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请您谈谈北京市琉璃制品厂的功
能转变过程。

王子铭： 作为传承700余年琉璃烧造历史的
皇家官窑，该厂长期以来一直为故宫、天坛、颐和

园等皇家建筑添砖加瓦。此外，人民大会堂、钓鱼

台国宾馆、毛主席纪念堂等诸多当代建筑的琉璃

构件也多由此厂烧制。这一琉璃老厂还凭借一直

坚持传承的古法烧造技艺于2008年获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后期，由于传统工艺

的环保问题，加之市场因素，厂区琉璃制品的生

产难以为继。为进一步做好传统琉璃烧造技艺这

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扬，金

隅集团在故宫博物院、门头沟区委区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按照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全新定位，

目前正全力开展厂区改造提升工作。

北京商报：请您介绍一下琉璃文化创意产业
园的具体规划。

王子铭：项目总占地面积3.5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约1.4万平方米。在这个园区里，我们将充分

发挥琉璃制品厂官窑的历史地位，借助故宫博物

院的优势资源，深入挖掘其文化价值，将厂区打

造成集琉璃保护性生产、琉璃文化研究推广、琉

璃体验式旅游、文化创意办公于一体的中国琉璃

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北京商报：目前项目的进展如何？
王子铭： 目前园区已完成整体概念设计，正

进入施工图纸设计及相关手续办理阶段，项目得

到了门头沟区政府及各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整

体都在有序推进中。

北京商报：您对产业园的远景有怎样的期待？
王子铭：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北京的金名

片，传承保护好琉璃烧造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是金隅集团作为首都大型国有企业的社会职

责。在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与精雕细琢

下，全新的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必将焕发磅礴

而绚丽的生机，以古闻新、以新传古，实现历史、文

化与产业的有机融合，成为京西亮丽的文化名片。

金隅投资物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子铭：

活化非遗回应老厂区心声

【亲历者说】

通过查阅门头沟区政府网站村镇概览可见，

龙泉镇下设琉璃渠村与琉璃渠社区。门头沟区龙

泉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琉璃渠

一带属于农居混合结构。此外还有村企用地之

别，明珠瓦厂厂区范围土地权属归于金隅集团，

新的产业园即将在此改造重生。

北京商报记者尝试向琉璃渠村书记了解除

了琉璃文创产业园之外，村中其他产业发展情

况，该负责人未做回复。

可以看到的是，与门头沟其他传统村落打造

精品民宿，带动全村脱低与增收的方式不同，琉

璃渠村并不在其列。谈及乡村旅游及乡村振兴发

展，北京旅游学会会长安金明在接受北京商报记

者采访时强调应规范存量和控制增量。“农民就

业就地转化，是存量上的优化。对于企业投资人，

应强化其社会责任，不能过度地使用社会财富。”

古村样本琉璃渠正在“开发”与“保留”的平

衡中前行。像一块试验田，正在推进中的琉璃文

创园面积并不大，但被寄以“以点带面”的愿景。

据门头沟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琉璃文创园

本着小而精定位，以打造“门头沟标杆性产业园”

为目标，期待能够成为以点带面的示范项目，带

动村民就业等发展。

琉璃文创产业园外延则向南辐射至更广的

文旅空间。据门头沟文促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位于琉璃渠以南10余公里处，眼下已有中关村

（京西）人工智能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成型，吸引了

文化与科技企业入驻，也将提升周边产业环境，

联动琉璃文创产业园项目的发展。根据门头沟区

人民政府办公室最新印发的门头沟区文化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意见的通知，明确了“围绕老旧

厂房改造发展文创新空间，打造以中关村（京西）

人工智能文化创意产业园和琉璃文化创意产业

园为龙头的一批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形成一定规

模的集时尚创意、艺术创作、体育休闲等文化体

验的旅游新空间”。

琉璃渠这一看似静止于历史时空的古村落，

正在遥遥地与新科创形成巧妙的连接。而传统的

一面，也将沿着古道脉络，收获回响。在门头沟区

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发布的三条非遗旅

游路线中，琉璃渠村是古道之旅中重要的节点：

游客可以从沿河城村到妙峰山涧沟村，再到水峪

嘴村和琉璃渠村。此外，琉璃渠也将与妙峰山一

带串联打造“妙峰山-琉璃渠民俗技艺传承基

地”，塑造京西妙峰山民俗文化品牌。

古都文化、京味文化、创新文化在北京推进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蓬勃兴起，琉璃渠村也乘此

契机，在回响古今的独特步调中留下乡愁，也不

只有乡愁。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保留”与“开发”间续写乡愁·

琉璃渠村的转型
与文化之城的升级

市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中提出的政府主导、社

会参与，推动非遗活态传承、融入生产生活的路

径前行。“即便是琉璃烧造的非遗传承带头人，此

前薪资待遇也很低，月薪只有3000元。不少人被

迫转战外地，与外地厂家合作。在年轻人看来，这

一工种与社会脱节，没有人愿意学习，使得琉璃

技艺的师承也难以为继。”在中国古建琉璃文化

学者肖永旺看来，“有企业与政府支持，新项目的

落地，有利于复活工种，改善就业。”

一边是即将破土而出的产业园，一边是静止的

古村落风貌。据了解，目前琉璃渠村基本上还是村

民居住功能为主，并没有过多的产业开发。

有村民表示，此前一再听说村中要进行棚户区

或城中村改造，但至今没有实质动作。对此，门头沟

区住建委回复：琉璃渠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北

京市传统村落，属于特色保留村庄。将按照“严格保

护、永续利用”的原则，加强历史文化、传统风貌的

保护和延续，原则上不再进行棚户区改造。

琉璃渠村做种，“历史文化名村”的名头实则

具有两面性。门头沟区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村企开发步调

并不一致，文化产业发展与乡愁记忆需要兼顾。

在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大盘子中，琉璃

渠村是一个绕不开的独特小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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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

《北京城市总
体 规 划
（2004-2020
年）》 首次将
门头沟区确
定为“生态涵
养发展区”

2017年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
再次指明门头沟为
生态涵养区的组成
部分，并且进一步明
确推进三个文化带
的整体保护利用

2020年

《北京市推进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9年-2035年）》：
按照“四个文化”基本
格局，“一核一城三带
两区”的总体框架，推
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和文化产业发
展引领区建设

村域面积

3.5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

2000人
常住人口

4000人
海拔

298米

琉璃文创产业园项目规划

占地35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

北京第一个保留
生产功能的非遗主题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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