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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的发展完善，不仅补足了自
身和城市副中心的功能，还为农村地区
田园办公、乡村旅游发展带来新机遇，让
广大农民共同享受发展成果。

“‘影偶’是什么？”五年前，台湖影偶
艺术周举办的第一年，这是韩非子剧社
最常听到的问题。如今，附近村民已经
成了粉丝，早早就赶来现场看演出。

李伟介绍，9个乡镇在服务和保障城
市副中心发展的同时，还承担积极带动
本地新型城镇化的重点任务，与城市副
中心同步规划、统筹发展。以镇中心区
为主要空间载体，吸纳本地就业，统筹周
边农村发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
时期乡村振兴规划也提出，未来五年，
城市副中心将“多点”即多区域发展民
宿集群、产业园区、农业园区、特色村落

等。其中，打造种业创新高地，着力发
展都市型现代农业；培育副中心“运河
品牌”精品乡村旅游，创新副中心新型
服务业；构建副中心特色现代乡村产业
体系，打造副中心特色、绿色农业产业
先行区。坚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

“双轮”驱动，依托小城镇资源禀赋，聚
焦发展方向，形成“小城镇+”理念，谋划
特色产业，探索多条路径，打造多个试
点，通过重大项目带动，按时序、分节奏
实现城镇区域功能性发展，稳步推动乡
村全面振兴。

和谐宜居的城区、各具特色的小城
镇和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相互支撑，景
观优美、功能丰富的大尺度绿色空间穿
插其中，形成众星拱月、相得益彰的城乡
空间秩序。这座运河源头之城、京畿重
地之区正脱胎换骨、化茧成蝶。

本报记者 陈施君

日新月异的城市副中心，是运
河源头上一颗闪耀新星。

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城
市副中心规划不仅仅面向 155平方公里，更包

括了外围乡镇和部分亦庄新城地区在内的广大拓展
区，覆盖了通州全区 906平方公里的范围。围绕 155平方

公里这个“月亮”，各具特色的小城镇多点开花，服务城市副中
心发展，带动本地新型城镇化，城市副中心“众星拱月、串珠成链、

各美其美”的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初现雏形。

751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8 个特色
小城镇和 1个新市镇围绕城市副中心
错位发展，形成融合发展新格局。“特
而精、小而美、活而新”，从地图上看，
它们镶嵌于大尺度绿色空间中，围绕
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呈“拱月”之势，形
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张家湾文化休闲小城镇立足北部
地区设计小镇、南部地区文化休闲小
镇的发展定位，以张家湾古镇、环球影
城等项目为依托，推动高端要素集聚，
打造副中心美丽乡村田园聚落，发展
文旅产业；宋庄艺术创意小城镇突出
文化引领，聚焦文化创意产业，打造更
具国际影响力的宋庄文化品牌；台湖
演艺小镇聚焦演艺功能，发展以演艺、
文创及配套服务为主的特而精产业，
打造展示城市副中心文化魅力的新名
片；潞城生态智慧小城镇重点聚焦行
政协同和大尺度生态空间建设，重点
发展智库经济，布局田园交往功能；马
驹桥科技服务小城镇重点实施“西提
东进”战略，以优质生态环境为基底，
以舒朗田园风貌为特色，打造科技服
务小城镇；漷县文化健康小城镇重点
发展大健康产业，打造医养康研一体
化产业链，发展古城特色文旅产业和
农业休闲旅游产业，打造京东运河古
城；西集生态休闲小城镇重点发展高
品质绿色产业和网络安全产业，强化
综合配套，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于家务科技农业小城镇持
续集聚优质资源，做大做强科技种业，
打造国家种业硅谷；永乐店新市镇，重
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同步推进综合
配套设施建设，超前布局，构建承接功
能疏解的基础框架，打造京津发展轴
重要节点。

“按照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
细规划要求，小城镇特色化发展要‘因
镇制宜’。9个乡镇的发展基础和特色
资源各不相同，通过特色小城镇的规
划建设，将创新城镇发展模式，充分发
挥小城镇辐射带动作用。”北京城市副
中心管委会规自局副局长、副中心实
施处处长李伟介绍，城市副中心控规
根据 9个乡镇的区位条件和发展阶段
相似性，对乡镇分圈层提出任务要
求。北京副中心和亦庄新城（通州部
分）为三圈层中的中心，紧邻的张家
湾、宋庄、潞城、台湖、马驹桥五镇为第
一圈层乡镇，应率先实现新型城镇化，
承接城市副中心和亦庄辐射带动，推
动城乡联动发展。南部漷县、于家务、
西集、永乐店新市镇为第二圈层乡镇，
因镇制宜，形成各具特色的城乡发展
格局。

各有担当各有担当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城市功能定位非
常清晰，即行政办公、商务服务、文化旅
游和科技创新“3+1”主导功能。除了以
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和文化旅游区
为主要承载区外，各个特色小城镇也“各
有担当”。

北有宋庄艺术小镇、南有台湖演艺
小镇、东有张家湾设计小镇与城市绿心、
中有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文旅产业发展格局中，不得不提三个
特色小镇。

进入宋庄的人们，都会被“中国宋
庄”四个大字所震撼。这个从前被称为

“画家村”的地方，如今已成为国内乃至
世界规模最大、艺术家和艺术场馆最密
集的艺术区。过去五年，宋庄镇通过征
集国内外顶级优秀团队，高水平编制完
成宋庄小堡艺术区详细城市设计方案，
首批“两点一线”改造提升项目进展迅
速，小堡南街艺术公园建成开放，小堡
文化广场改造完成正式运营，全国规模
最大的顶级艺术专业书店——佳作书局
落地开业。优质资源聚集，中债金科、
盛唐时代、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
才培训基地顺利落地，中国艺术品交易
中心开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建设劲头
十足。

目光向南移动，以聚焦发展演艺产
业为特色的台湖特色小镇，正加速形成
副中心文化领域的新增长极，成为文旅
产业、演艺文化发展的新高地。按照特
而精、小而美、活而新的原则，多项规划

已深化编制，并进入到分步实施阶段。
台湖国际图书城升级改造项目顺利推
进，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带
头效应显现，郎朗工作室投入使用，首家
经营性演出场所鱼汇演艺车间正式售票
营业。舞美论坛、爵士音乐节、影偶艺术
周等品牌活动形成影响力。放眼城市副
中心，台湖演艺小镇还承担着承接环球
度假区溢出效应的重任，一方面将积极
推进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与环
球主题公园进行对接，吸引环球度假区
相关剧目演出、彩排、舞美设计制作等功
能向演艺小镇延伸，为环球度假区业务
开展提供后备演艺空间；另一方面创新
民宿+演艺模式，在民宿打破传统舞台的
限制，演绎小而精的传统文化节目。

张家湾设计小镇位于城市副中心
155平方公里范围，其位置紧邻环球度假
区和城市绿心，是名副其实的“钻石地
段”。经过两年的建设，目前，张家湾设
计小镇创新中心、未来设计园区已开园，
落地城市科技和创新设计企业共303家，
其中 2021 年新注册落地企业 101 家，注
册资金 100亿元。设计小镇将聚焦创新
设计和城市科技产业，打造北京设计之
都重要平台。

“张家湾设计小镇、宋庄艺术小镇、
台湖演艺小镇三个特色小镇主要是指功
能组团，而张家湾文化休闲小城镇、宋庄
艺术创意文化小城镇、台湖演艺文化小
城镇的概念指副中心、亦庄以外的乡镇
地区，范围更大。”李伟介绍。

承接疏解承接疏解

9个特色小城镇的建设，除了补齐城
市副中心功能外，也为示范带动非首都
功能疏解和建设新时代的千年之城发挥
重要作用。

“开始的时候也想不通，为什么几年
前把我们引进来，现在又让走？但经过
镇里工作人员的反复解释，我们很快就
理解了。”前几年，一家工业公司负责人
面对“搬家”挺焦虑，看到张家湾设计小
镇如今的模样，他直呼没想到。

成立于1992年的张家湾工业园区曾
是通州区第一个工业园区，2019年起，传
统老工业园区疏解腾退后，向现代高科
技园区转型升级。如今，腾退后的铜牛
厂经过设计师们的精妙改造，已变身为
高科技、现代化的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原
北泡轻钢厂区的夹芯板车间原址，北京

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项目即将完工，是
张家湾设计小镇片区体量最大的更新改
造工程，将带动张家湾设计小镇成为北
京文化新地标；小镇创新中心已承载了
一批创新设计和城市科技企业，有力承
接了中心城区功能疏解。

在宋庄镇和台湖镇，职住平衡被反
复提及，要妥善解决本地农民城镇化需
求，保留部分农村进行新农宅改造；配齐
配全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构建便民生活
服务圈，方便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提升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十四五”期间，
两镇推进镇域内主要干道网建设，加强
两镇和副中心及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
通过全面治理和综合施策，增加两镇对
副中心的支撑保障作用，共同承接非首
都功能疏解。

城乡融合城乡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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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湾文化休闲小城镇推动高端要素集聚，打造副中心美丽乡村田园聚落，发展文旅产业。

设 计 小
镇聚焦创新
设计和城市
科 技 产 业 ，
打造北京设
计之都重要
平台。

环球度
假区溢出效
应明显，辐射
带动多个周
边文旅项目
协同发展。

漷县文
化健康小城
镇重点发展
大 健 康 产
业，打造医
养康研一体
化产业链。

宋庄艺
术创意小城
镇突出文化
引领，聚焦
文化创意产
业，打造更
具国际影响
力的宋庄文
化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