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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湖镇台湖镇：：打造副中心文化魅力新名片打造副中心文化魅力新名片

文化领域：台湖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

星空下，夜风中，伴随轻松闲适的爵士乐，观众们举杯畅
饮，悠然起舞……初秋，以“爵士星空”为主题的 2022“台湖
爵士音乐节”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落幕。作为
台湖演艺小镇重要文化品牌之一，连续举办两届的“台湖爵
士音乐节”突破传统剧场空间限制，为运河文化带演艺明珠
增添了一抹亮色。

在此之前，热闹非凡的台湖儿童戏剧周刚刚落下帷幕。
10天时间里，儿童戏剧大赛、儿童戏剧周开幕式暨大赛颁奖典
礼、儿童戏剧周剧目展演、儿童戏剧嘉年华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为
孩子们献上了一场丰盛的戏剧大餐。开心麻花、米小圈等爆款
剧目带动区域家庭客群聚集，在城市副中心引发戏剧热潮，向北
京市民展示了“大戏看北京，演艺看台湖”这张特色文化名片。

作为台湖演艺小镇的演艺龙头，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2022年共开展各类演出40余场，“台湖星期音乐会”“精
品剧目展演”“台湖演艺艺术周”“暑期儿童艺术演出季”等四
大品牌项目已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台湖演艺特色元素的集聚
效应已经显现。

距离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不远的台湖演艺车间
也分外热闹。随着茶馆伙计一声招呼，沉浸式北京曲剧《茶
馆》在台湖演艺车间庆礼堂上演。八仙桌依次排开，演员悉数
登场，挨着观众坐下，点菜、喝茶、唱戏，一段段戏以沉浸式方
式徐徐展开。

2022年，台湖演艺车间正式开启商演时代，共举办《演艺
台湖2022》及“惠民演出周末场演出”等节目39场，开展《茶馆》

《京味儿曲艺》演出共 120余场，深受观众喜爱。此外，还创新
推出户外草坪音乐LIVE现场，与腾讯音乐、京东汽车、京东运
动等品牌合作，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了 2场高质量演出活动，
亮出了台湖演艺小镇的时尚范儿。

产业领域：打造演艺产业高地

作为挂在城市副中心的闪耀项链，特色小镇是重要的功
能节点，产业是其硬核内容。台湖演艺小镇按照“特而精、小
而美、活而新”的原则，大力发展以演艺、文创及配套服务为主
的主导产业，积极推进台湖图书城、京城重工等老旧厂房设计
改造。

冬日暖阳下，台湖图书城地块东南侧的一座建筑，已亮出
大气的外立面，这里是台湖演艺小镇首个以戏剧演艺为主题
的精品酒店。

台湖精品酒店紧邻正在施工的铺外路，在原北发大酒店
基础上改造而成，总建筑面积约23500平方米。酒店外立面宽
阔大气，主体银色部分采用穿孔铝板，背后设置有灯片，在夜
晚能呈现星星点点的光影。中心由古铜色仿铜板及格栅构成
的“T”字造型，寓意“台湖”。中铁建设集团台湖国际图书城改
造项目指挥长冯磊杰介绍，台湖精品酒店改造主要将酒店整
体进行提升，全面更新酒店原有设施及各类系统，并根据项
目定位及过往经验，重新进行功能区域划分，在公共区域布
局了宴会厅、室外草坪、图书吧、游泳池、梦幻剧场、庭院、中
餐厅、咖啡厅、多功能厅等多个功能空间，在实际施工中充分
展现“戏如人生·演绎众生百态”概念，融入戏、剧、舞台和幕
布的元素，打造具有艺术氛围的精致生活打卡地，丰富游客
的居住体验。

同样位于台湖图书城提升改造项目内的“8字楼”也已围
上蓝色施工围挡，目前已基本完成楼内整体拆除工作，正在进
行外立面更新改造和室内机电系统安装、砌筑等工作。“8 字
楼”原为北京出版物发行的交易地，曾是全国最大出版物交易
中心。本次改造将对各楼层进行功能分区，设置会展、特展空
间，演艺工作坊以及产业孵化基地，服务青年艺术家创作群体
等。项目通过整体改造提升，将使“8字楼”重新焕发生机，增
添台湖演艺小镇活力。

“台湖演艺小镇着眼演艺、消费、创新三方面，以演艺为特
色，演艺带来消费，以创新驱动产业发展。”台湖镇党委书记古
剑介绍，图书城改造项目共计18万平方米，台湖镇围绕图书城
的产业定位，协助北投集团将图书城项目打造成演艺、消费的
综合体，承载会展、互动式等新型演艺业态等功能。目前，已
与 17家单位签订战略（意向）合作协议。在原京城重工地块，
北投集团和京城重工已经完成股权合作，正在推动产业植入
工作。京城重工项目将与图书城形成文旅商联动、错位发展
的格局，实现从传统制造业向新型业态的升级。突出演艺+科
技的特色定位，以聚焦演艺文化、新型消费、智慧场景多种业
态功能为方向，作为台湖演艺小镇元宇宙的重要承载地，将打
造一个集消费场景、体验场景、文娱场景等多个应用场景有机
结合的文旅商联动发展的创新空间。

乡村振兴：承接环球影城外溢效应

金秋九月，台湖镇稻小蟹艺术农场内的五彩稻田进入最佳观赏
期，稻香蟹肥，耳畔歌声、水声、蛙声回响，一幅水田阡陌、青翠宜人
的生态田园画卷徐徐展开。

2022年，台湖镇利用演艺车间周边 320亩的复耕地块，打
造稻小蟹艺术农场。该项目沿袭了台湖20年前种植水稻的
历史脉络，通过举办插秧节、捉蟹节、丰收艺术节等特色活
动，打造农文旅融合的新型业态。艺术农场内的两幅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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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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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文旅融合的模式，有效承
接了环球主题公园溢出效应，成为城市副中
心赋能演艺小镇的特色项目之一。

为承接环球影城游客溢出效应，台湖
镇同步深推村庄规划建设、交通、基础设
施等举措，在美丽乡村中打造有文化、有
内涵、有特色的高端民宿特色业态，打造
环球度假区周边的休闲“静居所”。

走进通州区台湖镇唐大庄村，道路
干净整洁，古色古香的文化墙独具韵
味。这里利用淳朴的乡村特色，持续
推进精品民宿建设。“暑期我们村民宿
的入住率能达到 100%，而且我们有独
特的优势，可以和台湖演艺小镇的演
艺资源做对接。”唐大庄村委会主任梁
智凤介绍。

目前台湖演艺小镇已运营和在建
的民宿共 25户，全镇积极探索唐大庄
民宿产业的发展模式，在充分利用农
业、林业等资源的基础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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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台湖：蓝绿生态底色持续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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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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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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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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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门见绿、起步闻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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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70%，林成片、水相连
的生态景观，不仅提升了小镇颜值，也进一步擦亮了生态
金名片。

“远亲不如近邻”，台湖镇在基层治理中，积极
引导居民参与德治、自治、法治等社会治理工作，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邻里守
望、和谐相亲”的温馨场景不断上演。

在定海园一里社区，一位居民发起高烧，急需
退烧药，在社区微信群中向邻居们寻求帮助。“我
家有，我一会儿给你送到门口！”不到半小时，该居
民就拿到了急需的药物，很快将体温降了下来。

同样温情的故事也在江场村上演。“谁家有儿
童退烧贴，可以卖我一盒吗？”一位母亲因孩子高
烧不退，在村民互助群发出求助信息。“我家有，不
要钱！”“你还需要退烧药吗？我家有！”一句句暖
心的话语，让严寒的冬日分外温暖。

2022 年，台湖镇的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全镇完成东居时代等 4个临时社区服务站建设工
作，弥补了小区管理缺口，充实了基层治理力量。
印象南北里、定海园一二里4个社区作为绿色社区
试点，已完成创建达标工作。全镇严格落实《北京
市物业管理条例》，加快推进物管会组建，物管会
覆盖率实现 100%目标。积极推进为民办实事项

目，定海园一里、三里改造电动车充电棚项目完成
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东居时代小区自备井净化
水装置安装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德邑
新时空小区部分破损路面、部分单元顶层防水修
复工程完成竣工验收；印象南里、印象北里社区电
梯安装工程已完成；治理类乡镇整治提升项目有
序开展。

此外，以“接诉即办”为抓手，台湖镇全力推动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解决。全镇坚持问题导向，
高频调度、高位推动，严格执行每周一、三、五由镇
党委书记、镇长调度会商机制，对群众诉求进行分
析研判，对热点点位开展专项调研。全体班子成
员亲自督办所包村社区工单，直接参与诉求办理，
每周总结分析，压紧压实工作责任。贯彻执行奖
惩方案，每月对村书记接诉即办工作进行考评，调
动基层一把手办单工作积极性。通过每周、每月
对失分案件的分析，深刻检视问题、剖析不足，进
一步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高效运用微信小程
序，在案件流转、信息保密、移动办公、时限把控以
及查询统计等方面取得显著改善。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好戏连台，台湖演艺车间开启商演时代；图书城改造项目加速引入优质资源，文旅产业集聚效应
显现；艺术农场、特色民宿蓬勃发展，打造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台湖演艺小镇是副中心文化版图上的重要一子。2022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台湖镇立足台湖演艺小镇和与经开区
协同发展大局，坚持“生态台湖 演艺小镇”的发展定位，坚持副中心标准，统筹推进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镇上下一心、
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狠抓各项工作，为台湖演艺小镇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台湖镇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持续改善百姓的民生福祉水
平。2022年，全镇新增促进城乡劳动力就业人员
1516人，超额完成任务。开展新一轮公益性就业
岗位的招聘及续聘工作，托底安置困难人员共计

103人。景山学校通州分校正式启用，为周边小区
百姓提供了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
体育活动，截至去年 9 月底，共放映数字电影 435
场，星火工程演出80场，组织观看大剧院台湖剧场
公益演出十余场，惠及居民近万人。

2022年，按照上级部署，台湖镇党委积极开展
与经开区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对接合作。镇里成
立了镇协同工作领导小组，专职负责与经开区的
对接工作，将协同工作融入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并逐步完善了工作机制，各项事务高效运行。按
照“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开发、共建共享”的
原则，提前整理出约30万平方米空间资源，全面加
强与经开区在土地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和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对接合作。

未来，台湖镇将进一步凝聚全镇党员干部投
身演艺小镇建设的思想共识，大力推动产业植入
工作，积极推进与亦庄协同发展，进一步加大基层
治理力度，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

演艺新高地、文化新地标，台湖镇正蓄势待
发，打造演艺全产业生态链，让城市副中心这颗

“演艺明珠”更加璀璨夺目，亮出副中心文化魅力
新名片！

协同领域：与经开区协同发展步入正轨

民生：多项惠民举措提升百姓幸福感

基层治理：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发布）（陈施君）（本版摄影 常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