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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造“活而新”的小镇？古剑表示，“活”在主体多元上，“新”在体制机制
上。要着力调动市场主体参与小镇建设，加快存量资源盘活，提升小镇人气。

眼下，北投集团正加快推进台湖图书城改造提升，京城重工提升改造项目签
订合作框架协议。双益发文创园完成剧场、创意中心、众创空间转型升级，累计
入驻企业60余家，初步形成以演艺影视制作为核心的产业生态。400余场形式多
样的演出活动汇聚人气、烟火气，台湖星期音乐会、台湖演艺艺术周、郎朗大师课
等品牌项目逐步提升了小镇名气，一批经典剧目和原创剧目吸引八方游客纷至
沓来，演艺小镇正在成为人们休闲度假、放松身心的优选之地。

此外，演艺小镇区域还有 23个平房村，“我们在推动小镇建设的同时还要实
现乡村振兴。从承接环球影城溢出效应和服务演艺小镇发展的角度，发展关联
产业，从而实现集体经济的强大。”古剑说。

针对环球周边村庄出现的“民宿热”，台湖镇也在探索村庄民宿的发展模
式。目前，唐大庄村和镇集体企业合作的平台公司已经成立。唐大庄村还成立
了自营物业公司，可以提供物业及其增值服务，并解决劳动力就业等问题。先行
的五户民宿已基本完成验收，正在进行内部试运营。这里逐步形成了以研学产
业作为发展主线，民宿与其他产业作为配套支撑的产业格局。

“我们还将完善副中心第一个宅改项目外郎营村，使农民居住环境得到改善
的同时，村集体将集约出70亩的产业发展用地，用于演艺小镇的文旅产业发展。”
古剑期待满满地说。

本报记者 关一文
本版摄影 常鸣

碧空如洗，霜叶似火。今年正式营业的台湖“稻小蟹艺术农场”成为
副中心新晋“宝藏打卡地”，最近农场稻田丰收开镰，稻谷金黄、穗粒饱
满，一派喜人景象。除了体验农忙乐趣，在这里，还可以乘坐复古的红色
小火车，载上三五好友，穿越“金色海洋”，感受稻田捉蟹的乐趣，好不热
闹。“十四五”时期，台湖镇按照“生态台湖 演艺小镇”的规划定位，发展
特色产业，加快生态建设，“出门见绿，起步闻香”的美丽画卷徐徐展开，
小镇人气稳步提升。

稻香蟹肥稻香蟹肥
好 景丰

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走进台湖演艺车间
稻小蟹艺术农场，仿佛遨游于一片金色海洋。农场自开业运
营以来，吸引了很多副中心以及城六区的游客。

稻小蟹艺术农场共 320亩，两幅稻田画占地约 50亩，其
中一幅为农场形象代言人“稻小蟹”，螃蟹、稻穗、草帽等创作
元素趣味横生；另一幅为“生态台湖 演艺小镇”几个艺术大
字，呈现通州大运河、燃灯塔、花朵等图案，成为台湖演艺小
镇品牌的特色宣传画。“我们选用了紫色、黑色、白色、黄色、
红色五种不同颜色的水稻，通过彩稻选育、图案设计、定点测
绘、秧苗栽植、管理养护等过程，最终将巨幅稻田画呈现给大
家。”农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周末正准备去秋游，看到朋友圈有人分享稻田捉蟹的
田园风光，被圈粉了！”刘女士一家驱车前来，深度亲近大自然。

脚踩水靴、手持水桶，潺潺流动的小河边大家装备齐
全。“捉蟹有三个窍门，一听、二看、三捉。”工作人员蹲下身
子，微微前倾，“一听，就是要仔细地听稻田当中，螃蟹吐泡泡
时嘶嘶的声音。二看，就是注意看稻田的泥塘当中，小螃蟹
会吐出一串串的小泡泡。三捉，捉的时候一定要稳、准。”游
客们跃跃欲试，各显身手。

台湖演艺车间工作人员朱梅介绍，上世纪 80年代，台湖
水稻开始大面积由传统旱田向水田转换，逐渐形成“稻麦两
茬、水旱轮作”的农业耕作模式。90年代开始，“稻蟹共生”的
稻田养蟹出现了。2021年11月，台湖镇沿袭地域内几十年种
植水稻的历史传统，规划建设农文旅融合的稻小蟹艺术农场
项目。农场以农业生产为基础，实现对大田农业的景观打
造，重现当年稻田养蟹的农业景象，提升传统稻田养蟹模式
的多重收益，实现“一田两用、一水双收、种养共赢”。

不远处的蟹宝萌宠乐园，是名副其实的“遛娃”好去处。
羊驼、孔雀、大鹅、兔子、芦花鸡……市民可以体验饲养乐趣。
玩累后，还可以乘坐稻田小火车，感受宫崎骏动画场景般的梦
幻之旅。驻足小蟹咖啡歇歇脚，边品咖啡，边赏田园风光，好不
惬意。

“农文旅融合的稻小蟹艺术农场开业运营，有效承接环
球主题公园溢出效应，是城市副中心赋能演艺小镇的特色项
目之一。”台湖镇党委书记古剑介绍，作为副中心文旅产业版
图上的重要一子，近年来，台湖演艺小镇围绕“特而精、小而
美、活而新”的规划建设理念，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型业态的同
时，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形神兼具的小镇框架有序拉开。

作为生态演艺小镇，蓝绿生态底色是
台湖镇的一张金名片，留白增绿、绿化景
观提升为活力台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

以“一村一公园”为目标，打造临村
游憩公园，一场林地“变形记”正在台湖
悄然上演。为实现平原生态林的多种功
能和效益，镇林场利用森林的自然资源
和独特环境，计划每年在村镇周边建设2
个微型公园。今年上半年，口子村和玉
甫上营村微型公园已提前建成并开放使
用，在提升乡村环境的同时，更满足了村
民休闲、游憩需求，拓展森林服务功能。

走进口子村的片林景观游憩公园，
利用绿化废弃物改造的树干景观墙、路
牙、沙坑，还有秋千、吊桩等各种儿童游
乐设施巧妙地与森林融为一体。

经过园林工人的一番改造，园林废
弃物建成了兼具观赏价值与科普功能的

“昆虫旅馆”。“我儿子最喜欢来这个新建
的小公园了！”每到周末，王女士喜欢带
着孩子来这里游园，“每次过来他都要观
察很久，还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
自然教育课堂帮孩子们更好地认识生
物、感受生命。”

与面向儿童主打“游乐休闲”设计理
念不同，玉甫上营村针对老年人多的特
点，设计了主题为“健身休憩”的公园。通
过花架门过渡动静空间，休闲空间采用木
笼墙和月季墙围合，搭配花卉，打造出半
私密的花园空间。同时，利用绿化废弃物
自制梅花桩、木笼墙和休闲座椅，小公园
成了村里老人每天早晚遛弯好去处。

镇林场负责人汤青山告诉记者，口
子村和玉甫上营村在台湖镇域范围内占
地面积大、人口数量多，缺乏邻村的游憩
场所。作为第二批建设点，改造前设计
人员详细调研村民生活习惯，与村民充
分沟通，反复踏勘现场，综合各方意见最
终确定建设位置和设计主题，兼顾功能
性和景观效果，如今已被评为北京市村
头片林建设示范点。

像这样“小而美”的公园还有很多。
古剑介绍，台湖镇正加快构建疏密有序
的景观环境，30余处小尺度的口袋公园、
社区公园、河边绿地与大尺度的万亩游
憩园交叉分布、交相辉映，森林面积达到
4万余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70%，林成片、
水相连的生态景观提升了小镇颜值。

稻香芬芳

留白增绿

小镇新颜

留白增绿留白增绿、、绿化景观提升为活力台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绿化景观提升为活力台湖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

台湖演艺车间稻小蟹艺术农场迎来了丰收时刻台湖演艺车间稻小蟹艺术农场迎来了丰收时刻。。

趣味横生的稻田画成为网红打卡地趣味横生的稻田画成为网红打卡地。。

唐大庄村通过发展特色民宿找到了致富新路唐大庄村通过发展特色民宿找到了致富新路。。

孩子们在稻田捉蟹孩子们在稻田捉蟹，，玩得不亦乐乎玩得不亦乐乎。。

身旁的公园在提升乡村环境的同时身旁的公园在提升乡村环境的同时，，更满足了村民休闲更满足了村民休闲、、游憩需求游憩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