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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庄镇构建宋庄镇构建““11++44++33””产业发展体系产业发展体系

艺术创意小镇发展实现提质升级艺术创意小镇发展实现提质升级
日前，李可染画院宋庄院首期“有君堂艺术沙龙”在通州区宋庄镇举行，沙龙以苏谢伟艺术为主题，探

讨抽象绘画艺术的发展前景，促进中国绘画艺术事业的发展。
三个月前揭牌的李可染画院宋庄院是宋庄艺术创意小镇首个国家级画院，它的入驻，将引领小镇艺术向更高层级发展。
宋庄镇是北京市首批确定、城市副中心重点打造的特色小镇。2023年，宋庄镇以艺术原创资源为核心，壮大

“艺术家核心资源”，发展“艺术教育、艺术交易、艺术文旅、艺术科技”4大重点产业，强化“活动、品牌、
环境”3项支撑措施，构建“1+4+3”产业发展体系，艺术创意小镇发展实现提质升级。

宋庄镇党委书记任存高表示，2024年，宋庄镇将加快推动镇中心区和小堡艺
术区“两区”发展，按照艺术创意、综合服务、国际交流、生态休闲四大
主导功能，打造北京创意源地、副中心艺术花园，全力建设
城乡融合发展、生态与艺术辉映的艺术创意小
镇，让“中国宋庄”的影响力传得更
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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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1个核心资源”

艺术家是宋庄镇原创优势的核心资源，也是发展活力
的关键所在。经过 30年发展，宋庄艺术区已集聚 7000余名
艺术家。

何永兴是宋庄新联会首个拿到“正高级美术师”职称的
艺术家。取得职称后，他的职业生涯获得巨大发展，画作价
值也很快提升。

“体制外艺术家在过去是不能评职称的。”宋庄新联会
负责人说，在宋庄新联会的努力下，市政协委员建言资政，
多部门共同推动，最终确定了宋庄新联会可作为美术领域
职称评定人选推荐单位，从而破解了自由职业艺术家参与
职称评定的难题。

职称怎么评定、孩子上学问题怎么解决、怎么组织画
展……这些艺术家的“烦恼”，是宋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
谊会关注的重点。

2017年，作为 15个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
践创新基地之一，宋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成立，宋庄
艺术家群体从此有了组织，有了“家”。

宋庄镇充分发挥艺术区党委统领作用，用好新联会、艺
术促进会、场馆联合会和艺术服务业联合会 4 个新社会组
织，把服务送到艺术家心坎儿上。“让宋庄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也是新时期宋庄高质量发展的
着力点。”宋庄艺术区党委负责人说。为了支持和培养青年
艺术家，宋庄镇以项目引人，正在加快建设青年艺术家工
坊，建成后将提供约1000套高品质艺术家工作室，面向青年
艺术家、美术学院应届毕业生低价租赁，吸引国内外艺术家
入驻，激发艺术创意小镇人才活力。同时，着力解决艺术家

“多而散”现状，引进李可染画院这样的领军型、殿堂级艺术
大师机构，引领艺术家向更高层级发展，有效提升宋庄艺术

“圈内”地位。

艺术教育：瞄准多门类全年龄

小程是西城区的一名高二学生，这几个
月，他每周一到周五都要到通州区宋庄镇华卿
画室参加美术培训，备战高考艺考。

宋庄镇华卿画室每年培育艺考生 2000 余
人次，已成为全国知名专业美术培训和艺术教
育机构。

“艺术教育”是宋庄镇重点发展的四大产业
之一。目前，全镇已聚集 28家艺术培训机构，
正在由单一的高三美术培训向多门类、全年龄
的艺术教育发展。“我们正构建‘以美术为核心，
音乐、雕塑、影视等多门类’艺术教育产业。”任
存高说，宋庄镇已成立艺术培训协会促进规范
化管理，未来将规划建设艺培产业园，积极对接
中国艺术研究院，探索建设艺术职业高中，让宋
庄成为艺术人才的重要孵化地。

艺术交易：“线上+线下”布局

在宋庄，对于大部分艺术家而言，作品销路
不够畅通。去年 9月，北京市首家文化方面的
直播协会——通州区文化网络直播协会在宋庄
成立，入会企业只要签约本地艺术家开展“直播
带货”，就能免费使用场地空间，宋庄艺术家的
作品销售有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2023 年，宋庄镇加快“艺术交易”产业“线
上+线下”布局，建设规模化、专业化的艺术品
交易市场，面向本土艺术家的同时，吸引国内外
艺术家在宋庄交易，变“艺术作品”为“经济价
值”。“线上”方面，成立直播协会，促进镇内 52
家艺术直播企业良性竞争、有序发展，搭建起规
模化线上交易平台。“线下”方面，建成中国宋庄
艺术市集，填补大众艺术品交易空白。后续，将
推进中国艺术品交易中心尽快开工，积极对接

中国画廊协会，引进画廊、拍卖等高
端交易机构，不断发展壮大艺术

品交易市场。

艺术文旅：吸引更多人游宋庄、看艺术

在宋庄镇小堡南街步行街，喧嚣与宁静完
美地融合。在这里，可以看书、喝茶、赏画、休
憩，也可以鉴宝赏艺、品尝美食。

游环球度假区，品宋庄艺术美食。宋庄镇
瞄准环球主题公园外溢资源，重点发力“艺术文
旅”产业。围绕“吃住行游购娱”，盘活艺术特色
空间，以优质的艺术体验吸引人来，带动餐饮、
书店、咖啡店、民宿等持续发展。如今，小堡文
化广场、小堡南街步行街、国防艺术区等特色片
区商业化水平高，艺术餐厅、艺术书店、艺术咖
啡店等遍地开花，已经成为副中心夜经济的人
气热点。

目前，该镇正加快实施小堡印象街改造提
升，步行街将串起大型商业中心+酒店+艺术空
间，成为宋庄艺术创意小镇又一艺术会客厅，吸
引更多人“游宋庄、看艺术”。

艺术科技：构建数字艺术全产业链

位于宋庄镇的小鸡磕技是一家数字技术+
艺术调性产品型公司，公司将前沿的 3D数字技
术应用于传统的艺术领域，结合自有艺术家和
签约合作艺术家，为年轻人群提供时尚、高品质
的当代艺术消费品和生活感受。

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2023中国数字艺术产
业论坛上，与会专家预测：未来五年，艺术科技
相互赋能将催生万亿级中国数字艺术产业。目
前，宋庄镇已有小鸡磕技、优贯创意、思恩客等
一批文创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依托数字技术，
打破传统艺术作品以“实物”为主的呈现方式，
将原创艺术创意融入设计、制造、影视等行业，
进一步推动了宋庄艺术的传播。

任存高介绍，宋庄镇正大力发展“艺术科
技”，积极构建数字艺术全产业链，引导文创企
业数字化转型，推进艺术科技产业项目落地，以
科技赋能艺术创意发展。

举办活动 聚集人气

推进重点产业发展，还要做好“活动、品
牌、环境”等保障措施，让艺术创意小镇“值
得一来再来”。

去年国庆期间举办的第13届中国·宋庄文
化艺术节，共推出“1主+6副+17个联展”24个展览，涵盖23个展
馆、300家工作室和画廊，累计吸引游客、观众超15万人次，全方
位向公众展示了开放、包容、多元、活力的艺术创意小镇形象。

为了做旺小镇人气，宋庄镇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举办中
国·宋庄文化艺术节、“宋”你咖啡手绘地图等多项特色活
动；支持艺术场馆、艺术家工作室等艺术空间常态化开放，
引进民间组织举办优质活动，促进艺术活动全面开花。

塑造品牌 增强影响力

冰川移动是什么声音？声音能看得到吗？这些问题都
可以在宋庄镇的声音艺术博物馆找到答案。在宋庄，不仅
有星罗棋布的美术馆、艺术机构，还有许多形式多样、种类
丰富的博物馆。

为了塑造更具影响力的宋庄文化品牌，宋庄镇积极融
入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局，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
设，开发镇内博物馆资源，壮大博物馆群落，打造博物馆小
镇。去年建成运营声音艺术博物馆、祥体育博物馆、北京珐
琅艺术博物馆共3家市级类博物馆，涌现出大戚收音机博物
馆、老电话博物馆等多家民间艺术博物馆。2024年，还要加
快建设巴林石博物馆、元亨利红木博物馆，让博物馆小镇

“实至名归”，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此外，以现有69家
艺术场馆为基础，规划建设旗舰美术馆，落地何家英美术馆
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学会等顶级机构，建设多元化、高
水平美术馆集群。

美化环境 提升形象

小堡北街在宋庄艺术区 6大片区分类中属艺术品制作
街区，曾经基础设施差、街面杂乱、没有公共空间、艺术氛围不
足。2023年，历时5个月改造，这里成为一个以步行为主、空间
尺度宜人、充满活力场景的功能混合开放街区。

环境是面子也是里子，是发展形象，关系群众的切身利
益。2023年，宋庄镇全力推进“大环境”建设，增补公共服务
设施，营造绿色生态环境，提升门户形象，一批环境顽疾得
到整治，夯实了产业发展环境基础。2024年，计划深入实施

“ARTBOX点亮宋庄”橱窗计划，改变腾退地块围挡单调封
闭的视觉感官，设立可移动式艺术展示橱窗，通过“小橱窗”
烘托艺术“大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