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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堡小堡新颜新颜
本报记者 王海燕

北京知名画家村——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将迎
来一次大的改造升级。记者了解到，小堡艺术区的城
市设计方案已经完成。在保留现有艺术空间的基础
上，小堡艺术区将增补包括公租房在内的公共服务配
套设施，新建一批艺术场馆设施，并优化提升艺术区
整体环境。艺术家工作室也将以预约的形式对公众
开放。

设计方案全球招标

宋庄艺术创意小镇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拓展区的9个特色
小镇之一。小堡村作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核心区，聚集了
大量艺术家和艺术相关产业从业人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小堡村早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乡村
艺术群落。但同时，村庄也面临着基础设施差、公共服务配套
设施欠缺等诸多问题。

紧邻城市副中心核心区的小堡艺术区，将是城市副中心
亮眼的文化名片。对这片艺术街区进行改造升级，是城市副
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去年9月，小堡艺术区城市设计方案向全球招标，引来国
内外 20多家符合相关条件的设计机构参与。今年 1月，经过
专家评审等环节，最终有3套设计方案脱颖而出。

这3套优胜方案分别出自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和德国意厦国际设计集团组成的设计联合体、北京市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英国查普门泰勒公司组成的设计联
合体，以及美国的楷亚锐衡设计规划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北
京分公司。

外国优秀设计机构的踊跃参与，让小堡艺术区的城市设
计有了广阔的国际视野。全球方案征集结束后，今年上半年
小堡艺术区城市设计方案进入深化汇总阶段，即在三个优胜
方案的基础上，拿出一个兼顾各方优点的综合实施方案。这
项工作已经在9月份完成。

综合方案由胜出的 3家设计机构共同“操刀”设计，中西
合璧，国内对存量空间优化改造的丰富经验、国外商业体设计
的先进理念，在综合方案中均有体现。

现有艺术区基本保留

小堡艺术区规划范围西至六环路，南至京榆旧线，东至通
怀路，北至北堤路，总规划面积为 6.8 平方公里。艺术区分
成北区、中区、南区三部分。其中，北区是现状的艺术家聚
集区；中区过去是工业区，经过近几年的疏解腾退，100多家
工业企业全部停产关停，厂房正在陆续拆除；南区是小堡村村
庄所在地。

“‘保留’是这次城市设计方案最大的特点。”北京宋庄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兴表示。他说的“保留”一是指基
本保留现有的艺术空间，不搞大拆大建。二是指保留小堡村
集体土地的性质，便于未来统一规划区域的产业发展。

当前，小堡艺术区的北区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家工作室。
不仅这些工作室要保留下来，还要围绕这片艺术社群，精心织
补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到小堡村探访过的市民很多有这样
的感觉：艺术家工作室虽然多，但大多是关门搞创作，普通人
很难走进去观摩。艺术区里可供市民或艺术家休闲、交流的
场所也不多。

方案为北区设计了一条环线，名为“共享社区环”。今后
围绕环线会布置艺术市集、体育设施、精品酒店、大师工坊等，
既补充了公共服务功能，又为大众体验参观提供了方便。艺
术家工作室今后将设定期开放日，市民可预约参观。

绿色生态是小堡艺术区城市设计的另一大亮点。利用现
有的空地和绿地资源，艺术区内将营造600个生态院落、24处
小微绿地、6条结构性生态绿廊、80公顷中央艺术绿野，另外
还有 150米宽的带状生态屏障。以绿色空间为基底，构成生
机勃勃的“艺术之原”。

在保留现有艺术空间的基础上，小堡
艺术区今后还将利用中区的工业厂房腾退
土地，新建一批艺术场馆和为艺术创作、展
览服务的配套设施。

记者从宋庄镇了解到，小堡村工业区
厂房已经累计拆除9万多平方米，其它厂房
也将陆续拆除。腾退出来土地一部分用于
城市副中心环城绿色游憩环的绿化带建
设，一部分用于艺术场馆等项目建设。

方案显示：小堡艺术区未来将新建一

处2万平方米以上的旗舰美术馆，通过高
水平的场馆设计、建设，高质量的策展、
布展等，打造一面展示城市副中心艺术
文化水平的重要窗口。挨着旗舰美术
馆，还将建设一个美术馆群，未来主要由
企业和民间机构运营，以市场的力量激
发艺术区的活力。

艺术区内还规划了青年艺术工坊、大
师工坊、SOHO办公区等，以满足不同艺术
创作群体的创作、展览、居住等方方面面的

需求。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区的中区还规
划了一处集体土地租赁用房，也就是建在
村集体土地上公租房项目。该项目将拿出
一定量的房源提供给青年艺术家居住。

针对当前宋庄艺术产业化程度不高的
现状，小堡艺术区还将拿出一部分空间用
于产业的开发，吸引创意企业入驻，把艺术
家的创意创新，转变成文创类、设计类、影
视类的产品，将艺术融入到商品消费，融入
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

艺术家今后可入住公租房

小堡艺术区的南区，即小堡村的村庄
所在地，同样不会大拆大建，而是在保留小
街小巷肌理的基础上做点状更新。

当前，村庄里居住的大多是艺术家、村
里的老人，还有在附近打工的年轻人。街
巷里有开餐馆的、有卖画卖文创产品的，有
做画框、做装裱的，还有做直播卖货的，业
态相对较杂。

今后对南区的改造，既要保留艺术家
聚集形成的独有的村庄气质，又要对整体
的街巷环境进行提升改造。“小堡村从北往
南有9个胡同能进村，可以根据各条胡同的

业态特点，一条胡同突出一个主题，打造成
彩虹街区，对游客来说也是不错的文化体
验。”杨兴介绍。

小堡艺术区的改造升级今年已经启
动。位于核心区域的小堡文化广场改造提
升项目正在进行。广场保持现有的房屋和结
构，主要对建筑外立面和景观进行提升。同
时对人流动线重新梳理，原先主要用来停车
的广场空间将增加绿化景观、艺术雕塑等，为
过往行人营造舒适、惬意的公共空间。

文化广场的商业业态也重新进行调
整。为了营造富有艺术气息的商业场景，

项目改造还请来了宋庄的艺术家们参与商
业店铺的场景改造。按计划，广场的改造
提升将于今年年底完工，预计明年春季重
新对外营业。

小堡南街的改造提升项目也在紧锣密
鼓进行，预计工程部分将在本月底完工。
改造后的小堡南街将承担街区导流的功
能，其入口处采取艺术家设计的镜面不锈
钢雕塑和砖墙相结合的设计形式，颇具有
小堡村的特色。另外小堡村的印象街及周
边改造区域提升项目方案已经报相关部门
审批，将于近期启动。

小堡文化广场年底全新亮相

宋庄是中国乃至世界范围最大
的艺术家聚集地，有来自2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近万名艺术家在这里生活、
创作。在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区域
内，有数千个艺术家工作室、35家大
中型美术馆。全球超过 80%的国家
级艺术馆、博物馆都收藏和展览着来

自宋庄艺术家的作品。
这片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型艺术

群落，从小堡画家村发端，走到现
在，已经整整26年。现在的宋庄已成
为国内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艺术
群落之一。

在这个区域所包涵的艺术门类

里，不仅有绘画、雕塑、装置、影视、影
像等艺术形式，还有建筑、音乐、诗歌、
舞蹈、服装道具、设计等五花八门的艺
术形态。除了大量的艺术家工作室，
画廊、艺术创意公司、艺术品拍卖等机
构，以及民俗、餐饮、艺术教育机构也
聚集于此，形成富有活力的艺术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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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艺术区26年发展历程

节点二节点二 节点四节点四 节点五节点五 节点六节点六

1994 年，从圆明园迁徙而来的艺术
家落户宋庄镇小堡村。与其他艺术区不
同的是，来到宋庄的是一个艺术社群。
这个小体系里有艺术家、艺术评论家、媒
体、业余艺术经纪人等各种角色，有绘
画、雕塑、电影、戏剧、音乐、舞蹈、设计等
各种艺术形态。他们形成了宋庄艺术区
的多样性基调。正是这样一个多姿多彩
的艺术村落，孕育了独特的艺术生态，逐
渐成为了中国最大的原创艺术集聚区。

节点一节点一

2004 年，宋庄镇党委政府提出
了“文化造镇”设想，以小堡画家村
为中心，从规划入手，政府扶持在全
镇范围发展文化艺术产业。

2005 年开始举办
宋庄艺术节，向外整体
推介宋庄的艺术家。

“中国·宋庄”艺术区的
品牌从此打响。

节点三节点三

2006 年至 2008 年，是中
国当代艺术的黄金时期。而
中国当代艺术中半壁江山的艺
术家在宋庄艺术区居住创作。

20122012 年年，，首届中首届中
国艺术品产业博览国艺术品产业博览
会在宋庄拉开序幕会在宋庄拉开序幕。。

2015年至今，随着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的实施，通州区成为北京城市
副中心所在地，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宋庄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拓展区9个
特色小镇之一，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的艺术创意小镇。

小堡南街改造效果图小堡南街改造效果图。。小堡文化广场改造效果图小堡文化广场改造效果图。。

升级改造后升级改造后，，小堡将增补公共服务设施小堡将增补公共服务设施，，营造绿色生态环境营造绿色生态环境。。

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拓展区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拓展区99个特色小镇之一的宋庄个特色小镇之一的宋庄，，将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创意小镇将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创意小镇。。

艺博会期间艺博会期间，，观众欣赏各类艺术展之余体验皮影操作观众欣赏各类艺术展之余体验皮影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