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湖·新规划：
演艺新空间增加活力

台湖·大变化:小镇添了艺术气息

台湖·老记忆:曾经大片的庄稼地

北京东南角，通州与大兴亦庄
交界的台湖，本是一个宁静的农业
小镇。如今，随着国家大剧院台湖
舞美艺术中心入驻，一批老旧厂房
相继改造成演艺新空间，郎朗、陈敏
正等文化名人入驻创作，“演艺”逐
渐变成小镇新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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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种植和图书出版的发展，为台
湖埋下了生态和文化的种子。

2018年底，北京市委市政府高位谋
划实施《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
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为
台湖赋予了演艺特色小镇的功能定位，
与张家湾设计小镇、宋庄艺术小镇一起
形成“众星拱月、串珠成链、各美其美”
的城市空间和功能布局。自此，台湖发
展迎来了新篇章。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入驻
发展，拉开了台湖转型发展的序幕。

每逢周末，都是台湖剧场最热闹的
时候。下午 2点左右，从全市各地赶来
的乐迷满怀对音乐的憧憬，携朋带友、
欢笑入场，期盼与音乐家们共度美好的
艺术周末。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综
合管理部部长孙洋介绍，围绕台湖演

艺小镇“特而精、小而美、活而新”的规
划理念，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既要成为
经典艺术作品技术制作的主要组成部
分，又要努力成为百姓喜爱的文化休
闲打卡地。

“这里正筹备成立台湖舞美艺术博
物馆，观众可以在舞美工坊看到舞台、
服装、道具的制作过程。今年我们还将
与教育部门合作，加大对周边学校的美
育教育辐射，不断丰富艺术普及教育的
形式和内容。”孙洋说。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落
户，吸引了很多艺术资源和文化名人在
台湖集聚发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数
著名钢琴家郎朗。

“能在这里成立工作室感到特别激
动和荣幸，希望未来以工作室为依托，
通过举办大师课等多种形式的公益性艺
术普及活动，让城市副中心的观众感受

到古典音乐的魅力。”郎朗表示。
同样是在两年前入驻台湖的还有

知名服装造型设计师陈敏正以及他的
团队。去年，作为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开幕式服装化妆造型总监，他带领团队
将一个个创意巧思从台湖带到鸟巢，通
过服装设计艺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
的风采，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饱满的精
气神。

冬奥会后，陈敏正又继续投入繁忙
的服装设计工作中，接连完成了电影
《满江红》《陌路狂刀》，电视剧《三体》
《人生路遥》《唐朝诡事录》以及张艺谋
导演的京剧电影《霸王别姬》等影视剧
作的服装造型设计。

陈敏正介绍，他和团队将继续与张
艺谋导演合作拍摄新的项目，努力将精
美的造型和服装设计不断从台湖传播至
全国和世界。

沿着京津高速往东南方向行驶，到
东石村桥盘桥驶入张台路，就进入了通
州区台湖镇。从车流如织的东五环来到
台湖，仿佛一下子按下了静音键，周围
车辆不多、行人很少，一棵棵行道树笔
直地立在路侧，路边“台湖演艺小镇”的
标识牌提示着人们这里是台湖。

一条张台路，串联了台湖镇主要的
演艺空间，包括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台湖演艺车间以及正在改造的
台湖图书城等。但在从前，这里却是大
片的麦地、稻田，甚至连张台路本身也
是庄稼地。对于在台湖工作生活 30多
年的台湖镇农办副主任徐德生来说，台
湖过去最显著的标签就是农业。

农业特色发展的同时，随着 2007年
台湖图书城建成，台湖还是远近闻名的

出版物集散中心，汇集了数百家出版
社、书商企业。出生、成长后又工作在
台湖镇的居民周牧笛回忆，台湖图书城
是小时候每周必去的地方。

“上小学的时候最喜欢去图书城二
层，那里有很多儿童画册。后来上了初
中，就经常在一层看人物传记、小说等
等。”在周牧笛印象里，图书城特别大，

“每天上午 9点多开门，下午 4点多就打
铃清场，总有种逛不够的感觉。记得 9
点开门前总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门口
的水池玩，等着第一时间进去看书。”

别小瞧了这里的农业，过去，台湖农
业的确做出了名堂。比如“番茄联合
国”“稻田蟹”“清水稻”等，都曾是响当
当的品牌。“和北京传统干旱农业不同，
台湖地区自古至今水源都很丰富，北有

萧太后河、东南有凉水河，水源充足、土
质肥沃、土壤深厚，为农业生产创造了
非常有利的条件。”徐德生说。

据调查，早在解放前和新中国成立
初期，台湖地区就有人从海淀地区引种
水稻。由于水稻在产量上比种植玉米、
小麦等旱粮有明显优势，而且在洪涝灾
害面前有更强的适应能力，所以水稻种
植在当地很快推广开来。到上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台湖水稻种植面积已占农
田面积的 80%以上，成为主产作物。

“台湖逐渐形成了水旱轮作、稻麦两
茬的耕作模式，因此享有‘京郊小江南’
和‘鱼米之乡’的美誉。”徐德生介绍，如
今在台湖稻小蟹艺术农场仍保留有 300
余亩稻田，金秋时节一片金黄，稻香蟹
肥，呈现喜人的丰收景象。

一座被艺术改变的乡村小镇

除了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
心，台湖镇还有一批新的演艺空间
正加紧改造升级，这其中就包括曾
经通州人淘书购书常去的台湖图
书城。

按照台湖演艺小镇功能布局，
台湖图书城启动提升改造工程，建
成后将变身演艺创展中心，突出

“创”与“展”两大要素，与国家大剧
院舞美艺术中心等项目形成联动，
增加演艺小镇活力。

目前，图书城内标志性的“8字
楼”外立面已完成更新改造实现精
彩亮相，未来将升级成为台湖演艺
小镇的文化地标性建筑。

改造后，“8 字楼”将作为戏剧
产业综合楼使用，负一层保持原有
设备机房及库房功能，一、二层为
演艺特色会展区，三层为演艺工作
坊，四、五层为艺术创作室，联动艺
术家创作群体，建立创作孵化基
地。

图书城内的B库也刚刚启动改
造，该项目建筑面积约 7万平方米，
将建成集沉浸式表达、观演文化与
活力商业、展览、管理办公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新型文化活动综合
体，包括多功能剧场、展览、商业、
管理及配套设备用房等空间。

在原北发大酒店基础上改造
的北投台湖演艺酒店也是该项目
的重点。目前，酒店已经实现外立
面亮相，内部装修完工，正在进行
项目验收。

北投台湖演艺酒店围绕戏剧
演艺主题设置了丰富的功能空间，
集儿童演艺及其他各种剧目演出
于一体的梦幻剧场可容纳观众 200
余人，201 间客房结合现代设计理
念打造京韵大鼓、戏曲、商务、交响
乐等多主题套房，该酒店开业运行
后将成为台湖演艺小镇首个以戏
剧演艺为主题的酒店。

此外，由过去的养鱼车间改造
而来的台湖演艺车间已取得营业
性演出备案，双益发演艺中心剧场
和月光林地·爱剧场均通过验收取
得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备案，这标志
着台湖演艺小镇在市场化运作方
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北京交响乐
团永久团址已确定落户台湖，演艺
产业和资源集聚效应显著。

“接下来台湖将继续发挥国家
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的功能
和引领作用，不断引进优质品牌项
目和活动，营造演艺小镇的发展氛
围。同时以张台路作为产业发展
主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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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重工、雨润食品厂等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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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展示城市副中心文化魅力的
新名片。”台湖镇党委书记古剑说。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