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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运营，边招商，边改造”
“未来的北京需要什么样的地方、未

来的北京需要什么样的生活”，这是郎园

运营团队的着眼点。“国际交往中心”“文

化交流中心”“东坝自贸区CBD”……超

前的定位，要求正处于农村城市化进程中

的东坝乡在新机遇与新挑战中迎难而上，

加速实现向国际化的跨越。“如果用三个

词来形容我们，那就是‘创新’‘跨界’和

‘迭代’，这是我们的显著特色。”朗园Sta-

tion项目负责人罗烨这样形容她的运营团

队。“‘创业型’团队就是要不断地去超越

自我。”正是因为理念的高度契合，郎园选

择了东坝，东坝也选择了郎园。

如何在保留原有历史风貌的基础上，

打破人们对本土原生文化的固有印象？

遗留下来的中央车站，坐落于整个厂区中

央，是厂区旧工业属性的代表，也是改造

的“重头戏”。“2018年项目一启动，我们

首先为这座老火车站进行了一场国际招

标，请了来自荷兰、西班牙、英国、中国的

四家具有全球视野的建筑设计事务所出

设计方案。”在罗烨看来，文化属性的提升

必须由先进的设计理念来撬动。接下来，

郎园团队以优厚的条件吸纳国内外优秀

设计团队入驻，其中不乏建筑、家具、生活

美学等行业的翘楚。在郎园重点打造的

设计师聚落中，众多设计师共同为郎园

Station国际化风格的形成贡献了智慧。

超前的理念和文化“先进性”在郎园

团队的有意引导下，并没有“水土不服”，

反而与本土文化有机融合在了一起，迸发

出新的火花，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态势。依

铁轨而建的30多个仓库被划分为不同的

主题街区，一栋栋红砖老房经过改造焕发

出新活力。就这样，沉寂了许久的废弃土

地被慢慢激活了，城市功能也被一针一线

地织补了起来。

“运营先行”，文化驱动城市更新
仅从地理位置上看，地处东北五环边

缘的郎园Station虽不算太偏远，但公共

交通极为不便。没有公交路网的接入，

无疑是园区发展的“绊脚石”。然而，罗

烨和她的团队并不这么认为。西与将府

公园无边界结合，东接七棵树影视文化

创意产业园，北临坝河滨水经济带，更具

长远利好的是，东坝“第四使馆区”与“第

二个三里屯”的规划正在实施中。在他

们看来，这是一片潜力无限的宝地。“东

坝发展需要什么，我做什么。”眼前的困

难是暂时的，凭借着对于郎园长远定位

和东坝地区发展的信心，这个经历了三

年疫情洗礼的坚强团队，在逆势中慢慢

成长起来。

“运营先行。一方面要持续和商户共

建美好的消费文化场景，另一方要不间断

地向社会输出高品质的文化内容。”罗烨

认为，要通过场景的营造和文化的输出，

把园区的线下社交属性和展示属性发挥

到极致。

郎园Station各类多元化的活动贯穿

全年始终。就拿今年4、5两个月来说，园

区举办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森林车

站艺术节、潮起东方·新势力风尚周、IN-

TRO电音节、Keep潮流运动嘉年华等各

类活动。10月将要举办的第五届舌尖上

的“一带一路”国际美食嘉年华更是重中

之重。回望2019年首届美食嘉年华，短

短三天展期就为郎园吸引了超过2万人的

客流量。

密集的活动与高强度的工作，也是对

运营团队的一大考验。“我们第一次做活

动时，把所有人都调动起来。每个人都需

要身兼多职。”活动期间人手不足，哪怕是

管理岗、行政岗，如果业务需要，都义无反

顾地冲在第一线。“像图书市集时，我们所

有人都会去卖票。”坚持用文化来驱动内

生动力，以创新驱动自身成长，主动求变，

聚变共生，每个人都努力在这个高效能的

团队中发光、发热。

短短几年，郎园Station成功吸引了

13亿的社会资本进入园区内投资，成为北

京市首批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

饱含热情，扎根土地，血肉相融
郎园Station的成功，给东坝地区带

来了人气、文化、产业的井喷式发展。事

实上，在打造郎园Station之前，首创郎园

团队已经成功创造了郎园Vintage、郎园

Park等两个“郎园宇宙”。郎园Vintage

的成功，无疑是郎园 Station 的最好模

板。但仅仅靠“Ctrl+C”“Ctrl+V”复制郎

园模式，是远远不够的。谈到这一点，罗

烨的话厚重又深沉，“我们做文化，需要情

怀，需要热爱，这样才能全身心地付出。”

只有饱含热情，扎根土地，才能与地区血

肉相融，共荣共生。

2018年，郎园Station举办了以纪念

改革开放40周年、朝阳建区60周年为主

题的“文化驱动下的城市更新”大型图片

展。以“人”为着眼点，以坝河为线索，通

过老旧照片与图片素材的展示，揭示改革

开放40年来，“三乡一河”区域与人的生

活变化。不少观展老乡亲、老居民触景生

情、感慨万千。

此外，作为郎园重点打造的新东方生

活美学策展型商业IP，呦呦物色把中国传

统节日、色彩及手工技艺融入现代人文设

计，让唯美典雅的传统文化在场景、市集、

跨界等新概念中被激活，与国际接轨，被

更多的年轻人所熟知、接受。

运营团队的成员，在一次次的共创与

思想融合中，碰撞出新的火花，在新业务中

得到锻炼与提升。“给了每个人展示的舞

台，精神上的慰藉。在新项目中成长，迭代

更新。付出得越多，成就感也越明显。”

国企担当，融入社区，反哺居民
东坝地区属于城市化建设新片区，

北京新居民、外来人口置业居民、中心城

市迁入居民、外来租户较多，居民的多样

性和文化的多元性，是东坝社区文化的

突出特征之一。增强地区居民的归属

感、融入感，提升居民获得感，是属地政

企义不容辞的责任。

“城市更新下的文化产业运营，是一

场马拉松，考验的是耐力与持久性。如

果城市更新是绣花，需要的是精细化城

市治理能力，那以郎园为代表的城市更

新运营者则是绣花针，起到的是将市场

效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捏合的重要作用。”

今年3月，东坝地区领导班子来到郎园

Station调研时，罗烨的发言饱含着国企

的社会责任感。

如何体现出国企担当，促进政企共

融，勇担社会责任，为属地居民服务好，郎

园运营团队也在不断努力着。

首先，积极推进非公企业党群共建工

作。郎园Station非公联合党支部与东坝

乡机关党总支密切配合，以服务于社区民

众、服务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协

助园区内企业建立非公党支部，提升了党

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

响力，促进了园区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其次，充分利用园区持有的自营文化

空间开展丰富的文化活动，服务社区，造

福居民。郎园自创的“社区管家”模式，通

过“在地学习、在地联结、在地悦读、在地

共融”等特色形式，在东坝地区开展了近

百场惠民文化活动。

在东坝地区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根

据居民需求，园区深入社区，打造了“东坝

之星”公共文化品牌 IP，评选出“志愿之

星、才艺之星”等数十位东坝地区的基层

治理和居民才艺达人。活动辐射了 23个

社区的200多个社区团体，有超过200个

家庭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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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园Station运营团队利用自身文化

属性优势，通过“社区文化管家”对区域内

的文化资源、历史民俗进行资源整合盘

活、对文化空间进行符合时代潮流的文化

内容植入，以脚踏实地的创新实干精神，

为新时代的“东坝精神”注入了执着坚强，

敢想敢冲的全新内涵。而承载着“岁月

感”的北京纺织仓库，经郎园Station团队

的生花妙笔，成功变身国际潮流文化消费

地标，在东坝这片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沃

土之上，大步迈向更具“文化感”“进步感”

和“国际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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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也许想象不到，打开手机

导航，在搜索框中输入两个毫无

关联的地点名，路线规划的轨迹

却能够完全重合。灰白的水泥

建筑、废弃的铁路、斑驳的红砖

墙，低矮的厂房……这里是“北

京纺织仓库”，被时代遗忘的偏

远废弃角落；飞舞的巨大独角仙

雕塑、超长的管道滑梯、酷似加

油站的美式汉堡店、扎满帐篷的

露营主题咖啡馆、南法风情的花

园买手店……这里也是“郎园

Station”，朝阳7×24小时国际潮

流文化消费地标。国际化潮流

设计元素在新的园区里落地开

花，从深具时代感的红砖肌理上

生长出独特的纹路，不仅激发了

现代城市人群的审美认同感，也

为东坝地区注入新的生命力。

昔日仓库的门头招牌，摆放

在今日文创园区南门草坪上，迎

着朝阳熠熠生辉。在这里，时空

的交错感如此奇妙。遗忘的空间

被重新唤醒，伴随城市的发展焕

发出勃勃生机。站在历史肩膀上

面向未来，首创·郎园Station运

营团队与这片老旧仓库一起，见

证着东坝地区的变革与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