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唐大庄村，错落有致的民宿别
院，宽敞整洁的乡村小路，古色古香的文
化墙独具韵味。游客休憩放松、观河赏
景、饮酒品茗，或约三五好友，一起轰趴
烧烤，围炉夜话，在静谧中品味惬意的慢
生活，享受纯粹的自然景色。

2023年，台湖镇以产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打造以唐大庄村为样板的民宿
集中村，东下营、北姚园、西下营、玉甫上
营为提升村的“百千工程”环影宿游片
区，实现 2023 年民宿接待游客约 2 万
人。其中，唐大庄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
游重点村”。

据了解，唐大庄村和环球影城的直
线距离仅 2 公里，抓住“环球外溢效应”
的机遇，村庄瞄准环球度假区这座“金
山”，打造特色民宿，盘活集体经济。
2023年，由唐大庄村委会和镇企北京星
湖投资开发公司共同成立“北京唐庭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统筹实施村庄“三资”
管理工作，保障集体资产不流失、经营不
走样。唐庭公司参与民宿产业发展的全
过程管理，按照民宿集中村的标准做好
乡村物业管理，维护乡村村貌，整合全村
资源，统一谋划产业布局。村委会设立
了民宿项目接待处，还出台了《台湖民宿
工作 30 问》，为前来洽商的投资者和村
民提供便利。

在外郎营村，台湖镇正以宅基地改
造项目为试点，创新村庄改造模式，按照

“系统规划、统一开发、综合配套”原则进
行建设。该项目实施后，不仅农民居住
环境彻底得到改善，村集体还将集约出
70亩的产业发展用地，用于产业发展和
资金平衡。通过试点示范，以低成本的
方式进行村庄更新，打造副中心拓展区
乡村振兴的台湖样本。

乡村振兴，农民增收是关键。台湖
镇积极挖掘资产要素，盘活农村闲置资
产（村公产、宅基地），通过统筹运营管
理，植入产业资源，增加集体和农民收
入。此外，充分利用设施农业、林地等资
源，创新路径，持续推动稻小蟹艺术农
场、大唐农业、森林演艺区、“枫叶驿站”
等项目，打造具有演艺特色的农文旅、林
文旅融合产业。

在城市副中心产业版图上，台湖演艺小
镇是重要一子。2023年，台湖镇以城市更新
为主要路径，通过利旧改造实现产业迭代升
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2023 年 4 月，台湖演艺酒店率先亮相。
作为台湖演艺小镇首个以戏剧演艺为主题的
精品酒店，酒店融入戏、剧、舞台等元素，成为
具有艺术氛围的精致生活打卡地。

而就在酒店附近，作为台湖图书城提升
改造项目的标志性建筑“8字楼”已实现外立
面亮相，未来将作为演艺特色会展和产业孵
化基地，服务于各类展会展出和艺术家创作
群体等。B库改造工程正在施工，园区主力 IP
橙天嘉禾音宇宙已落地，建成后将打造成为
沉浸式演出场馆、时尚创意商业、数字场景空
间、数媒产业汇聚的新型文化活动综合体。
创意楼作为北京交响乐团永久团址，围绕“交
响+”做文章，向社会公众提供文化演艺、艺术
教育和艺术产品等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市民

高品质文化体验。
台湖镇党委书记古剑介绍，2023年台湖

镇统筹谋划完善招商机制，成立招商服务中
心，开展持续性精准招商，主动对接杰恩控
股、金色传媒、北京锋尚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等优质企业，积极匹配项目地块，储备一批
在谈项目。目前正在研究出台演艺小镇专项
招商政策，着力引入头部企业和重点产业项
目，不断增强演艺小镇经济发展后劲。台湖
镇充分发挥“服务管家”职能，精细化定制“服
务包”工作方案；按照“固定联系、工作接续、
领域分管”的原则，通过圆桌早餐会、座谈交
流、实地走访等形式为企业提供服务。

2023年，台湖镇还重磅落地了北京数据
基础制度先行区，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基础制
度综合改革试验田。数据先行区以台湖
区域为核心的 68 平方公里范围作为承载
地，共有 18 个产业园区、4 万多家市场主
体，产业可用面积 260 多万平方米，总体

目标是推动建设数据基础制度综合改革
创新的试验田和数据要素产业发展的集
聚地。数据先行区将在北投台湖产业园
建设数据先行区管理服务中心，其中包括
数据资产登记中心、数据资产评估服务
站、公共数据开放创新基地、数据跨境服
务中心等，此外，在信创园建设算力中心、数
据训练基地，在演艺小镇图书城改造项目等
地打造数据总部基地。

加大数据先行区招商力度，台湖镇主动
对接国家发改委、北京金融控股集团、中国
电子云、易华录、首信云、华为公司、金山
云、首通融慧等数据头部单位和企业，其中
首信云已在台湖镇完成注册。

在产业提档升级的强势带动下，2023年
1-11 月 ，全 镇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84.6 亿
元，同比增长 117%；完成税收 25.18 亿元，
同比增长 12.11%，完成财力 7.3 亿元，同比
增长 26.6%。

民生福祉：基层治理上台阶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2023年，台湖

镇以主题教育为引领，认真贯彻落实“四下基
层”，高效推进区委“三大三强”活动走深走
实，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稳步推进镇域基
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成效再上新台阶。

把群众的“小事”做细做实，就是最大的
实事。为及时响应居民诉求，台湖镇置顶“接
诉即办”，建立“网格+热线”机制，创新围绕

“降量提质”核心目标，制定“十办”标准，多措
并举推进接诉即办工作，全镇新划分162个网
格区域，每个区域安排至少 1名网格员，并落
实了专业培训、台账式管理，上下协同联动，
全力以赴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

2023年，台湖镇解决诉求27946件，解决率
和满意率明显提升，市直派综合成绩全区排名上

升7名，区分转全区排名较上一年度上升5名。
聚焦百姓身边事，台湖镇启动“微治理”，

关注社区议题和民生问题，回应百姓关切。
2023年台湖镇在区发改委大力支持下，实施

“小微项目惠民生”工程 11个，其中 7个项目
竣工、4个项目在施，涵盖地面、墙面、绿化、管
线等修复项目。一系列家门口的“微更新”，
成为台湖镇百姓津津乐道的“小确幸”。

经济发展：筑巢引凤动力足

刚刚过去的元旦，伴随一首气势磅礴的《节日序曲》，京津冀新
年音乐会－经典永恒中外名曲交响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奏响。元春始风华，万象启今朝，热烈奔放的旋律述说着
台湖镇不平凡的一年，激昂的音流中，台湖演艺小镇开启热热闹闹
的“开门红”。

2023年，台湖镇贯彻落实“11311”工作体系，以答好“二十年之
问”为目标，以党建为统领，以高水平城市建设、高质量经济发展、高
效能社会治理“三驾马车”并进为重点，把乡村振兴融入到演艺小镇
建设中，以数字化转型为支撑，以民生福祉为追求，坚持改革创新，
狠抓基层治理，做好协同文章，交上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新的一年，台湖镇将紧紧围绕“演艺小镇 数‘聚’台湖”的定位，
坚持把“三大三强”活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紧扣演艺特色
布局产业发展，抓住“数据先行区”机遇聚合优质资源，强治理提品
质、促协同重协作、扬优势增动能，举全镇之力描绘演艺台湖乡村振
兴新图景。

乡村振兴：

民宿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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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服务：演艺集群初现
运河汤汤，水韵悠长。古时，萧太后河南

侧地势低洼，聚水成湖，台湖因此得名。千
年后，时代赋予台湖“演艺文化小城镇”的
定位，文化活水汇聚于此，浸润一方沃土。
2023 年，台湖镇持续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
质共享。

2023 年 5 月，在国家大剧院台湖露天剧
场，2023 台湖爵士音乐节惊艳了京城舞台。
12支爵士乐队，百余位国内外爵士音乐人齐
聚台湖，从中国民族爵士乐原创佳作到世界
经典爵士乐作品，风格多样、形式多变的爵士
乐盛宴为首都市民的文化生活增添一抹亮
色。这也是国内首次应用声场重构技术，打
造的首个全景声、沉浸式露天爵士音乐节。

几天后，5月 18日国际博物馆日这一天，
舞美艺术中心再度高朋满座。国家大剧院台
湖舞美艺术博物馆惊艳亮相，这是国内唯一
集设计、制作、研究、交流、收藏、展陈于一体
的舞美主题博物馆，向观众敞开了一扇了解
剧场幕后故事的大门。

除了国家级剧场外，风格各异的小剧场
为热爱艺术的市民提供了更多选择。2023
年，演艺 车 间 、北 投 演 艺 剧 场 、双 益 发 演
艺剧场、月光林地·爱剧场等 5 个营业性
演 出 场 所 取 得 备 案 ，正 式 对 外 营 业 ，开
展特色演出活动百余场。这是台湖镇积
极推进演艺事业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事件，标志
着台湖演艺集群初现，剧场集聚效应凸显。

古剑表示，下一步，台湖镇将继续发挥国
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功能和引领
作用，充分利用环球主题公园的产业溢出
效应，重点做好台湖图书城等老工业项目
改造更新，发展以演艺、文创及配套服务
为主的特而精产业；紧紧抓住北京市数据
基础制度先行示范区的创建机遇，立足区
位优势和产业基础，明确思路，整合资
源，将“释放数据价值”转化为未来高
质量发展的新生动力。要以时不我
待的紧迫感，做好系统谋划，
坚 持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实现
全 镇 经 济 社 会 的 更
好发展。

数数 台湖台湖
演艺小镇

台湖镇打造文旅商为特色、数据先行区为新动能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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