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5 日，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妙应寺，该寺因院内白塔又得名白塔寺。2019 年 6 月，

该寺对中路文物的古建筑进行修缮和彩画保护。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7 月 25 日，北京东城区颜料会馆，一名京剧演员在观众席间表演。该会馆的表演以民乐为主，融合戏曲、舞蹈、器乐演奏等演出形式，汇聚了北京演艺集团各院团的优秀中青年力量。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7 月 15 日，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内大街的妙应寺，兔儿爷原型的文创产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铁 凝：

新时代铸就文艺高峰，作家
艺术家不仅要成为时代灵敏的观
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也要成为
时代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把自己

的心、自己的生命投入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让文
艺的声音在人的心灵中回响。北京拥有丰厚的文化
土壤、深沉的历史脉动、活跃的文化生活、蓬勃的
时代活力，在北京这个创造空间和盛大舞台，在这
伟大的新时代，必定能造就新时代的文艺大师，铸
就新时代的文艺高峰。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
学院院长范迪安：

我们中国文化在艺术创作的
历史上源远流长，也留下了各个
时代的文艺精品，成就了我们中
国文化的一座座高峰，所以文艺
精品是一个时代艺术创作高峰的

标志。新时代的文艺精品，要做到思想精深、艺术
精湛、制作精良，这些都指向作为新时代文艺发展
所需要达到的目标、高度和水平。

美术的精品要能够充分定格时代精神，塑造典
型形象，创新视觉图式，体现精彩笔墨。

这些年美术界着重在两个大的主题类型上抓文
艺精品的创作：一是反映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特别
是党的历史中那些最重要的事件、情节、场景和典
型人物；二是着眼于当下，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的新
建设、首都的新发展。

北京那么多重要历史事件、历史故事、典型人
物，还需要我们美术界继续用浓墨重彩来表达，我
们要继续精雕细刻每一件作品，真正为我们民族和
国家留下可观可赏的视觉画面。

作家王蒙：
好作品应包括时代性、经典

性、创造性。
第一是时代性。我们正生活

在中国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同
时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因

应着世界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局。这个时候中国的
发展本身和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中国故事，
给文艺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关键在
于我们能不能关注、热爱，而且还能够分析研究这
个时代。

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又有每个人的个性和特
色。我们既有重大的那些“国之大者”的事件，又
有细小的生活的琐碎细节，难忘的一个一个镜头、
一个一个瞬间。如果我们本身缺少对它的注意力、
对它的关心、对它的投入，仍然搞不出有时代性的
东西。

第二是经典性。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经过
了千年百年还站得住。我们是一个文学艺术的大
国，谈到文学，我们就会想到楚辞、汉赋、唐诗、
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时代都为祖国、为
后人、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文艺的瑰宝。

娱乐性的小段子或者手机上几秒钟 （碎片内
容） 也是文艺，也有好内容。但是，真正留在历史
上的，只能是其中最好的。

第三是创造性。创造性是指文艺的想象力、文
艺的形象思维。

文艺是从生活当中来的，但是文艺并不仅仅是
生活的复制，并不仅仅是一面镜子，你有什么我照
出什么，必须得有想象力、幽默感，有深情、深
思、热爱、投入、恋恋不舍，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愿
望，希望有把我们人生最难忘的东西能够表现出来
的作品。

通过自己的想象，比生活还往前走一步，比生
活还往深里挖一步，比生活还要更浓缩，比生活增
加一种精神的力量。

作家梁晓声：
我经历过一个时期，总想通

过文学作品向别人证明自己是有
一些才华的，也总想伪装出思想
非常深刻的样子，但是，当我面
对稿纸和自己笔下人物的时候，

写作是会“打架”的。一方面觉得应该用力去刻画

好他们，另一方面又觉得我的才华呢？我的思想呢？
往字里行间的哪里去摆？在 50 多岁之后，尤其是在
创作《人世间》的时候，就从自己的头脑中比较彻底
地排除掉（这种想法）了。排除掉之后，我觉得写作变
得相对纯粹了，就像绘画者用笔为自己所熟悉的一
些人物画素描，要认真、虔诚。

我多年从事现实主义创作的过程中，对于现实
主义有了更多理解，它不仅仅是镜子，不仅仅是写
人在现实中是怎样的。所有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那些作家都在努力通过作品向世界传达人在现实中
应该怎么样，我们能不能做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文
学作品和现实社会、和人的一种关系。明白了这
点，创作会有小小的进步。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
什么叫精品？纵向和横向交

叉点，你在哪个点上？
纵向是什么？我们的老师、

前辈，我们历史中先贤创造的水
平，你是不是齐肩？你是不是胜

于？或者是你望其项背在追赶？这是一条纵线，你
在哪个位置上？

横线上，同行、不同门派、别的剧团⋯⋯我觉
得谁的表演优，我眼前一亮，我得学习。同时要有
眼光看世界，看全世界的同行，特别是我们的当代
艺术、外来艺术。

纵向要求远，横向也要向高。在“网格”上你
是在什么位置，要自我判断，才能有前瞻，才能有
眼光去发展自己，求得被认可的艺术价值。

我用这样一个比喻，对自己、对北京人艺的话
剧提出一个标准。我们那么多国际邀请展，看了那
么多好的剧团；我们前面有好多老师、前辈，他们
给我们树立了标杆，我们得摸高。

文艺精品追求高和深，但不能忘了有趣和通
俗，必须要接人气、接地气，在细微处反映高远和
宏大。细微的部分一定是人的本身生命的直觉和正
常表达。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开闭幕式总导演张艺谋：

今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
会胜利举办，从 2008 年的夏奥会
到 2022 年冬奥会，北京成为世界
上首个双奥之城，我也有幸成为

双奥导演。两次奥运会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发展，也
见证了我生命中的重要时刻。

（北京冬奥会） 开闭幕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
自信开放的形象、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充分展现了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结果。

希望北京充分发挥全国文化中心和双奥之城的
独特优势，为文艺工作者提供丰富的文化源泉和不
竭的创作灵感。我们文艺工作者，将坚定文化自
信，大力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以更加自信开放的姿
态砥砺前行，让北京冬奥精神在新时代的文艺事业
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演员于和伟：
演员应该尊重艺术创作规

律，去体验生活，去阅读，去搜集，
去采集。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过：
功课是做在戏外的。我这几年深
有体会。作为演员刚拿到一个剧
本，拿到一个故事，可能会有现成

的规定情景、码好的台词和码好的方式。但真的要想
融会贯通，你需要做功课，而且这个功课在戏外。比
方说我演陈独秀，演曹操，都是这样的。

作为演员塑造人物一定要自信，自信以后我
觉得要真实，要还原成人，这个是我在这么多年的
创作和人物塑造过程中深有体会的一点。尤其是

（塑造）历史名人更要还原成人，人的烟火气、人的
温度、人的喜怒哀乐、大的人格和小的缺点⋯⋯这
些都要有。在创作过程中，小的“缺点”其实是很重
要的。有句俗话叫人无完人，真的要想演人，不能
演完人，完人很多观众可能就不信了。

演员离不开生活，生活有发掘不尽的宝藏。在
生活中我们要去观察，要去留心，要去注意，同时
要去思考。所有的创作基底都来源于生活，演员是
生活的相伴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世昕

站在《千里江山图》前，“穿越”回北宋的故

宫青年研究员和画家王希孟相望无言：年轻人

深鞠一躬，王希孟作揖致礼。

这是近年来火出圈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中的一个场景。对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娄玮

来说，每每回想起这一剧情，都会感动不已。在

他看来，就是这直抵人心的一瞬间表达了当代

人对历史的尊重，也是他作为一名书画研究者

站在故宫库房的心路历程。

这部剧在全国巡演时，总是一票难求，甚至

“只此青绿”都被写进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白

皮书，成为中国青年“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发

自内心地崇拜、从精神深处认同”的一个注脚。

怎么把文化遗产丰富的精神内涵清晰地表

达出来，且被一代代年轻人所认同，并激发他们

的文化自信，是守着 190 万件珍贵文物的故宫

近年来着力破解的大课题，也是有着 800 多年

建都史、3000 多年建城史的北京所面临的重大

文化任务。

在 7 月 26 日举行的北京文化论坛历史文化

传承与发展分论坛上，古都文化、红色文化，以

及京味文化如何通过“活化”、创新，实现传承，

成为与会嘉宾最有感的话题。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李良说，丰富的历史

文化遗产是北京的一张金名片，传承好是首都

的一项重要职责。

《只此青绿》带来的年轻人对《千里江山图》

热捧也被北京市文物局局长陈名杰关注到，他

说实现文化自信或许要走“三部曲”，首先由专

业人士研究梳理好，其次通过各种手段呈现好，

然后使受众从内心认同，进而转化为自信。

对“三部曲”的实践，陈名杰有不少案例。北

京房山区的琉璃河遗址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

到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去年冬天，在对北京

房山区的琉璃河进行考古发掘时，考古部门进

行了直播。当时天气十分寒冷，附近百姓看了直

播后，专门给考古工作者送来了姜汤，还留言

说，感谢这次直播让房山人更加了解到当地厚

重的文化积淀。

陈名杰说，不久前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

活化利用也被纳入文物保护的方针，丰富了文

物保护的内涵。

怎么让文物“活”起来，陈名杰利用“活”字的

字形展开解释。他说，“活”字左边有“三点水”，这

意味着要有“源”，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就是取之

不尽的“源”；“活”字右边的“舌”字意味着要讲好

文物故事。陈名杰特别强调，“讲好”的核心是要

守正创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陈名杰看来，要讲好厚重文化的故事，还

要“生活化”，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尤其在当下的

数字时代，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结合。他说，

北京市启动中轴线申遗以来，就设计了多种活

动让老百姓参与其中。

北京市曾推出“北京中轴线，申遗有我”的

线上互动体验创意，公众可以在云上漫步 7.8 公

里的中轴线，同时成为申遗助力人。当时，这款

产品上线几个小时，就有 50 万市民成为申遗助

力人。

清华大学教授吕舟近年来参与了北京中轴线

申遗的工作。之前也有人经常问他，北京中轴线上

已经有了故宫这样的世界遗产，为什么还要对中轴

线进行申遗。吕舟说，事实上，申遗过程引发了很多

老百姓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热爱，尤其影响了很多

青少年。

不久前，北京史家小学的一群学生辗转找

到了吕舟，孩子们要拍一个关于中轴线的视频，

想得到吕舟专业的指导。这件事让吕舟颇为感

慨，以往的申遗似乎只是专业部门的事情，但随

着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的增强，更多的热心市

民愿意参与。这也与陈名杰的传统文化形成文

化自信的三部曲相印证。

爱上“只此青绿”，
也能读懂厚重的中华文明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30 年前，美国科幻作家尼尔·斯蒂芬森在小

说《雪崩》中这样描写“元宇宙”：在虚拟的三维空

间中，人们可以通过虚拟替身彼此连接互动。

今天，“元宇宙”跃出书本，进入大众生活。

“北京既是我国的文化中心，又是科技创新

中 心 ， 拥 有 灿 烂 的 文 化 沉 淀 与 丰 富 的 科 技 资

源。”在 7 月 26 日举行的首届北京文化论坛“文

化 与 科 技 融 合 发 展 ” 分 论 坛 上 ， 北 京 市 委 常

委 、 副 市 长 靳 伟 提 到 ， 北 京 围 绕 科 幻 、

Web3.0、元宇宙等领域，打造了中关村科幻产

业的创新中心，围绕产业的关键环节、建设服

务 的 共 性 基 础 开 发 、 专 利 运 营 等 一 批 公 共 平

台，集聚了一大批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领域

的重点企业。

当古都遇上炫酷的科技元素，如何焕发生机？

“在内容的呈现、传播上，技术带来更强的

影响力，更高的感官冲击力，带给大家身临其境

的体验。”百度集团副总裁、深度学习技术及应用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吴甜介绍。

复杂的科技“黑话”从纸上落地，宏伟建筑

在小小屏幕中拔地而起。

游客若在北京范围内搜索“大水法”，手机导

航将帮助游客开启穿越时空的游览图景，使得大水

法遗址在 AR 技术的“加持”下重现 200多年前气

势恢宏的景象。

这仅仅是北京科技与文化融合的答卷之一。

吴甜提到，在人工智能共性技术平台飞桨上，477

万开发者享受着技术带来的普惠。中央美术学院硕

士研究生王梦瑶，运用图像分割技术，借助飞桨平台

打造“国画元宇宙”。用户借助 VR 设备，可直接“走

进”国画，感受丹青水墨带来的文化熏陶。

不可否认的是，科技正给文化赋能，文化也正

给这座千年古都赋能。

近年来，围绕重点领域，北京推出系列政策，

聚焦人才、资金、空间等关键要素，加快打造新产

业的格局，布局重要基地，建成了 11 家国家级文

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基地的数量与建设成效均

在全国居首位。

今年 6 月 12 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 70 周

年纪念演出火热开演。不过，当 《茶馆》 拉开序

幕，上百万观众并非全部涌进剧院，而是通过网络

直播间体验了一把 8K 视觉盛宴。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江小涓说：数字技术提

供了低门槛的文化创作、展示和传播能力，使得文

化产品广泛普及，让所有人都消费得起。

从历史瑰宝到文艺精品，从话剧舞台到世界舞

台，科技和文化的融合推进传统文化转型升级，也

给北京创造了发展的重大机遇。

如果说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千里江

山图》 的徐徐展开已成为奥运历史上的经典画面，

那么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式上的雪花飞舞可以

称为再次超越。

北京锋尚世纪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闭幕式导演沙晓岚清

楚地记得，2008 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

奇给中国的评价是“无与伦比”，2022 年现任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则认为是“真正的无与伦比”。

他说，从 2008 年到 2022 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舞台上“不用再说我们是谁，我们

变得更自信，这里面最重要的一条是科技赋能”。

在筹备闭幕式期间，他与团队制作了 40 米高的

中国结，在运动员入场仪式时悬停在“鸟巢”上空，“现

场观众看不到，但是千家万户的观众都可以看到”。

沙晓岚表示，无论是中国结还是折柳寄情，当

世界多家转播机构转播这些画面时，当中国传统文

化和奥林匹克更团结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时，就是

真正的无与伦比，而这其中既有文化赋能，也有科

技赋能。

古都北京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文运盛。

历史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为科技成果的创

新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广阔的空间。

靳伟说，面向未来，北京还将扎实推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努力走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新

路径，为科技文化的深度融合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为首都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古都遇上“元宇宙”，科技赋能“京”文化

文化名人说文化

整理：沈杰群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白皮书
（2022）

【2020 年北京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 3770.2 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
重 10.5%】
*北京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首次超 10%，稳居全国第一，进一步巩固北京在
文化产业方面的全国文化中心地位

一、顶住疫情压力实现较快增长

2021 年 1-12 月

北 京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产 业 法 人 单 位 5539 家 ，比 上

年增加 368 家

收入合计 17563.8 亿元，同比增长 17.5%

利润总额 1429.4 亿元，同比增长 47.5%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人均实现营业收入 299 万元/人，较

上年增加 32.8 万元/人

二、科技赋能态势明显 三、重点企业引领作用彰显

16 个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小类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0246.5 亿元，同比增长 22.6%，对全市文
化企业收入增长贡献率为 73.2%

2021 年 1-12 月

北 京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产 业 中 ，文 化 核 心 领 域 收 入 合 计

15848.3 亿 元 ，占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产 业 总 收 入 的
90.2%

北京规模以上核心数字文化企业 1708 家，实现营

业收入 11409.8 亿元，同比增长 23.5%，拉动全
市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14.9 个百分点

北 京 规 模 以 上 文 化 独 角 兽 企 业 42 家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813.9 亿 元 ，占 全 市 文 化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重 为
28.2%

2021 年北京收入排名前 100 强的文化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 11784.6 亿元，占全市文化企业营业收入的比
重近七成，较上年提高 3.7 个百分点

四、文化供给出新出彩

2021 年年底，北京实体书店达 2076 家，位列全
国第一

主旋律精品：《党的女儿》《长津湖》《觉醒
年代》等

首都文化新名片：“大戏看北京”

13 家市属文艺院团和国家大剧院共创排舞台剧 111
部，其中新创原创 58 部

五、文化消费持续回暖

全 年 共 有 901 家 首 店（含 旗 舰 店）落 地 北 京 ，其 中

122 家与文化消费相关

2021 年北京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1367 元，同
比增长 12.2%

第九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直接消费金额 89.5 亿元，
同比增长 12.9%

六、文化贸易与交流不断深化

北京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 25 亿美元，同比增
长 5.4%

2021 年北京文化产品进出口总额 61.3 亿美元，较上
年增长 65.7%

资料来源：

北京文化论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分论坛

北京文化产业发展白皮书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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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 宁

“天空在世界，大地在北京。北京成为世界

的舞台，世界成为北京的舞台。”在北京，你可以

触摸到世界的脉搏。7 月 26 日，在 2022 北京文

化论坛文化交流与合作分论坛上，深耕国际文

化交流多年的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秦文焕这样说。

海纳百川、开放发展的国家大剧院正是北

京近年来深化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缩影。北京

市政协副主席、国家大剧院院长王宁每天都要与

“舞台”打交道。作为国家文化平台，10 多年间，

来自全球的上千家艺术院团、30 余万艺术家登

上了大剧院的舞台，绘就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艺术画卷。同时，国家大剧院还与 130 多个国

家 400 多家国际艺术机构建立联系，出访足迹遍

布 42个国家和地区的 156家艺术机构，在国际舞

台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自信。

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

烁看来，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也是北京在国际文化交流互鉴中

依托的文化“富矿”。杨烁说，在高水平演出还不

多见的情况下，北京早早就创办了北京国际音

乐节。交响诗《九歌》、琵琶和大提琴协奏曲《逍

遥游》等一大批高水平原创作品通过音乐节实

现中国首演、世界首演，来自 1300 多年前茶马

古道上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歌声通过音乐节穿越

大山、飞向世界，昆曲《牡丹亭》、京剧《杨门女

将》等传统名剧经过创新改编，展现出震撼的视

听感受和强烈的艺术效果。

北 京 京 剧 院 组 织 纪 念 梅 兰 芳 诞 辰 120 周

年——“双甲之约”全球巡演，北京交响乐团在

第二届中东欧 16+1 首都市长论坛期间赴黑山

开展交响乐巡演，北方昆曲剧院参加伦敦“北京

文化周”活动，北京画院在匈牙利和希腊举办齐

白石精品展，中国杂技团参加蒙特卡洛国际马

戏节演出，所到之处，掀起阵阵中国文化热潮。

鲜活灵动的北京以最开放的姿态在国际上

大放异彩，北京举办的文化活动早已不再是简

单的“集散地”，而是真正的“孵化器”；不再是简

单的“中国风格”的形式展现，更生长出了自信包

容、主体鲜明、与时俱进的“中国概念”，让世界更

好地感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理念。

“福尔摩斯”生肖鼠和“哈利·波特”生肖鼠

闪现英伦街头，赫尔辛基市民穿着汉服带着孩

子用毛笔在灯笼上画画。杨烁介绍，北京连续

16 年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连续 13 年在爱沙尼

亚首都塔林、连续 6 年在希腊首都雅典举办“欢

乐春节”活动，如今，“欢乐春节”已深入到当地

的文化生态体系中，成为当地人民的记忆，实现

了从“请办”到“要办”的转变，从“走出去”到“走

进去”的转变。

在经典品牌“北京之夜”文艺演出中，在古

巴，哈瓦那大学师生深情演唱中国歌曲《歌声与

微笑》，短短 3分钟响起 5次掌声；在英国，中国男

高音歌唱家丁毅与英国女高音歌唱家朱迪思·豪

沃斯，合作演绎《北风吹·扎红头绳》和歌剧《今夜

无人入睡》，场下观众掌声雷动；在日本，艺术家

用中国古筝和日本尺八，合奏日本名曲《樱花》和

中国名曲《春江花月夜》，全场一片静谧。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视频出席此次论坛

的芬兰赫尔辛基市文化和休闲部常务部长劳

拉·阿尔托、韩国首尔市文化本部长朱容台分别

介绍了各自城市在文化交流与合作中的做法和

未来发展规划。无论是赫尔辛基、首尔还是北

京，都在交流中共同前行，在为市民打造包容、

多元化以及开放的居住环境、开展意义丰富的

文化活动方面不遗余力。

“随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抬头

蔓延，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

起，我们更需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推进文化交流，

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相关规则制定，为促进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

方案、中国智慧。”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张旭表

示，“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

放包容的心态，加强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就一

定能够消除偏见和误解，让世界了解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旅游似桥，沟通有道。

杨烁说：“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无论是走出去，还是请

进来，只要我们以心相交、以诚相待，以理相合，

就一定能够跨越山海，超越国界，把最新、最美、

最好的北京展现好，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塑造好！”

跨越山海，
让世界更好地感知北京

■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2021 年度十件大事”

1. 建党百年文艺演出《伟大征程》
在国家体育场盛大举行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北大
红楼成为首都红色新地标

4.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驶入“快
车道”

6. 北 京 环 球 影 城 主 题 公 园 盛
大开园

8. 《觉 醒 年 代》《长 津 湖》 等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题 材 文 艺 作
品精彩呈现

10. “ 书 香 京 城 ” 建 设 推 动 全 民
阅读深入人心

3. 琉璃河遗址考古新发现见证北
京三千年建城史

5. 首 届 中 国 网 络 文 明 大 会 在
京召开

7. 8K 超高清电视频道
开播

9. 北 京 文 化 产 业 新 业 态 迸
发新活力 受访者供图

整理：尹希宁
制图：程 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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