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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剧重播不及预期“王心凌热”降温

引入名校资源、打造中国药谷 北京城南地区站上发展高地

近日，在“城南地区高质量发展”主题采访中，北京市发改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城南行动计划实施五年来取得了显著成就。五年

来，城南地区生产总值由2017年的4572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

6956亿元，增长52%，产业结构从一般制造业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智

能制造全面转变。在过去五年里，城南地区不断引入名校资源、打

造中国药谷，建设千亿产业集群，在发展短板不断补齐、发展格局

逐步清晰的背景下，城南地区正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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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年老剧再登荧屏

自“王心凌热”散发以来，《爱上查美乐》

《微笑Pasta》等老剧重播的呼声便不时出现。

而在观众的期待之下，如今2011年首播、至今

已过去11年的《爱上查美乐》真的重新出现在

电影荧屏上，再次与观众见面。

《爱上查美乐》6月13日重播的消息初现

时，一度引发热议。据微博平台的数据显示，6

月13日当天，话题“爱上查美乐今天重播”一

度冲上热搜榜，当日的阅读量超过8000万次，

有不少网友留言称“爷青回”。截至6月15日，

经过连续三天的播出，网友在观看重播的同

时，也依然留言讨论。

但从电视端的实际收视情况来看，《爱上

查美乐》虽实现一定热度，但距离高温仍存在

一定距离。据酷云EYE的数据显示，6月13日

重播首日，《爱上查美乐》的直播关注度为

0.3925%，在全国播出的电视剧中排名第12

位。随后在6月14日，该剧的直播关注度则为

0.3575%，排名降至第16位。

电视评论人孙禹认为，作为重播剧，《爱

上查美乐》的热度无法与新剧相比较，同时该

剧重播的时间为下午，未处于人们空闲时间

更多的黄金时段，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

剧集重播的效果，直播关注度不及晚间播出

的电视剧。

热度不复初期

回顾综艺《乘风破浪3》开播之初的场景，

“王心凌热”瞬间爆火，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

等各个渠道，均是王心凌的身影，热搜话题不

断。如今，“王心凌热”虽在持续，但热度渐渐

不复初期。

从微博热搜话题中可以发现，尽管近段

时间仍不时有与王心凌相关的话题出现，但

远不及《乘风破浪3》开播时，王心凌可以凭借

10余个话题霸占热搜榜时的情景。与此同时，

在QQ音乐等平台的热歌榜上，一首《爱你》曾

在综艺开播初期的两周时间里持续登顶首

位，并连带着其他王心凌推出的歌曲再次热

度上升，而自第三周开始，《爱你》的排名逐渐

有所下滑。

另据百度搜索指数显示，以“王心凌”

为关键词，其搜索指数在5月24日以

897577达到顶峰。此后，该关键词的搜索指

数逐渐下滑，截至6月14日，搜索指数已降

至50000以下。

“王心凌热度爆发初期的原因在于抓

住了与受众共同忆青春的契合点，并结

合综艺节目的制作将效果进一步放大，

产生热度瞬间爆发的情况。但在最初的

热度过去后，后期维持热度便无法再继

续通过忆青春的手法，反而是需要让人

们看到更多与过去不一样的吸引点。”孙

禹如是说道。

再造新鲜度引流量

尽管与初期相比，“王心凌热”的高温慢

慢有所消退，但也维持着一定的热度。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乘风破浪3》

陆续更新的节目内容外，与王心凌相关的健

身话题也吸引着粉丝，同时王心凌所穿的服

装也有粉丝在追求同款，并在社交平台上晒

出截图。但与最初的流量相比，则存在着一定

差距。

孙禹表示，新鲜感是人们持续追求的，这

也可以算作是一种本性，“无论何时，人们都

不会仅围绕着过去驻足，在满足了回忆青春

的需求后，终究是要看到更多新东西，也就是

追求新鲜感”。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实际也是艺人出道

后需要注重的领域，尤其是在信息分外繁杂

且更新速度日益加速的当下，人们每日接收

的信息量大且快，除非重大事件，否则很难留

下较深的印象，而类似同样的事件则时间渐

长后也会让人们产生疲劳，因此需要艺人乃

至于作品通过持续不断创造新鲜感来刺激人

们的关注度，从而带来流量与热度，同时更要

通过真正的优质作品，无论是音乐作品还是

影视剧，抑或是出演综艺等其他类型的节目，

来稳固自身的事业发展，而不是只停留在一

时的热度上。

北京商报记者郑蕊

一首《爱你》，让一波“王心凌男孩”跳了出来，更让“王心凌热”持续扩散。而在当下，由王心凌出演、自首播已

过去11年的老剧《爱上查美乐》又重新出现在电视荧屏上。重播首日，《爱上查美乐》登上热搜引发热议，而雷声大

雨点小，据酷云EYE数据显示，该剧播出后的直播关注度排名在单日播放的电视剧中未进前十位，不复“王心凌

热”曾经的高温。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相对于城北，北京城南一度是教育洼地。

2016年初，王教凯调入北京二中亦庄学

校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我从海淀过来又是

从人大附中来的，一开始心理落差很大，因为

当时经开区的教育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的”。但

在人大附中联合总校校长刘彭芝的鼓励和支

持下，王教凯陆续把人大附中的优质教学管

理经验带到亦庄。

2017年夏天，在经开区管委会和大兴区

政府的共同指导下，原亦庄中学合并入北京

二中亦庄学校，形成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学校（以下简称“人开学校”）南北校区

的最初雏形。2017年10月30日，人开学校与人

大附中联合总校签署联合办学协议，人开学

校正式成为人大附中教育集团的一员。“一大

批学生穿上了人大附中的校服，使得区域内

的教育充满了活力”，据王教凯回忆，学生和

老师们当时的内心都很激动，而随着学生成

绩逐年提升，经开区的老百姓也非常高兴。此

后，人开学校的老师定期前往人大附中本部

进行调研、参加培训。

近年来，人开学校中高考捷报频传，高考

平均分在北京市名列前茅，全区高考前两名

连续两年出自人开学校，该校2019年高考个

人最好成绩位列北京市理科第三名。

王教凯表示：“我们对于学生巨大的提升

力和塑造力赢得了老百姓的口碑。学生成绩

的显著提升不仅仅是因为挂上了人大附中的

招牌，还得益于学校利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的地域优势，建立‘科技领先’的战略目标，

全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教育。”如今，人开学校

已经成为一所集小学、初中、高中及国际高中

为一体的十二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在校生

6000余人。

人开学校的到来只是城南地区引入优质

教育资源的一个缩影，导入优质资源，让民生

幸福更有厚度，是城南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保

障提质增量的重点规划。教育方面，城南地区

通过与名校签约合作办学、落地市统筹特色

优质学校等多种途径，加快引入优质教育资

源。随着人大附中丰台学校、北理工附属实验

学校等14所学校建成启用，北京第五实验学

校将于2022年9月开学招生，城南地区在过去

五年共新增中小学学位4万个以上，优质教育

资源持续注入。

从“医药基地”到“中国药谷”

位于城南地区的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是

全国著名的“中国药谷”。

2006年刚刚入驻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时，

这里还不叫“中国药谷”。据北京以岭药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志广回忆，作为以岭药业的

北京分公司，选址既要考虑到和位于石家庄

的总部沟通顺畅，也要考虑到所在园区的政

策支持和产业协同。而位于大兴区的生物医

药基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当时来的

时候，附近交通并不发达，也没有大兴机场，

没想到如今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过去的五年里，大广高速、地铁4号线开通和

大兴国际机场通航等，为大兴区乃至整个城

南地区吸引人才和知名企业的入驻提供了公

共交通的保障和各项便利条件。

“在市区管委会以及委办局的支持和指

导下，从我们进入园区以来，就一直给予我

们一站式的服务。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们

北京以岭药业的年产值从最初的1.55亿元

提高到去年的31亿元。”张志广认为，企业的

发展与政策大力扶持密不可分，“尤其是

2020年疫情以来，我们作为疫情防控药品

的生产企业，市区管委会以及产业园对于我

们的资金支持，帮助我们升级改造制药车

间，提升产能近两倍。”作为大兴生物医药基

地的园区企业，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科兴

中维的疫苗等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大兴生物医药基地总经理申海成透露，

作为国家级生物医药专业园区，近五年来，中

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以创建

科技创新区为立足，支持企业开展创新药物

研究开发、大品种工艺提升改造，拥有上市产

品622个，在研产品232个，一类新药28个（5个

已上市，23个进入临床），国家创新医疗器械

16个（9个已上市，7个进入临床研究），为大兴

生物医药基地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药谷”，打造国际化生命健康领域创新型产业

化高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园区聚集了中国食

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等12个国家级院所，科兴

中维、热景生物等159个高精尖项目，经过多

年夯基垒台，2021年迎来爆发式增长，提前

跻身千亿级产业集群。

从“打基础”到“筑高地”

2009年11月6日，北京市出台《促进城市

南部地区加快发展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城

南行动计划”），将北京城市南部地区作为本

市未来发展的重要空间和京津冀区域合作的

门户通道。城南由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

北京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第一阶

段城南行动计划（2010-2012年）平均每年完

成投资800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占比63%、产

业占比15%，而到了第四阶段城南行动计划

（2021-2025年）时，平均每年投资1000亿元，

产业投资占比超过50%，基础设施投资占比

16%。从投资结构上可以看出，城南地区由打

基础、补短板阶段，全面转向筑高地、上水平、

产业加快落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全市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投到城南的比重由30%增加

到36%。

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城南地区涌现出

了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高端汽车、产业互联

网、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千亿级

产业集群，培育了智能制造、新材料等若干个

百亿级产业集群，产业发展由企业简单聚集

不断向集群创新、转型跨越转变。以经开区为

例，高端汽车是经开区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

布局了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车以及燃料

电池产业，已形成以奔驰、北汽新能源等为龙

头，以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等创新型

研发机构为代表，以百度阿波罗公园自动驾

驶基地、小马智行等智能网联翘楚企业为依

托的产业集群，成为经开区乃至全市经济增

长的强劲引擎。

过去五年来，城南地区生产总值由2017

年的4572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6956亿元，增

长52%，占全市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第三产

业占比提高5.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由5570亿元增长到9063亿元，增长63%，产

业结构从一般制造业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智能

制造全面转变。

如今，城南地区综合承载能力明显提升，

发展高地逐步显现，发展格局逐步清晰。随

着第四轮城南行动计划的进行，城南也将抓

住“两区”“三平台”重大发展机遇，充分发挥

资源集聚和空间承载优势，积极承接更多首

都功能，激发南部地区发展的巨大潜力，打

造具有吸引力的首都发展新高地和新的增

长极。

北京商报记者程铭劼
图片来源：市发改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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