排列在中轴线上的故宫及景

山中的宫殿、亭台楼阁现存共计24座，是中轴线申遗不可或缺的重要古建筑

遗迹，是展现古都北京古韵风貌的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中轴线申遗 古建系轴心

边学边拍：感受体育摄影的魅力

文/摄 陈冲

继今年9月北京摄影爱好者协会

组织拍摄腰旗橄榄球比赛之后，10月
15日，协会再次组织了腰旗橄榄球

的拍摄体验活动，并把讲座教学融入

活动之中，让影友们边学边拍，感受

体育摄影的魅力。

活动特邀著名体育摄影家陈功

老师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以赛场为课

堂和创作基地，把学到的摄影技术马

上应用于实践，气氛十分热烈。在活

动现场，陈老师展示了诸多体育类摄

影作品，并对影友们提出的拍摄问题

和疑问进行了一一解答。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捕捉比赛

中的精彩瞬间，协会还邀请腰旗橄榄

球俱乐部的创始人为大家现场讲解

了比赛的规则和特点。拍摄之余，大

家一起亲身体验了抛接橄榄球、拔腰

旗等，感受了一把这项时下备受年轻

人欢迎的体育运动。

檀晓峰/摄

胡利明/摄

周锦/摄

王晴/摄

田军/摄

刘志/摄

中轴南起“永定门” 前门大街“正阳门”双楼 风云北京“天安门” 午门高墙瞰“端门”

中轴中心“万春亭” 景山后街“寿皇殿” 车水马龙“鼓楼”前街 中轴北端“古钟楼”

“午门”云映金水河 雪中即景“太和门” 故宫北端“神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