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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场内外

跟着代表委员看丰台

推动文化园区提质升级 促进丰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丰台区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郭媛媛

记者：郭委员，您作为主笔人参加了“推动
丰台文化产业园区提质升级 促进区域文化产
业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议题—调
研工作，请您介绍一下调研工作的基本情况。

郭媛媛：我们的调研工作主要分三大块。
一是成立调研组。由区政协副主席冯晓光、徐
朝辉、李世琪任组长，36名委员参加；区委宣传
部、区发展改革委等区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政
协一室负责具体实施。二是调查研究。明确协
商重点，加强协商交流，与区文旅局、投促中心、
文创中心等部门及 3家产业园区开展专题座谈；
邀请部门和调研组先后赴纪家庙双创产业园、
永乐文智园、朝阳区 751园区等开展实地调研。
三是成果转化。我们对普遍性问题和重要意见
建议形成调研报告，撰写社情民意信息 5篇。

记者：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调研工作情况
基本了解。在调研中，丰台区文化产业取得了
哪些建设成效？

郭媛媛：丰台区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
些成效。一是政策赋能增效益。做大做强中小微
文化企业，促进园区集聚发展；文化产业主体创先
争优，加快强链补链延链进程；成立区文化产业园
区联盟，新政策、强组织促进园区形成合力。

二是示范引领强特色。发挥政府组织、引
导、监管和保障作用，用好市级政策资金支持，
打造优势园区品牌及特色园区生态；从运营方
式、空间分布、非公党建、要素配置等开展差异
化园区建设。

三是强化定位育产业。以集聚产业优势、
激发文化动能、释放空间资源、协同区域发展为
重点，不同园区各美其美、活力彰显。

四是重点推进惠园区。开展服贸会文旅服
务专题、丰台文创大赛、惠民文化消费季等，以
重点项目支持和整体营销，打造丰台文化产业
内在活力、外在影响力。

五是人才引进助发展。重视园区高层次人
才引育用，用好“丰泽计划”人才政策，树立文化
行业人才标杆，发挥高层次人才队伍示范引领
作用，园区运营管理团队水平得以提升。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了哪些问题？
郭媛媛：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了四个方面的

问题。
一是规划布局需要优化。重点园区总量、

市级文化园区数量占比较低，仅有 15家重点文
化产业园区、市级文化园区仅 4家；产业类别不
聚焦，缺少如郎园、798园区等头部园区；产业零

散，未形成大规模产业；布局生态单一，业态不
够丰富；未能突出主导产业构建完整文化产业
链，辨识度和相互交流合作不够，产业关联效
应、集群效应等需要增强。

二是内涵结构需要完善。部分园区定位不
清晰，综合潜力缺少深度挖掘，发展规划不可持
续；驻园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较低、竞争力不
强，缺少国内外知名品牌或著名企业进驻；园区
创新研发投入相对不高，缺乏自身“造血”机制；
激活、彰显区域文化禀赋和特质的高质量园区
不多；重大文化项目引入、文化活动举办、文化
资源集聚投入不足。

三是运营模式需要丰富。园区运营同质化
突出，运营模式单一，较多以房租为收入来源，
非房收入占比较低；用以激活企业主体、盘活园
区资源、搞活产业集聚和企业联动、推动园区融
合创新的体制机制不健全；园区运营管理团队
人才不足，专业化程度相对不高；通过园区运营
及创新管理求效益、强效能的水平相对匮乏。

四是效益竞争力需要增强。园区产业资源
集聚、联动、整合效能不高，提供消费者参与方
式不多、场景不够生动丰富；文化产品及消费的
亮点、品牌打造不足，缺少“一园一生态、一园一
沉浸”特色影响力；对周边社区开放及邻近园区
的协同开放、人流联动不足，融入人民群众生活
的多类型、多模式文化体验场景不多，缺少网红
打卡点、文化活动热点等消费场景的深度开发
与营销。

记者：针对上述这些问题，调研组提出了哪
些意见建议？

郭媛媛：我们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以下建
议。一是政府规划和政策实施要提质升级。顶
层设计层面，提升文化建设的认识，将文化事
业、文化产业发展放进区政府年度重点工作清
单；政策制定层面，用好政府战略规划设计、产
业政策制定、资源调配、公共文化服务基础保障
等职能工具，推进文化产业园区总体建设，加快
推进“城市更新+产业焕新”老旧空间转型文化
产业园区进程；园区布局层面，聘请行业专家、
知名企业家、著名文化人等组成文化产业发展
专家顾问团，参与产业规划，丰富传统精品文
化、特色品牌文化、新兴未来文化等业态，以戏
曲文化、航天科普等为特色，优化产业生态布局
和园区产业结构；具体实施层面，出台《丰台区
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试行）》实
施细则，增强政策资金工具使用能效，搭建开

放、便捷助企平台。
二是园区存量建设与增量发展要提质增

效。建设理念方面，以“大文化”理念推动“‘文
化+’各类产业+公共文化空间+社会服务提供+
线上线下方式”园区建设，加速布局智慧化园区
建设，形成产业孵育集聚；引流企业方面，强化各
园区特色定位、主营分类要求，设定必要入园标
准和流程规范，加强引入企业与园区定向选择质
量，对优质品牌及与园区产业特色契合度高的企
业引入给予特殊待遇；产业内容方面，应以产业
链联动及上下游渗透，实现与旅游景区、重点商
圈、特色街区及主题活动等联动，增强园区企业
要素重组、功能叠加和产品迭代能力，促进文化
创意生产、传播、流通和消费等环节、链条更好融
通；建设导向方面，以文化、科技有机融合，引导
园区及企业建立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等
文化创新技术矩阵，培育文化、科技融合新业态。

三是园区运营与管理要提质增效。运营体
制方面，强化园区管理主体第一责任人制度，评
价园区运营绩效，制定并实施专门奖惩制度，发
挥其在资源整合、企业孵化、产业集聚、效益获取
等方面的主动性；管理团队方面，引入符合高质

量发展阶段要求的成熟运营团队，对园区管理、
服务等进行改造升级；运营品质方面，支持企业
在产业生态、场景运营、品牌打造、人才培育等方
面进行有效管理和创新服务，构建个性化定制服
务、品牌授权等创新模式，促进特色品牌培育；运
营成效方面，强化综合运营专业化、市场化水平，
吸引优质文化企业入驻园区，建设特色鲜明、产
品丰富、效益优良、群众喜爱的优质园区。

四是园区融合发展与消费要提质增效。产
品提供方面，推动园区与传统文化、区域人文特
色、日常生活结合，提供新产品、满足新需求、引
导新消费；空间场景方面，支持文化园区配套建
设如实体书店、艺术空间、博物馆等公共文化空
间，与城市发展、社区建设、市民生活深度对接，
形成园区、街区、商区、社区“四区”联动；顺应消
费方面，强化智慧化园区应用内容和文旅等融
合，策划、植入文化活动，做好沉浸、体验文章，
联动开展园区传播；环境氛围方面，加快设施建
设、产业配套和周边环境治理。

总之，我们在当前“文化+”的时代，通过上
述措施的实施，能够更好地促进丰台区文化产
业园区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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