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提到夜经济，人们第一反应一定会是三里屯、国贸
等商圈， 那里的灯红酒绿、 车水马龙映衬出大都市的繁华与喧
嚣。而宋庄，一个坐落在北京六环外，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夜晚
有着不一样的声音。每当夜幕降临，宋庄也迎来属于它的独特时
间。餐馆、艺术工作室遍布在宋徐路的两旁，或许不够喧闹，但每
个个体都能在这里寻得安定。

餐饮服务是夜间经济的重要一环， 宋庄的餐饮业态布局在
逐渐完善。北京商报记者查询了解到，在宋庄小堡村注册的餐饮
企业近300余家，涵盖了各地的特色美食及一些网红咖啡厅、茶
馆等。其中不乏“69艺术餐饮”、“菜园子艺术餐厅”等创意餐厅，
时常还会引来明星打卡。

一位在宋庄长期居住的内蒙古小伙巴图对北京商报记者
表示，“宋庄有很多好吃的餐厅，还有不少艺术家‘兼职’开了
自己的艺术餐厅。在吃方面，如果你愿意找，每天都可以吃得
不重样”。

由于父母都是从事艺术行业的原因，巴图在很小的时候
就跟随父母来到了宋庄，对于宋庄的变化，他补充说：“我从
小就和爸妈来到了这儿，以前晚上想出来和朋友出来吃饭还
得到处找地方，而且店铺很早就打烊了。但是现在宋庄与之
前相比繁华了很多，有很多餐饮都营业至凌晨，晚上经常会
和一些朋友找个饭店，一块儿喝着小酒，探讨艺术创作方面
的灵感。”

文娱活动对拉动夜间消费有着关键作用。 北京商报记者了
解到，目前宋庄区域内有美术馆30余家、博物馆3家、画廊100余
家、艺术家工作室5000余家、村史馆1家。其中，小堡村的村史
馆、村陶艺馆、国中美术馆、艺术盒子等地每晚都会吸引不少市
民。在活动期间，部分场馆都会延长营业时间。夜间文化加餐饮
娱乐，让宋庄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夜间消费模式。

荩荩 小镇夜市正在形成

实际上，吃喝仅仅是夜经济中的一部分。除了吃喝之外，作
为以文化艺术而闻名的宋庄，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理应更加
丰富起来。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也发现，在基础的餐饮需求上，宋庄
毫不逊色，在核心区域小堡村的主街两旁，各类餐饮门店遍布，
不仅能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各类创意餐厅更能让前去宋庄
游玩的游客耳目一新。小堡文化广场上，聚集着大量的居民在此
进行休闲娱乐活动。

除此之外，宋庄在其他文化艺术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缺
乏的。例如，发展以传统文化生活体验、潮流艺术弹性空间、
体验性商业、特色餐饮等共享体验式文化消费体验。让远道
而来的游客在白天游玩之后， 享受一顿具有文化气息的晚
餐，能够继续感受宋庄的夜晚，以此充分融入并体验当地的
特色文化生活。

据介绍，宋庄镇政府现已完成初步调研筛选，选定具有“宋
庄文化特色”的小堡村为试点，计划对该村域的村委会前的“美
食街”、“艺术街”、“艺术展馆街”进行提升改造。同时，还将对该
区域现有的艺术餐厅、体验馆延长营业时间。在现有夜间活动内
容基础上，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夜间艺术集市，丰富夜间消费内
容。未来，将会建立艺术家党支部，并将部分艺术场馆联合起来，
举办一些艺术论坛、沙龙等活动，丰富当地居民及来到宋庄的游
客的夜间生活。

此外，一些先天条件的因素导致宋庄地区的软硬件设施无
法与城区相比。但是，公共设施配套的完善、夜间交通保障等方
面都时刻影响着夜间消费的发展。

对此，宋庄镇政府正联合多部门针对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提
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给百姓打造一个方便、舒适、安全的消费
环境，同时也给商户打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

北京的东部，温榆河与潮白河之
间， 有着一片因艺术而闻名的土
地———宋庄。早期，因为一批艺术家
的到来， 为其刻上了艺术的烙印。现
如今，宋庄已然成为国内最大的艺术
家聚居区，坊间称其为“画家村”。伴
随着人流的聚集，消费需求自然也由
低级向高级转变。与三里屯、王府井
等夜经济繁荣区域相比，由于地处远
郊，导致宋庄地区夜间繁荣度还处于
沉寂状态。为推动宋庄地区夜经济发
展， 宋庄镇政府在夜间营商环境、丰
富夜间消费内容等方面推出众多举
措，一一破解当前痛点。与此同时，以
文化、艺术为商业发展之翼，注入宋
庄“艺术文化”底蕴，逐渐形成个性十
足的镇域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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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 艺术为商业发展
之翼，注入宋庄‘艺术文化’底
蕴， 逐渐形成个性十足的镇域
夜经济。

通州宋庄：画家村的商业十二时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