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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北京的山川层林尽染。在一片绚丽的金黄中，北京迎来最重要的
客人：南迁的候鸟。它们浩浩荡荡，给这座城市带来不一样的生机。它们有的
在天空上一闪而过，有的选择在此短暂休憩，再做长途飞行。

近年来，随着北京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人们对野生动物保护意
识的大大增强，选择在北京停留的候鸟越来越多。每到此时，北京大
大小小的公园里，便会出现很多“陌生来客”的身影。

北京有着多样的生态环境，不同的区域，自然吸引着不同种
类的候鸟在此逗留。在北京的东部——通州，让我们一起感
受候鸟的迁徙之趣。

且等 来归
迁徙候鸟在通州择地栖息

姜宝君

秋

滩涂上有北极来客

●黑鹳
鹳形目鹳科鹳属的鸟类。大型涉

禽，体态优美，体色鲜明，性情机警。黑
鹳整体黑色，带有绿色及紫色光泽，腹
部白色。红喙长而直，双腿红色。成年
黑鹳体形较大，平均身长 95 至 100 厘
米，翼展约144至155厘米。

在中国，黑鹳因其稀有性被列为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科
普●大鸨

鸨形目鸨科鸨属的鸟类，是
鸨科鸨属下的唯一现生物种，以
其庞大的体形和显著的雌雄异
型性著称。分布于南欧至中欧，
向东延伸至中亚和东亚的开阔
草地和农田地带。雄鸟体形巨
大，重达 18 千克，是现今最重的
飞鸟之一。雌鸟体形较小，体重
约3.5千克。

雄鸟上身有黑色条纹和金色
色调，下身白色，颈部灰色，胸腹
和下颈部两侧为栗色，繁殖季节
会长出白色颈须。雌鸟羽毛色彩
较淡，更利于在开阔环境中伪装。

友情呼唤：您在生活中还发现了
哪些不常见的自然之趣，欢迎为我们
提 供 线 索 。 邮 箱 ：bjwbmjjy@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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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草对鸟类很重要

深秋，爱鸟汇的羿健早早来到位于六环附近的东郊湿地公园，进行他的
鸟类调查。

东郊湿地公园位于通州与顺义交界处。紧挨着公园的北侧，有一段废旧
的铁轨，铁轨路基上长满狗尾巴草和其他杂草，路基一侧有一片狭长的芦苇
地，另一侧则是树林和田地。公园西侧是南北流向的小中河。它水流不大，
河道不宽，但两旁长满植物，充满了自然的野趣。

羿健说，多年前，通州区除了大面积的水域外，还有很多农田，北运河、潮
白河、温榆河等河流附近有大大小小的水泡子，其丰富多样的环境构成了北
京平原地区独特的生态系统，这里曾有大量的雁鸭、鸻（héng）鹬等鸟类在此过
境、停留甚至繁殖，与北京西北部山区的鸟类形成了较大区别。东郊湿地公
园的自然环境是通州比较典型的代表，这里也成为通州重要的观鸟监测点。

天气阴沉，我们沿着废旧的铁轨一路前行，看似人迹罕至的地方，在深
秋的早上，却是一片生机勃勃。芦苇地里响起此起彼伏的鸣叫声，羿健一
一教我辨认：文须雀、棕头鸦雀、小鹀（wú）……附近的林地里还偶尔传来
翠鸟的叫声。

羿健将观测到的鸟种和数量，一一记录下来。走到荒草茂盛处，他抓起
一根狗尾巴草，轻轻碾开，露出了很多草籽，“这些草籽是鸟类重要的食物
源。荒草看起来也许不美观，但它们对鸟类来说非常重要。”

或许正是通州的部分区域为一些鸟类提供稳定的食物源，不少候鸟选择
在这里越冬。

此时，一群黑色、中等大小的鸟类，从远处疾速飞过。羿健说，这是达乌
里寒鸦。它们通常要迁徙至南方，不过，通过这几年的观测发现，有一小部分
达乌里寒鸦选择在通州过冬，它们常在通州的农田里飞来飞去。

突然，羿健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小的黑影说道：有一只猛禽在天上盘旋。
过了一会儿，那只猛禽飞到我们所处荒地的上空，这时我们才看清是一只雀
鹰。它盘旋没多久，便扎了下去——或许它找到了自己的食物。羿健打趣地
说：“刚才看到一群鸽子没？这里的鸽子，没两天就得少上一两只。”

其实，大型猛禽是通州出现得比较多的鸟类之一。羿健介绍，2023年秋
冬之际，爱鸟汇的志愿者记录到了金雕在潮白河上空出没的身影，这也是通
州区的鸟类新记录。观测人员在感到异常惊喜的同时，也忘不了当时的场
景：作为猛禽中王者的金雕，一开始居然被一只普通鵟（kuáng）追逐。不一会
儿，甚至还有一群乌鸦也飞过来凑热闹，驱赶金雕。

对羿健和爱鸟汇志愿者来说，能看到猛禽在通州栖息越冬，更令人振
奋。近几年，他们监测到大鵟、普通鵟等数十只猛禽在通州栖息；几只白尾海
雕连续三年将通州作为稳定的冬候栖息地……

这一切迹象表明，经过多年的治理，水草丰沛的城市副中心，吸引着越来
越多原本路过的候鸟选择在此安家、常住。

静待大鸨回家

在这些安家于通州的候鸟中，最具代表性的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大鸨莫属。羿健介绍，2017 年 2 月，观鸟爱好者首次在水南村观测到大
鸨。从那时一直到 2024年春季，大鸨连续八年在此越冬。它们每年深秋
来到通州，等到第二年春天才会离开。2022年冬季，来到这里的大鸨一度
多达6只。

大鸨平时以草籽和谷物为食，栖息地会选择在庄稼地和开阔的草原
上。随着城市的发展，北京适合它栖息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少，水南村成为
目前北京市唯一稳定的大鸨越冬栖息地。

水南村有着怎样的魅力，吸引大鸨前来？原来，这片不大的区域内，
农田、草地、林地通过沟渠相互连接，凉水河在南侧蜿蜒穿过，形成了
几个天然的池塘……原生态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成为鸟类的天
堂。一年四季，人们在这里总能发现很多惊喜。除了大鸨，在这
里还发现了黑鹳、猎隼、遗鸥、黄胸鹀、乌雕等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动物，还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四十多种。自2015年至
今，仅是水南村就记录到鸟类 270 余种，截至 2024 年 8 月
末，通州区现有鸟类记录为 358 种（不含历史记录 17
种），水南村这一片区域就占通州近年鸟类记录的八
成，由此可见这片区域的重要性。

随着大鸨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政府相关部门
也开始重视对大鸨的保护。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
力下，每年冬季，大鸨总会如约而至。

每年春季，随着大鸨的飞离，他们在心底都看作是
最后的离别。因为随着城市的发展，水南村的生态系统
不断受到侵蚀，这也让大鸨的再次回归充满未知数。水南
村是华北平原典型的原生性农田、河流、湿地、疏林复合生态
系统的缩影，他们希望这里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有人曾这样
说：“或许不是大鸨需要北京，而是北京需要大鸨。”

新的越冬季到来，羿健和爱鸟汇的众多志愿者都在翘首以待大
鸨的身影。当它们翩然而落时，志愿者们也将迎来最为忙碌的时刻。

通州水系发达，历来是众多水鸟的栖息地。为
了了解水鸟在通州区越冬种群的组成、数量、分布以及越冬
生境质量，羿健带领爱鸟汇的众多志愿者，于2021年秋季至2022年
春季，以及2022年秋季和2023年春季，组织了两次全流域的水鸟调查。

有意思的是，经过两轮越冬季的调查，尽管水鸟的种类有所变化，但他们记
录的水鸟总数大体相同，均为 37000 余只次，“这也说明通州区水鸟冬季越冬环境整体
上基本稳定。”

另外，不管是种类和数量，潮白河、凉水河、北运河、大运河森林公园都位居前列。绿头鸭、小鸊鷉（pì
tī）、普通秋沙鸭等水鸟是通州的优势鸟种。在两轮的“拉网式”调查中，自然少不了惊喜：他们记录下了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黑鹳、青头潜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额雁、白秋沙鸭、灰鹤等通州罕见的鸟类。

2023年 11月 10日，羿健在北运河发现了神秘的北极来客——北极鸥。在北运河的滩涂上，这只健壮凶
猛的浅灰白色“大个子”，用爪子摁着一条50厘米左右的鱼大快朵颐。北京仅在2011年11月在野鸭湖有过一
笔记录，时隔12年，在通州北运河流域出现，确属罕见。

就在最近，又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潮白河于辛庄发现了赤颈鸊鷉。全国一共有五种鸊鷉，除了
常见的小鸊鷉、凤头鸊鷉，通州区于2015年4月13日在通明湖记录20只黑颈鸊鷉；2023年4月30日在潮白河
于辛庄记录 2只角鸊鷉。今年 10月 19日，潮白河于辛庄记录下的赤颈鸊鷉，尽管数量只有 1只，但这也意味
着，历时十年终于在通州集齐了五种鸊鷉。

最近几年，随着通州的环境治理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通州的鸟类数量逐年递增，但对羿健和爱鸟汇
来说，还是留下了不少遗憾：2022年春季的北运河水位较低，大大小小的滩涂成了迁徙过境鸻鹬、鸥类的绝佳
补给站。他们记录下了流苏鹬、小滨鹬、青脚鹬、金斑鸻等鸟类。2023年冬季，北运河同样降低了水位，露出
了大片滩涂，这才有北极鸥带来的惊喜。今年，由于汛期的原因，北运河水位上涨，在迁徙季节，他们记录下的
鸻鹬、鸥类的数量大大减少。

另外，由于北运河等水域比较宽广，河中需增加芦苇、菖蒲等挺水植物，以增加雁鸭类鸟类的隐藏及栖息
空间，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雁鸭类鸟类在迁徙过程中在此栖息停留。

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创新发展大会举办

副中心将强化全域应用场景创新
本报讯（记者 赵鹏）为加快推进数据先

行区建设，促进城市副中心数字经济产业高质
量发展，近日，由通州区政府主办，以“发展数
字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为主题的北京数据
基础制度先行区创新发展大会举办。伴随着
大会上的崭新签约，今后副中心将强化新一
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全域应用场景创新。

近年来，副中心紧抓发展机遇，进一步强
化数字经济的战略定位，推进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率先启动数据基础制度先
行区建设，打造数据基础制度综合改革试验
田和数据要素集聚区，为副中心乃至全市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未
来，通州区将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以数字经
济为引领，优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创新链、产
业链、生态链，加速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深入实施“十百千”产业集群培育工程，大
力培植优良的产业生态，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市经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北京把释放数据价值作为减量发展条件下持
续增长的新动力，以赋能实体经济为主线，围
绕数据开放流动、应用场景示范、核心技术保
障、发展模式创新等重点，为建设全球数字经
济标杆城市奠定基础。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
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本市首先是突出先行先
试，发挥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创新优势，推动
数字经济重点领域改革创新突破。其次是完
善基础设施，提升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营商
环境，通过数据招商，吸引一批优质的数据要
素企业落地，构建数据产业创新生态。第三
是突出场景应用，释放数据要素价值潜力，聚
焦重点行业，依托数据训练基地数据资源整
合能力，通过数据专区建设等路径推动区域

创新发展。最后是推进实数融合，推动数字
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深度赋能，在数据先行区
内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大模型技术产品的研发
和应用落地。

随后，通州区政府与北京联通签订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携手加强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围绕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展开场
景合作，强化通州区 5G-A、F5G-A、IPv6 等
新一代通信基础能力提升，实现万兆接入，合
力推动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建设，增强
副中心发展新动能。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宏科作了以“新一代
互联网技术研究与探索”为题的主旨演讲，围
绕技术现状与需求、研究探索与构想、工程应
用与探索等方面，剖析了互联网技术的最新
进展与未来趋势，为建设数据先行区提供了
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胡俊以“打造校院企
地创新联合体，深入推进四链融合”为题，围
绕学校基本情况、产学研融合等方面，阐述了
校院企地创新联合体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与
产业升级中的作用。

电子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素梅以
“以标准引领，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题，强
调了标准制定在产业升级中的关键作用。

不仅如此，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主任林
正航还从规划布局、产业定位、招商引资情况
等方面，对副中心的重点产业园区进行推
介。区经信局局长耿磊则围绕通州区数字经
济产业发展现状、数据先行区建设进展及成
效等方面，重点介绍了数据先行区专项政
策。目前，2024年北京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区
文旅数据专区十大应用场景已全部亮相，包
括运河游船科技升级场景、阿派朗数字乐园

场景、艺云数字艺术中心展陈场景、光影实验
室微电影场景、儿童 AI 绘画师场景以及
AIGC景区VLOG场景等。

此外，电子联合会数字经济专委会数字
经济研究院城市数字经济中台研究中心主任
孙辰发布了城市数字经济中台成果；20余家
上市公司及独角兽企业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发
展情况，并从理论、技术、实践、发布等多维度

进行交流展示。
在数字经济时代，本次大会揭示了数据先

行区工作的核心要义和发展方向。接下来，通
州区将以此为契机，围绕数据先行区重点工作
安排，推进数据总部基地和文旅、金融数据专
区建设，培育发展壮大数据要素市场，拓展数
字技术应用场景，以高效、安全、协同的数字经
济产业生态，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鹏）当日，通州联通副
总经理宋国安表示，通州区政府与北京联
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重点在于发挥
联通在数字基础设施运营服务和数字技术
融合创新方面的优势资源和能力。

今后，通州联通将全面融入、主动服务
副中心发展。“通州联通将聚焦加快通州区
信创云、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东古城通信
枢纽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 5G-
A、F5G-A、IPv6等新一代通信基础能力提
升，实现家庭万兆接入，助力北京光网之都
万兆之城建设。”宋国安说，通州联通还会
围绕互联网医院、5G 远程急救、元宇宙和
VLOG 互动平台等场景展开合作，推动产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合力推动人工智能在
文旅、金融、医疗、教育、智能制造等领域的
广泛应用。

宋国安还表示，通州联通还会发挥数

据治理能力优势，构建云网端数一体化
运营服务体系，助力通州区做好数据治
理、数据安全体系建设。与此同时，通州
联通也会支持并参与数据先行区（通州
片区）建设，打造以数据专区为特色的

“数据要素X”应用示范，数据要素资源释
放 1PB以上。

未来，通州联通在大模型算力基础设
施方面将会进一步加大投入。依托北京
联通京西智谷 400P 国产化算力中心面向
通州区开展服务。在大模型方面，中国
联通已建成“1+1+M”大模型体系，即 1个
基础大模型，1 个大模型平台，M 种行业
大模型的体系，并已经在重点行业形成
了 35 款行业大模型应用。后续通州联通
还会在数字政府、医教文卫等行业将进
一步加强与行业的共研共创，以人工智
能创新共促新质生产力发展。

马上就访

围绕围绕55GG元宇宙和元宇宙和VLOGVLOG等场景展开合作等场景展开合作

通州联通推动通州联通推动AIAI在文旅金融医疗等领域应用在文旅金融医疗等领域应用

本报记者 李如意
10月底，华北平原丰收已过，农民正为

来年做准备：冬小麦已完成播种，它们正在
泥土里孕育新的生命；葡萄藤也埋入地下，
等候明年3月再发新芽……在邯郸曲周，农
忙的背后还活跃着一群年轻人身影，他们是
中国农业大学科技小院的学生，带着先进的
农业科技和农学知识扎根农村，在乡村振兴
的热潮中点亮一片片“希望的田野”。

科技数据支撑种地

早上6点多，天刚刚亮，曲周县前衙科
技小院“院长”、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研二学生佘宗港的闹钟响了……简单
洗漱、套上工作服，骑上电动车，佘宗港向
着葡萄地出发了。

霜降节气前后，地里已完成了浇水、施
肥，接着还要处理农作物的过冬事宜——葡
萄藤要全部埋到地下。“我们要指导村民，坑
要挖多深，覆土的厚度要达到多少厘米。”佘
宗港介绍“要充分考虑冬季地里的温度，挖得
太深，葡萄藤在地下就发芽了，挖得太浅，葡
萄藤容易冻死。”这位26岁的年轻人，已经对
葡萄种植的技巧非常熟悉，“此前村民大多按
照经验操作，现在有了数据支持，种植也就更
加专业化了。”

曲周县前衙村有 20多年的葡萄种植
历史，多年来，由于连作障碍、病虫害、土
壤不健康等问题，葡萄产业一直无法壮
大。中国农业大学在当地成立前衙科技
小院，指导当地葡萄种植。农业专家测土
化验后发现，这里的土壤质量严重受损。
随后一段时间，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
学院副教授焦小强等教师带着学生们改
良土壤、引入新品种，改变施肥、浇水、轮
作方式，土壤质量逐渐恢复。

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邯郸市曲周县地处黑龙港流域，是典型的浅层咸水型
盐渍化低产地区。200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
张福锁团队在曲周首创“科技小院”，通过把研究生长期派
驻到农业生产一线，让学生在完成理论知识学习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从那时
起，许多农业专家和农科学子，走出实验室、走出校园，把论
文写在田间地头。

秋收之后，曲周付庄科技小院研二学生郭佳旭正在统
计实验地的玉米产量。20多岁的郭佳旭在曲周有 7亩实验
地，“农忙时会有师兄师姐帮忙，平时都是我自己打理。”作
为小麦玉米轮作的地块，实验地今年小麦亩产近 400公斤，
玉米的产量正在统计中。

科技决策要靠数据支撑。秋收后，付庄科技小院的学生在
中国农大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王光州等老师的指导下开展
了取土工作。郭佳旭说：“取完土后，我们还要对土壤样本进行
研磨、烘干等初处理，后续这些样本会寄回学校进一步检测。”

郭佳旭的家在张家口张北县，与曲周县虽然同属河北，
但两地地貌差异巨大。尽管如此，她已适应了现在的工作
和生活方式，“扎根农村，我们把所学的知识与田间的具体
情况结合起来，更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小院集群化发展

一头连着高等学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科技小院为农
民提供了“零门槛、零费用、零时差、零距离”的农业科技服务。

10多年来，科技小院师生在曲周县先后研发或引选高
产高效技术 37项。2024年，曲周县与中国农业大学新建 8
个科技小院，科技小院总数达到 15个，累计培养研究生 200
多名，1万多名农民成了懂技术的“土专家”。

作为传统农业大县，曲周并无资源和区位优势，科技小
院有效缓解了农村人才技术短缺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之
间的矛盾，打通了先进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促进了
高校与农村深度融合、科技与产业紧密联结，成为推动乡村
振兴的有效支点。下一步，中国农业大学和曲周县将围绕
县域农业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通过科技小院
集群化发展，助力科研和产业链融合，培育多学科交叉实用
型人才，打造全国科技小院集群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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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演出1889场次 同比增长152%
到通州看演出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本报讯（记者 池阳）近日，记者从区委宣
传部了解到，通州区创新实施营业性演出场
所审批改革，以“微改革”“微创新”举措为副
中心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增添新动力，取得
了良好成效。

2024年，通州区通过出台《通州区营业性
演出场所审批实施意见（试行）》，支持文化产
业园区、特色文化街区、大型综合商业体、公园
景区等拓展演艺新空间，推进各主体加大演出
内容、空间改造投入力度，吸引更多优质演艺
资源集聚副中心，助力“运河有戏”品牌提升，
10月落幕的“近悦远来 活力通州”2024“运河
有戏”演出季带来了近1300场演出活动。

同时，该意见的出台也优化了审批手续、
提升了审批服务。截至8月，共有5家园区、7
个剧场正在填报营业性演出申请，将进一步
丰富通州区营业性演出场所数量，带动更多
驻场演出与常态化商演。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通
州区共受理经营性演出申请 205 件，累计演
出 900场次（包含环球影城巡演 630场，其它
演出270场）。截至2024年10月底，共受理各
类营业性演出申请279件，同比增长63%。累
计演出1889场次（其中环球影城巡演1037场
次，其他演出场所852场次）,同比增长152%。

据了解，台湖镇是营业性演出场所试点
政策的试行地，政策实施后，台湖演艺小镇营
业性演出场所由国家大剧院舞美艺术中心一
枝独秀，发展成 5 处营业性演出场所各美其
美，带动演艺小镇演出市场蓬勃发展。镇内
的双益发国际文创园依托深改政策，于 2023
年 4月成功通过了园区内演艺中心及月光林
地·爱剧场 2 个演艺空间的营业性演出场所
审批。截至8月，2个剧场举办各类演艺文化
活动共计 180 场，惠及副中心居民六万余人
次。深度合作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开心麻花
剧团、奇幻森林魔术剧团等多个知名演艺院
团，形成良好发展态势。同时吸引了 22家文
化演艺类企业在园区集聚。

目前，双益发国际文创园正在积极筹建6
个全新剧场，着力打造演艺剧场集群，助力台
湖演艺小镇焕发生机活力。

随着政策向全区全面推广，文化产业园
区内适宜空间改造正在火热进行。大稿国际
艺术区正在改造电影院与剧场，希望借助政
策支持打造艺术先锋剧场集群；槐谷林文创
园、东郎文化创意产业园申请音乐空间提升
园区文化消费；梨花渡文创园改造两间小剧
场，聚焦相声、脱口秀业态，打造年轻人打卡
目的地……不仅如此，聚焦“文科融合”的大
唐创业园、肆叁陆园区，聚焦“视听”的新潞运
河文创园、大洲玉文化园、惜客文创园等园区
也在积极丰富高品质演艺内容供给。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近日，城市副中心
印发《台湖演艺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2024—2026 年）》。计划到 2026 年，台湖
镇将不断完善“特而精、小而美、活而新”的特
色演艺小镇形态和功能，全力打造副中心演
艺明珠、数据高地，初步建成独具演艺特色、
彰显文化自信、汇聚多元活力与文化魅力的
演艺文化特色小镇。

《行动计划》明确要构建“1+1+3+N”“演
艺+”“数据×”产业体系。其中，第一个“1”是
以演艺演出为第一核心产业，第二个“1”是以
数据要素为第二核心产业，“3”是以创意创
作、艺术推广、展演交流为三个主导业态，

“N”是配套延伸发展民宿酒店、会展旅游、休
闲农业等多个新兴业态，形成“创意—生产—
传播—消费”特色产业链，实现自我“造血”良
性循环，构建相对完整、独具特色的演艺小镇
全域产业体系。

《行动计划》将未来三年的重点任务纳入
“七链”体系整体推动，分别是：保障重大项
目，完善市政“基础链”；强化龙头带动，做强
演艺“品牌链”；打造示范项目，培育特色“产
业链”；提振集体经济，加速提质“乡村链”；擦
亮绿色名片，激活蓝绿“生态链”；多方合作联
动，共建共育“人才链”；加强招商引资，优化
营商“服务链”，通过“七链”融合发力，多维
度、分层次、全周期精准支持小镇建设。

《行动计划》提出，至 2026年台湖演艺小
镇交通、市政、公共服务设施逐步完善，景观
水系基础性工程、生态治理与景观提升工程、
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深入实施，小镇发展
框架有序拉开，存量工业用地得到盘活利用，
小镇综合承载能力全面提升，演艺文化资源
承接初具规模，演艺全产业链加快培育，演艺
文化品牌初步形成。

“此次台湖演艺小镇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旨在瞄准和放大小镇演艺特色定位的基础
上，紧抓数字基础制度先行区建设机遇，以演
艺小镇高质量发展带动台湖镇全面协同发
展。”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产业促进处
负责人介绍。

至此，副中心“一区一河三镇”（文化旅游
区、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台湖演艺小镇、宋
庄艺术创意小镇、张家湾设计小镇）发展定位
更加清晰，特色更加鲜明，格局更加立体，进
一步聚焦副中心文化旅游、商务服务、科技创
新主导功能，加快培育副中心新质生产力，以
特色发展练就自我优势，以重点区域发展带
动全域提质升级，逐步构建起集原创艺术、演
艺娱乐、主题旅游、休闲度假、购物消费、智能
科技等功能为一体的特色产业链条，形成副
中心中西合璧、错位互补、相得益彰的文旅商
融合发展格局，共同推动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的“巨轮”乘风破浪、勇毅前行。

台湖演艺小镇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发布

副中心将创建演艺明珠和数据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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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作为具有副中心特色的原创剧目，在“运河有戏”演出季期间首演。（资料图）记者 常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