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北水镇美食街
延长餐饮服务时间掘金“消夏夜经济”

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不少游客在夜游司马台

长城后，还会去山脚下的古北水镇夜市或者深夜食

堂吃些宵夜、纳凉消暑。可以说，夜宵美食已经成

为留住游客过夜的重要产品之一。负责古北水镇

美食街、深夜食堂等相关板块的小吃部经理黄东

辉向北京商报记者介绍，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好转，加上气温逐渐升高，近期游客的夜间饮食需

求快速爆发，就此，古北水镇景区内不仅美食街、深

夜食堂逐步延长了营业时间，而且还单独开设了夜

市，为消费者提供美食主题的夜间消暑场地。

具体来说，黄东辉介绍，目前美食街已经

恢复到平日最晚20时、周末最晚21时的营业时

间，并且将视客流增加情况进一步延长开放时

长。黄东辉表示，美食街结束营业后，深夜食堂

又能“接棒”服务，从每晚8时开始一直营业到

凌晨3时。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古北水镇日前还重启了夜市区域。

慕田峪长城景区
直播+云游 提升长城保护意识

如何保护长城，让公众了解长城的文物价

值，一直都是业界思考的话题。有业内人士指

出，长城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特殊的文化遗产，仅

仅通过在长城景区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除了

线下宣传推广，如何通过互联网来提升长城保

护意识，也是今年来景区在做的工作。

据了解，今年6月13日，围绕长城文化带，怀

柔区就推出以“传播文物价值 全民参与保护”

为主题的慕田峪长城系列宣传活动，展示近年

来文物修缮工程成果，进一步展现长城文化带

的深厚内涵，倡导全民参与长城保护。活动中，

工作人员还向公众发放《文物保护法》《长城保

护条例》《怀柔非遗》等宣传资料。

慕田峪长城旅游服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罗星表示，“今年考虑到疫情防控，我们把很

多活动由线下挪到了线上，同时还通过直播、云

游等方式进行宣传推广，通过这种方式让本地

客人了解慕田峪长城”。

长城文化带

新招频发 企业使出浑身解数揽人气

北京环球度假区
主题乐园辐射周边产生外溢红利

目前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建设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不仅主体结构均已完工，环球影城大酒

店、诺金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度假区、北京环球

城市大道和停车楼也已封顶，而根据计划，北京

环球度假区将于2020年完成各项建设工作。

在前期策划以及建设过程中，北京环球度

假区融合了中国文化元素，使之具有自身的独

特性，如作为整个室内景区打造的功夫熊猫主

题便是北京的独有设施，同时也将最大的小黄

人景区建设在北京。与此同时，为了便于游客今

后到达景区，在规划城市大道时，也考虑到与交

通设施的连接，无论是自驾还是乘坐地铁，游客

都可以便捷地到达，并通过城市大道进入主题

公园。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发展也

将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产生一些外溢红利。据

统计数据显示，良性发展的主题公园或者度假

区给当地社区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当于主题公

园或者度假区收入的15倍，其中还包括对就业

的带动、购物消费的升级以及定居人口的数量

提升。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联动资源优势 强化品牌影响力

自2018年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

开始运行以来，已进行80余场演出，吸引4万余

名观众观看，其中还有不少演出属于公益性质，

这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演艺，培育演艺

生态。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孟京辉

戏剧工作室等也均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

中心进行过作品的创作、排练与合成。截至目

前，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已涵盖演出、

排练、舞美、业内交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持续完善

的过程中，所处的台湖演艺小镇也正在持续建

设，后续也将有更多演艺上下游的资源陆续加

入，形成产业链上的合力。且相较于国内其他特

色小镇，选择以演艺为定位的项目寥寥无几，因

此这也将成为台湖演艺小镇的特色与竞争力。

三条文化带，不仅是北京文化脉络乃至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深度交融的空间载体
和文化纽带。在统筹推进其保护发展，构建历史文化遗产连片、成线的过程中，相关企业也嗅到了商机。多家企
业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为招揽人气、刺激新消费，正使出浑身解数。

大运河文化带

首钢
让文化科技赋能工业遗存

首钢园区已陆续与腾讯演播厅、冬奥云转

播中心、当红齐天幻真乐园、香格里拉啤酒坊、

全民畅读艺术书店、亚太文融、墨甲音乐机器

人、美团无人超市等10余个新项目完成签约。

截至目前，已有25家企业及品牌商户入驻园区，

包括体育类6家、科技类8家、文化类6家、高端商

务服务5家，为园区注入新鲜活力。

高端商务配套项目方面，前期已有星巴克、

智选假日酒店等品牌入驻，带动园区消费。今

年，全民畅读艺术书店、小米线下体验店也将于

10月成型。在首钢园区，科技和文化迸发出创新

的火花。中国文化特色演出的墨家机器人剧场，

将于今年10月在3号高炉与市民见面。而由清

华大学旗下品牌清城睿现打造的“RE睿·国际

创忆馆”落户北七筒4号筒，项目通过5G+8K高

清影像、AI+AR等技术打造数字化沉浸式展

厅，已在7月11日开放试运营。

RE睿·国际创忆馆
聚焦“圆明园IP”开发前景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RE睿·国际创忆馆于

7月中旬正式开馆，《重返·万园之园》数字圆

明园感映交互展也是首个开幕展览，将持续

至年底。

RE睿·国际创忆馆副馆长朱思瑶介绍，展

馆中设有文创区域，以围绕圆明园的书籍、画册

为主，还有版画、文具等内容。文创开发是做声

量，不会占据太大板块，对圆明园的IP开发则是

重点。我们拥有“数字圆明”的版权，在此基础上

外延至版权合作、商业美陈、展览展示等诸多领

域，是我们未来的方向。

“对于RE睿·国际创忆馆，我们不希望它

是一个静止的空间，希望它能够具备更多跨

界可能性。”朱思瑶表示，展馆将通过与全球

数字创意产业链的众创共建，为AR、VR、智

能制造、教育、文创等行业提供极富吸引力的

跨界应用场景，带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

研发。单从展览内容上讲，我们将与冬奥、北

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相结合，推出主题性

的数字展览。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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