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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中心城市消费活力迸发，文旅商体农科
多种要素共同发力，彼此融合，以一带多，面对
不同场景灵活呈现丰富业态，展现出包容并蓄
而特点突出的消费中心城市魅力。

漫步文创有“运”·美美与共展示区域，可
以看到文化元素与生活场景的有机结合。密
符扇上的神秘字符元素被单独提取作为单肩
包纹样，燃灯古塔形象嵌入门铃，为消费者带
来吉运，帆船、莲花、湖水等大运河经典元素汇
聚于小小一根文创雪糕。缂丝技艺、绢人娃
娃、花丝镶嵌，种种非遗技艺也跻身其中。

大运河文化创新创意设计大赛区域格外
吸睛。区域内集中展示获奖创意设计成果，反
转字设计套装、榫卯中的大运河、“通州八景”
系列平面设计……来来往往的参观者无不被
这些灵动有趣的创意所吸引，停下脚步细细观
赏。大赛不仅贡献多种创意产品，还成立了大
运河沿线城市文创设计产业联盟，为持续创新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文创产品将文化+商业元素有机结合，而
更多元素的集聚带来更多新颖形式，依托不同
平台和场景产生各种新兴业态。

为促进旅游消费，通州区持续推出精品旅
游线路。中国旅游日推出 12条特色文化和旅
游路线连通京津冀鄂蒙五地，近日启动的“遇
见·运河”系列活动发布3条升级文旅线路，以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为圆心，放眼古都北京，
层层拓展文旅资源空间，充分满足不同旅游需
求。线路将各个网红打卡地串珠成链，每个文
旅场所都有着不同的消费业态展现形式。

北京环球度假区融合中国元素和国际 IP，
集大片世界、巡游表演、特色商业为一体，城市
大道入选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
集聚区，周边乡村民宿与景区、亲子教育、休闲
农业、健康养生等要素深度融合，在承接外溢
效应的同时附加更多功能和体验，是文旅商融
合发展的典型例子。

“三大建筑”功能各异，各具特色，图书馆
和博物馆以丰富的图书典籍、珍贵文物等文化

“存货”吸引读者与观众，剧院依托国家大剧
院，以国际演艺资源招徕各地游人。客流带来
巨大商机与消费需求，配套地下商业空间承担
消费功能。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开办首届仲夏消费
季，打造水岸夜生活，运河夜游已成为景区景
点游览项目，夏天以“水”为题开展水上桨板运
动，吸引人们走出家门，在享受运动乐趣的同
时体会体育文化，拉动周边消费增长……独一
无二的旅游和消费资源推动网红打卡地流量
变“留”量，网红变长红。

“快来快来，这里可以体验
坐船巡游运河！戴上 VR 眼镜，
效果别提多真实了。”服贸会文旅
专题展上热闹非凡，参观观众间口
口相传着运河之旅的美妙体验，人
们纷纷来到副中心展区“尝鲜”。
VR体验船行运河览水岸风光，三
维立体古城复原科技感十足，文创

“运茶”香气飘飘……在服贸会文
旅专题展副中心展区，这些新奇体验均可一站式享受
到。本次参展，通州区以古今“通”辉·活力之城为策
展思路，不仅为参观者带来了最新的文化体验、文创
产品，同时向世界展示了北京城市副中心文旅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从夯实文旅产业根基、打造文
旅产业格局、促进文旅事业发展、推动文旅业态创
新四个部分勾画当代文旅发展地图。

天下通“运”·古今同辉为第一个展览主题，以
数字化、交互性为主要呈现形式，展示通州大运河
的千年文化底蕴以及由古至今的变化发展。

通州古城与大运河是通州区的两大历史文
脉，接续历史、传承文化任重道远。通州区致力于
保护文物古迹，推动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保
护提升，建设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保护和开发
张家湾古镇，留住历史根脉。同时保留大量非
物质文化遗产，船工号子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
晶，大顺斋糖火烧、小楼烧鲶鱼等美食文化为
历史的后来者打造精神故乡。到了今日，通州
区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建设旅游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又古韵盎然，“三大建筑”即将完工，为群众
提供国际化文化资源，“十八个半截胡同”寄托乡
土记忆，也是文旅最美目的地之一。运河文化的
古今传承演变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
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活力新“运”·未来可期展示活力迸发、欣欣向
荣的运河文化品牌。“一河一区三镇多点”文旅规
划成果斐然，重点项目活力凸显，带动城市建设日
新月异。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积极创建国家 5A级景
区，建设运河沿线精品旅游带，融合文旅商体多种
元素，开展首届大运河仲夏消费季、2023 年全国
电动冲浪板联赛、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端午活动
等品牌活动，开创文旅商体融合发展新局面。

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成为城市文化旅游新
高地，北京环球度假区是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龙
头项目，中国元素与国际 IP相结合的季节性主题
活动如“环球中国年”，备受市民喜爱。北部产业
带落位六大产业项目，做好配套服务，推进文化旅
游区综合实力提升。

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
意小镇各美其美，发挥各自资源集聚优势和发展
特色，在数字文旅、演艺创作、文创衍生品、民宿等
关联产业逐步联动。

镇水兽公仔憨态可掬，文创手办 IP 灵动可
爱，大运河文创雪糕是观众“打卡”必备好物。
文创有“运”·美美与共展示通州优秀企业与创
意产品，彰显副中心文创“运”味和文化产业的
蓬勃朝气。

坐上仿古游船，戴上VR眼镜，就可以从服贸会现
场“穿越”至古老的大运河上，360度观赏花红柳绿的水
岸风光；元宇宙技术重塑城市风貌，高楼大厦与古塔凌
云交相辉映；新制运河基因图谱打造数字化《潞河督运
图》，水墨画变为卡通风，龙舟竞速互动加强沉浸感和体
验感。服贸会展现的这些新潮科技，未来都将逐渐走入
大众生活。

通州区不断完善群众身边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
络体系，提升街道（乡镇）、社区（村）公共文化设施社会
化服务水平。2022年人均公共文化建筑设施面积约为
1.4平方米。推进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设立文
化馆分馆22个，图书馆分馆22个。在希尔顿酒店、东方
宾馆等地设置建设4家非遗文化驿站，建设18处24小时
智能文化空间，陆续投入使用以来共外借图书 10万余
册次，各处空间到馆量总计 15万余人次。极大方便群
众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织密“文化网”，打造“文化城”。

完善点面结合布局，铺开“文化网”的同时规划建设
一批标志性公共文化设施。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
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是通州区地标性公共文化建筑
群，图书馆设座席2400个，藏书能力达到800万册，且设
有全国图书馆行业首个非遗主题的文献馆；剧院总座位
数约 5750个，硬件设施与国家大剧院同标准同要求，引
进国际演艺资源，辐射服务京津冀地区；博物馆展陈空
间建筑面积约 3.2万平方米，立足副中心，展望北京城，
立体、多维呈现北京的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京味文化、
创新文化，辉映城市副中心的定位与规划目标。栖身于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与大运河为邻，“三大建筑”形成集
群式的文化地标，能够为通州区乃至京津冀群众提供国
际化的文化资源和全方位的文化体验。

通州区充分利用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整合基层公共
文化服务资源。许多热门旅游打卡地既是文旅产业重
要场景，也是面向大众开放的文化资源，其中也涉及城
市更新、古城保护等多方面问题。南大街及周边片区腾
退保护更新项目（试点片区）以“十八个半截胡同”为核
心区域，在更新过程中以“保护历史、改善民生、彰显活
力”为核心目标，实行“一院一策”，保护胡同肌理，利用
丰富的业态组合和特色文化店铺焕新古城风貌。服贸
会展位入口处展示了用数字孪生技术打造的通州风貌，
通过元宇宙科技应用，展示三维复原的古城和拔地而起
的新城。科技手段让古城在人们眼前“活过来”，合理规
划、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建设让古城“活起来”。

加强高质量公共文化供给，丰富高质量公共文化服
务和产品。文化馆服务宣传月暨第五届全民艺术普及
月期间开展系列活动，“文化馆奇妙夜”在延长开放时间
的同时组织文化集市，以及非遗项目实践讲座、公益讲
座等知识性活动，为夜生活增添文化韵味。

古今同辉展现通州风采
服贸会是各方展览展示、共话发展、沟通交流

的平台，每个参展单位都尽力展现出自身的亮点、
特色。在展会上，参观者可以了解到许多文化企
业、重点区域、重要行业的最新发展动向和成果。

副中心展位科技赋能内容展示，活力新
“运”·未来可期区域为参观者打开了一幅通州区
产业格局地图，通过通州区文旅产业可视化交互
系统，参观者可以通过具体数据和统计图了解文
旅产业建立项目成果、机构数量、企业收入等情
况，自由探索北京环球度假区，浏览和了解项目
规模等数据，并直接进入官网订购门票，预定一
次环球之旅。展示区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加
深参观者对通州区文旅产业格局以及最新成果
的整体了解。

文化旅游是副中心立足区域功能定位，科学
谋划的“3+1”主导功能之一。2023年上半年，全
区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单位数量达到 167
家，收入合计155.2亿元，位居全市第七位。全区
规模以上文体娱乐业单位 33 家，实现营业收入
46.3 亿元，同比增长 104.8%，收入总量进入全市
前五位，收入增速位于全市第二位。

通州区高度重视文旅产业发展，研究出台了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年）》，系统谋划产
业空间文旅资源配置，主动布局具有强大牵引
力、持续带动力的文旅项目。立足文旅区规划建
设、产业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功能定位，对外发布

《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方案（2022-2024年）》及配套三个清单。同时，通
州区借助服贸会、文创大赛、文旅产业峰会等国
家级、市区级品牌活动，搭建产业平台，更好宣传
推介副中心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进一步提升副
中心产业服务能级。

“一河一区三镇多点”产业格局中的“一区”
即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是城市副中心文
化旅游主导功能的重要承载地，致力于打造面向
世界的现代时尚旅游目的地。

北京环球度假区作为城市副中心文旅产业
龙头项目，带动效应显著，助力实现 2022年文化
娱乐休闲服务类企业收入 44 亿元，同比增长
86%，文化投资运营类企业收入 1.7亿元，同比增
长86%。做好“环球”文章是推动文化旅游区发展
的强力“加速器”。持续释放首店经济活力，周边
民宿积极承接环球外溢效应，向精品化、特色化、
品牌化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涵盖运河商务区、大运河文化
旅游景区、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绿心森
林公园等重要功能区域，是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城
市发展样板的门户窗口。做好“运河”文章，需多
方发力，将打造文化之带、生态之带、发展之带、
民生之带，让旅游、演艺、设计、艺术创意四大板
块各显其能，共彰活力。

推动“一河三镇”串联成线，形成疏朗有致的
文旅产业格局，对通州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宋
庄艺术创意小镇三个特色小镇在数字文旅、演艺
创作、文创衍生品、民宿等关联产业逐步联动，对
接大运河文化带。

多层次提升产业格局

强供给促进文旅事业

新业态唤醒消费活力

20232023 年年 99 月月 22 日至日至 66 日期日期
间间，，2023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
交易会文旅专题展在首钢园交易会文旅专题展在首钢园
区开展区开展，，为企业搭建交流与合为企业搭建交流与合
作的广阔平台作的广阔平台。。副中心展区副中心展区
坐落于坐落于22号馆号馆。。为配合文旅专为配合文旅专
题展题展““引领文旅消费引领文旅消费，，共享美共享美
好生活好生活””的主题的主题，，契合大会国契合大会国
际化际化、、现代化气质现代化气质，，通州区委通州区委
宣传部以富有科技感和人文宣传部以富有科技感和人文
气息的方式气息的方式，，打造集高新科打造集高新科
技技、、新潮创意新潮创意、、丰富内容为一丰富内容为一
体的副中心展区体的副中心展区，，向大众展示向大众展示
通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通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和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最新进
展与成果展与成果。。

围绕创造围绕创造““副中心质量副中心质量””，，
通州区积极拓展文化旅游发通州区积极拓展文化旅游发
展新领域新空间展新领域新空间，，开创文化旅开创文化旅
游强区建设新局面游强区建设新局面，，致力于打致力于打
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
市发展样板市发展样板。。新时期城市建新时期城市建
设就如奔涌千年的大运河设就如奔涌千年的大运河，，滔滔
滔不断滔不断，，活力不息活力不息。。

（通州区委宣传部）
（王倚剑）

力力活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