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香古色的印章样式品牌
标志， 张力十足的卢沟石狮标
识……近日，“汇聚英才之智 点
亮丰台服务” 丰台区营商环境品
牌 “广招英雄帖” 征集活动成果
公布， 一批别具风格、 彰显丰台
特色文化元素和创意的品牌名称
亮相， 拉开丰台区营商环境品牌
建设序幕。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
生态土壤， 作为区域发展软实力
的重要体现，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是丰台区发展的关键变量。 丰台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副主任闫鹏介绍， 为打响丰台营
商环境品牌， 2023年12月， 丰台
区举办了征集活动， 邀请全国良
才参与丰台区营商环境品牌建
设，赋能丰台营商环境品牌建设。

活动期间 ， 来自北京 、 天
津 、 广东 、 福建 、 贵州等省市
104个申报主体提交了参加征集
活动的333件作品。 共产生综合
奖一等奖作品1个、 二等奖3个、
三等奖5个， 最具品牌 “丰采奖”
作品、 最具视觉效果奖作品、 最
具创新思路奖等单项奖各3个。

“印章是责任 、 信用的体
现， 我们觉得， 以印章的形式可
以突出丰台全心全意、 有保障、
讲信用、 高效且专业的营商环境

特点 。 在这枚印章中 ， ‘丰 ’
‘商’ 二字下方是一组翻滚跳动
的浪花， 既是花乡的鲜花， 也是
北京母亲河永定河的浪花， 他们
共同托起丰台的营商环境。” 综
合奖一等奖获奖代表、 宾臣国际
代表魏红雁阐述着他们的 “丰宜
商” 的设计理念， “丰宜商” 凝
聚了丰台区的文化底蕴和发展理
念， 寓意着 “丰泽合宜的营商沃
土”， 它是丰台区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丰台区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
的承诺， 希望它能成为丰台营商
环境一张亮丽的名片。

一只由红黄蓝三色组成的狮
子状标识吸引了众人目光。 “我
们的设计以卢沟桥石狮子为原
型， 围绕品牌名称 ‘亿企丰发’
展开， 融合 ‘丰’ 字线条营造出
动态的视觉张力， 传递出欣欣向
荣、 蓬勃发展的美好寓意。”

“本次营商环境品牌征集活
动是落实全区倍增追赶、 合作发
展要求的一项实践， 丰台区将在
获奖作品基础上进一步综合提
升， 推出丰台区营商环境品牌。 ”
闫鹏介绍， 丰台区将持续营造重
商、亲商、安商、稳商的良好氛围，
促进企业在丰台能办事、快办事、
好办事、办成事，为区域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本报记者 宗晓畅/文 彭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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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城市副中心举行 “瓣
瓣同心向未来” 京津冀协同发展
十周年主题采访 “乐游乐活新风
尚” 专场， 邀请媒体走进宋庄艺
术创意小镇、 张家湾设计小镇和
台湖演艺小镇， 展示副中心在文
化建设及构建文化和旅游发展空
间格局方面取得的成就。

宋庄艺术创意小镇： 汇
聚丰富艺术资源

游宋庄、看展览、品艺术……
历经30年的聚集与发展， 通州区
宋庄镇已成为当前世界规模最
大、 艺术家和艺术场馆最密集的
艺术区。 “中国·宋庄” 已发展
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文化艺
术IP。

1994年， 以方力钧、 栗宪庭
为代表的先驱艺术家走进宋庄，
自此种下了自由艺术的种子。 目
前以小堡画家村为核心的小堡艺
术区， 集聚艺术家达7000人。 艺
术家 “老、 中、 青” 梯度完善，
促进非遗、 传统水墨画和新国潮
等艺术技艺接续传承。 专业水平
造诣深厚， 李可染画院、 中国书
画文化发展促进会成功落户于
此。 艺术格局交融碰撞， 当代艺
术与传统艺术交相辉映 ， 美术、
书法 、 雕塑 、 音乐 、 陶瓷 、 舞
蹈、 文学、 影视等艺术元素均有
不同程度聚集。 漫步宋庄， 可以
尽情感受多样的艺术门类， 与艺
术家面对面沟通交流。

宋庄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宋
庄现有3000平方米以上的美术馆
和艺术展馆35家， 画廊艺术机构
78家， 艺术家工作室5000个， 艺
术类企业 2600余家 。 荣宝斋画
院 、 树美术馆 、 上上国际美术
馆、 宋庄美术馆享誉中外， 北京
祥体育博物馆、 声音博物馆、 北
京珐琅艺术博物馆被列为北京市
类博物馆培育试点单位。 未来，
宋庄将尽快建成旗舰美术馆、 巴
林石博物馆 、 元亨利红木博物
馆， 打造布局合理、 特色鲜明的
艺术场馆体系。

张家湾设计小镇： 推动
文旅商融合发展

张家湾设计小镇位于城市副
中心东南部， 是六环路 “创新发

展轴” 和大运河 “生态文明带”
空间紧密联系的片区， 也是 “城
市绿心” 向南拓展的组团。 张家
湾设计小镇的前身是张家湾工业
开发区。 2019年12月， 小镇规划
建设全面启动， 进入了从传统工
业开发区向现代产业园区转型的
新阶段。

2019年规划建设以来， 张家
湾设计小镇在城市更新、 产业发
展上稳步推进 。 截至 2023年 12
月， 在企业聚集方面， 设计小镇
重点地块新增注册企业累计506
家， 初步形成了各类企业加速聚
集的态势。 同时， 新建项目北建
院、 北咨公司总部项目都已开工
建设并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 设计小镇聚集了一批
优秀的企业， 他们积极作为、 主
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整体战
略。 比如市级 “专精特新” 企业
人加智能机器人技术 （北京） 有
限公司， 去年迁址到副中心， 入
驻张家湾设计小镇元宇宙应用创
新中心。 企业很早研究布局北三
县， 2020年将协作工厂搬到三河
市， 推进京津冀联动。

未来， 张家湾设计小镇将继
续落实 “设计小镇、 智慧小镇、
活力小镇” 功能定位， 发挥 “创
新设计+城市科技” 两个主导产
业的引擎作用， 持续打造国际设
计与文创产业聚集区、 存量资源
再利用创新示范区、 智慧科技绿
色健康生活体验区。 “我们将在
办好北京国际时装周、 北京国际
设计周和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现

有三大品牌活动基础上， 促进时
尚设计与商业品牌相结合， 推动
文旅商融合发展， 打造品牌消费
节 ， 形成城市副中心消费新亮
点。” 刘秀杰说。

台湖演艺小镇： 打造城
市副中心文化地标

台湖镇位于城市副中心与亦
庄新城间的楔形绿色廊道内， 随
着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入驻， “演艺” 逐渐成为小镇的
新名片。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
术中心运营负责人介绍， 今年5
月的台湖爵士音乐节， 将利用园
区资源在原来2个演出场地的基
础上再增加3个， 5个表演场地、
20余支国内外乐队预计吸引客流
翻一倍。

据了解， 为推进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和首都 “四个中心 ” 建
设 ， 助力打造首都 “博物馆之
城”， 国家大剧院通过 “剧院+博
物馆” 的跨界融合， 在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打造了国内首家集设
计、 制作、 研究、 交流、 收藏、
展陈于一体的活态舞美主题博物
馆。 此博物馆是北京市第215个
在册博物馆 ， 在2023年5月18日
揭幕。 博物馆依托国家大剧院国
家级艺术殿堂的优质资源， 整合
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在国际舞台美
术行业及舞台表演艺术领域的功
能优势， 将舞台艺术演出、 舞美
创意研发、 艺术普及活动、 国际
交流合作、 舞美集成仓储等功能
深入挖潜。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打造新地标 擦亮新名片

春季开学季， 为护航学子们
“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密云区
市场监管局提前谋划、提早布置，
对全区113所中小学、 幼儿园食
堂开展全覆盖检查， 排查食品安
全隐患，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

执法人员对学校食堂的操作
间、 消毒间、 备餐间、 面点间、
食堂库房等设备设施和卫生状况
进行详细检查， 并查看了学校食

堂食品经营许可证、 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是否有效， 进货台账记录
是否规范， 食品存放是否符合贮
存条件， 库房是否存有过期食品
等。 在食堂库房， 执法人员提醒
食堂负责人仔细清查食品原料使
用期限， 做好先进先出和批次管
理， 杜绝使用过期、 腐败变质等
不合格食品及原料。 同时， 对检
查发现的食品安全隐患， 要求立

即整改， 切实消除风险， 保障师
生用餐安全。

此外， 密云区市场监管局联
合区教委， 组织全区所有学校食
堂工作人员共计260余人开展集
中培训， 对各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进行部署安排， 要求各学校把食
品安全工作作为重中之重， 加强
内部管理， 守牢校园食品安全底
线，保障学校师生用餐安全。

□本报记者 余翠平城市副中心三大特色小镇勾勒文旅新期待
丰台区营商环境品牌征集活动成果亮相

密云区学校食堂检查覆盖率100%

近日 ， 记者从昌平区了解
到， 昌平区文化产业进入新的快
速发展阶段 ， 通过加强顶层设
计、 完善发展数据、 解决人才落
地 、 强化园区建设 、 推进 “文
化＋” 融合发展等措施， 加大文
化产业融合力度 ， 取得积极成
果。

昌平区文化创意产业门类较
为丰富， 2023年， 昌平区共有规
模以上文化产业单位99家， 占全
市总量的1.7%； 实现收入192.6
亿元， 同比上涨16.2%， 规模以
上文化产业单位实现利润总额
18.8亿元 ， 同比上涨 34.3%。 目
前， 现有注册文化企业单位1万
多家， 其中活跃的5000多家。 在
园区建设方面， 现有腾讯众创空
间 （北京）、 宏福文创园、 宝隆
艺园3家市级文化产业园区和中
影年年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 有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储备
园区10多家。

作为本市重点打造的创新产
业带和高精尖产业主阵地， 昌平
区具备独天得厚的产业、 文化和
人口资源优势， 吸引文化企业不
断迁入， 文化产业发展活力和动
能持续增强， 区域文化服务、 文
化活动更加活跃。

位于未来科学城的讯飞幻境
是一家创新驱动的Web3.0元宇

宙科技企业， “昌平聚集了一批
高水平科技公司， 汇聚了一批顶
尖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和全产业
链聚集态势， 这都是企业未来发
展的强大动力。” 讯飞幻境相关
负责人表示。

目前， 昌平十三陵、 兴寿、
小汤山等镇都有文化产业发展方
向和目标 ， 有容纳特色文化企
业、 产业集群和文化园区建设的
空间承载资源。 位于小汤山镇的
北京御笔坊文化园是一个集传统
毛笔开发、 传承毛笔技艺等为一
体的传统手工企业。 “御笔坊”
入驻昌平区小汤山镇以来， 开展
传统文化、 非遗文化传承、 文艺
演出、 阅读推广等公益性文化服
务活动， 每年有近5万人前来参
观学习， 不断提升区域文化品质
和城市文化内涵。

据了解， 昌平区已建立文化
企业、 老旧厂房和闲置空间以及
文化人才三本台账， 在丰富政策
落地 、 聚焦园区建设 、 项目落
地 、 企业服务 、 人才培养等方
面， 即将出台 《昌平区推进文化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
昌平区文化产业园区、 文化和科
技融合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
与市级现行办法形成衔接， 引导
规范昌平区文化企业、 文化园区
集聚发展。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文/摄

绷紧“食安弦” 护航“开学季”

昌平区推动文化产业迈上“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