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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重稻菽尽飘香，文化活水汇台湖。台湖演艺小镇
位于京哈高速和京津高速之间，北侧紧邻环球主题公园，
西侧毗邻朝阳区，南侧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接壤。在
对接副中心文化旅游主导功能的过程中，台湖演艺小镇
坚持与副中心联动发展，充分发挥在承接中心城区演艺文
化相关功能疏解中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积极承接相关功
能外溢，同步整合京津冀区域优秀演艺文化资源，建设演
艺主题与创意文化集聚发展、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
辉映、历史文脉与生态环境相得益彰的演艺文化小城镇。

借鉴世界著名演艺中心经验，如德国波兹坦广场索
尼中心、香港文化中心等，台湖演艺小镇以演艺综合体为
主要空间载体，加强演艺功能与艺术、展览、科普等文化
设施的联系，形成与办公、会议、商业等外部产业的融合
发展。

2021年 8月，郎朗工作室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正式成立，郎朗也成为首位入驻台湖演艺小镇的
国际钢琴大师。“期待未来能邀请更多国际音乐大师来到
这里交流，以台湖演艺小镇为桥梁，打造国内外音乐艺术
交流的平台。”郎朗说。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是台湖演艺小镇的龙
头项目，2014 年开工建设，2018 年落成，总建筑面积
59781平方米，包括合成剧场、露天剧场、演员住宿楼、艺

术交流楼、舞美设计楼、制作车间及散装库房、集装箱库
和地下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作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
功能最全，集设计制作、排练合成、服装道具展示、技术交
流研讨和仓储于一体的舞美基地，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配套设计 3个排练厅、13个化妆间、4间琴房、
838个观众席。这里不仅可以让附近居民就近享受世界
级的演出，同时还可满足近 400位艺术家、演员的排练、
创作需求，将有力带动演艺文化小城镇的发展。

“何处好？魂梦忆张湾。手语暗传身影后，唇香近接
酒杯边……”曹雪芹的好友、曾随乾隆皇帝多次到过张家
湾的富察·明义有诗留下。张家湾漕运古镇位于大运河
历史文化带与副中心文旅区文化产业带交汇处，肩负着
传承传统文化与培育当代文化产业的双重使命。

“大运河第一码头”张家湾古镇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已
编制完成，将坚持整体保护、分区施策，“不拆真、不作
旧”，保留传统村落风貌。同时，结合历史文化格局与自
然空间格局，规划构建“一带、两轴、三区”的空间结构。
此外，古镇内将建设张家湾博物馆，保护展示出土文物，
全方位展示张家湾古镇的风采。

作为张家湾漕运古镇的重要码头之一，里二泗的重
要性在“船到张家湾，舵在里二泗”的俗语中可知一二。
村内古迹佑民观内，还保留着康熙皇帝巡视运河时御笔
亲书的“保障漕河”的匾额。因为漕船云集，当年，里二泗
每年的庙会就要举办好几场。

张家湾公园的总体规划概念是以“二水相抱、蓝绿交
织，故里宝地，村园共融”为目标，打造“二水、一园、五区、
十景”的空间结构，建设万舟骈集、高台远望、泗水古村、
茂林莺歌等一系列景区景点。

张家湾公园里的“泗水古巷”，通过精巧的造园手
段，再现了当年“水巷茶棚”的历史景象。园内的“曹
石印记”景点，以一座栈桥连接起两岸的风景，伴随着
景墙上的诗词、漏窗，静静诉说着曹雪芹、红楼梦与张
家湾以及大运河千丝万缕的联系。张家湾公园以运河
文化为魂，全部建成后公园总面积达到 1万多亩。张家
湾公园一期已经于2020年9月29日面向公众开放。

宋庄镇域面积115平方公里，辖47个行政村，地处通
州区北部，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宋
庄已经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艺术家聚集最多的艺术区。47
个村庄中27个村庄有艺术家居住。

小堡村作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的核心区，聚集了大
量艺术家和艺术产业从业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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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平方公里。分北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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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厂
房正在陆续拆除。南区是小堡村村庄所在地，既保留艺
术家聚集形成的独有的村庄气质，又对整体的街巷环境
进行提升改造。小堡村从北往南有 9个胡同能进村，一
条胡同突出一个主题，打造成彩虹街区，对游客也是不错
的文化体验。

在画家张发起眼中，改造后的小堡南街，“发展更快
了，前面新公园一建，也看到了这么多村民、艺术家、孩子
们在这玩耍，茶余饭后娱乐，画家经常上这条街上来。”扎
根这条街上10年的一鱼一羊艺术餐厅，更是“受益匪浅，
客流量明显增多”。

宋庄许多著名美术馆的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享誉海
内外。宋庄美术馆是一家按现代多功能目标规划设计、为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服务的非营利文化艺术机构，是当代艺
术国际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主要举办当代艺术的展演活
动，进行国内外当代艺术交流，并通过展览关注中国当代
艺术的发展动向和最新思潮，推动中国当代艺术与国际
文化的交流。

上上国际美术馆是一家开展各类艺术展示、收藏、
研讨、交流、公众教育和社会文化服务的非营利性私
立美术馆，是宋庄艺术区首个国际性美术馆，是

中国国内最大的综合艺术美术馆。以多元开放的建馆
宗旨，形成当代艺术多门类展示空间，为艺术家提供优
越的创作氛围，致力于高品质的展览和艺术品收藏。

树美术馆着力推动中国当代优秀文化艺术发展，尤
其关注中青年艺术、女性艺术及新水墨艺术的发展，着眼
于未来，推广具有实验性和探索性的艺术作品及其理念，
推动当代文化的传播，崇尚“艺术无界”的概念，积极开展
国内外艺术与各行业的合作，力求清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
界限，将优秀的当代文化在更多的领域中得以推广提升。

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是一个具有文献收藏、研究、保
存、分享，同时兼有展览、公共教育等服务功能的非营利性
的专业艺术机构。文献馆全面记录中国当代艺术
的发展历程，并依托宋庄艺术区，为整个宋
庄乃至国际国内艺术区、艺术群落、
艺术机构和艺术家个体建立
一个更厚重、更有长远
意义的平台。

小小镇镇特特
城市副中心特色小镇，个个都是宝。
以千年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为依托，借环球主题公园之势，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迎来了新时代。根据通州水系分布，结合大运河的悠久历史，台湖演艺小镇、

张家湾古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一脉串联起文旅区产业群，生态与产业、历史与当下形成时代性的相遇。并在更大范围内推动运河沿线、京津冀文化旅游产业
的协同发展，培育具有全球张力和吸引力的文旅生态圈，促进世界多元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助力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建设，让千年大运
河承载着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之轮，扬帆起航，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文明································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
第第1818期期

城市副中心拓展区
共有 8 个特色小城镇和
1 个新市镇，分别是：宋
庄艺术创意小城镇、潞
城生态智慧小城镇、张
家湾文化休闲小城镇、
台湖演艺文化小城镇、
马 驹 桥 科 技 服 务 小 城
镇、西集生态休闲小城
镇、漷县文化健康小城
镇、于家务科技农业小
城镇和永乐店新市镇。

特色小城镇是构筑
城乡融合发展格局的关键功能节点，坚持规划引领、细致谋划、区域协同，以镇
中心区建设为重点，服务周边农村发展、带动城市副中心整体城镇化，开创城
乡融合发展新局面。

城市副中心将统筹功能性特色小城镇，立足功能定位，发展特色产业，增
强综合服务能力，进一步发挥好特色小城镇和新市镇在服务周边农村发展、带
动副中心整体城镇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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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产业链，壮大新增
长点，打造马驹桥智能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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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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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宋庄当代艺术文献馆，，宋庄镇人民政府供图宋庄镇人民政府供图。。

张家湾镇通运桥张家湾镇通运桥

于家务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基地于家务国家玉米种业技术创新中心实验基地。。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原创孵化 艺术为本

张家湾古镇：整体保护 再现盛景

台湖演艺小镇：文化舞台 创作出新

特色小城镇：各美其美 城乡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