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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至2020年， 东城区将利用5年时间， 对该区43%的用地空
间进行更新改造， 落位110余个具体项目， 可惠及40余万居民。 昨天，
东城区首次提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 非文保区更新改造、 城市基
础设施优化提升 “三大行动计划”。

“三大行动计划” 全面摸清家底， 聚焦重点区域， 确定任务时序，
以 “项目” 为着力点， 制订 《东城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行动计划》
《东城区非文保区更新改造行动计划》 《东城区城市基础设施优化提升
行动计划》， 形成东城区城市更新改造和环境提升行动计划体系 （2016
年—2020年）。 力争到 “十三五” 末期， 实现城市面貌明显改善， 环境
品质得到显著提升。

【现状】
东城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该区拥有全市最多的历史文
化街区， 共10.5片， 占地面积约
10.67平方公里 ， 常住人口24万
人， 拥有不可移动文物356处。

【目标】
据介绍， 实施文物腾退及修

缮， 完成南中轴腾退修缮及环境
整治；地坛腾退修缮；加大故宫、
钟鼓楼周边的景观整治力度，强
化传统中轴线的秩序与恢弘气
势；建设可体验传统文化的“漫步
系统”及“街道客厅”；推进南中轴
路周边棚改项目，注重风貌协调。

故宫及周边区域的风貌协调
保护，实现太庙、皇史宬文物腾退
修缮及环境整治； 集中治理故宫
周边环境； 建设可体验传统文化
的“漫步系统”及“街道客厅”。

再者，东城区将打造6片传统
文化精华区。南锣鼓巷、张自忠路
南、 东四北三条至八条是风貌保
持较好、 延续城市传统文化内涵
的和谐住区； 东四南是保留完整
并延续发展传统居住形态的和谐
住区；雍和宫-国子监是以宗教、
国学文化为主的宜居社区及活力
地区；鲜鱼口是“老胡同、新生活”
的国际化宜居社区和具有浓厚商
业市井特色的传统街区。

【推进】
秉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

中保护” 的理念， 以文物腾退修
缮、文化精华区塑造、基础设施提
升、直管公房改革等为重点任务，
加快实施故宫周边环境整治、南
锣鼓巷地区修缮整治、 东四三至
八条修缮整治、 前门东区历史文
化展示区保护修缮等重点项目，
形成“一轴、六片、三网、多点”的

保护格局， 使历史文化街区整体
修缮更新整治率达到80%， 系统
推进文化传承与风貌保护， 全力
打造展示古都风貌的“金名片”。

为了更好地推进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复兴， 东城区首次推出历
史文化街区整体修缮更新整治指
标体系，并规划形成了“一轴、六
片、三网、多点”的保护格局，使历
史文化街区整体修缮更新整治率
将达到80%， 全力打造展示古都
风貌的“金名片”。 “一轴”指传统
中轴线及沿线，重点地区是故宫、
天坛周边；“六片”指南锣鼓巷、雍
和宫-国子监、张自忠路南、东四
三条至八条、东四南、鲜鱼口等六
片文化精华区；“三网” 指由胡同
漫步系统和街道客厅构成的 “路
网”、绿地和绿植构成的“绿网”、
历史水系构成的“蓝网”； “多点”
指腾退、 修缮与合理利用散落在
各处的重点文物及历史建筑。

【现状】
该区非文保区总占地31.17

平方公里，现状保留区约24.03平
方公里， 实际更新改造区约7.1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6.62万人。

【目标】
通过五年的更新改造， 东城

区将实施并完成一批重点项目，
增加约14公顷公共服务及市政交
通设施用地， 实现公共绿地约36
公顷， 基本完成平房区危旧房和
低洼院改造， 基本完成危险等级
为四级的直管简易楼更新改造，
重点文物周边综合整治率达到
80%等具体指标， 并将各街道重
点任务空间落位，形成“一街道一

图一册”。
以危旧平房和简易楼为重

点，围绕天坛周边、永外地区、建
国门地区、 幸福大街沿线四大重
点区域，实施成片改造，兼顾周边
零散用地更新，加快改造进程，实
现区域面貌的整体提升。 积极推
广“政府主导、企业运作、居民参
与、共治共享”的多元合作模式，
举全区之力打好城市更新改造攻
坚战，不断提高居民居住水平。

【推进】
据介绍， 城市更新改造与非

首都功能疏解、人口调控、基础设
施完善、 环境优化提升将同步推
进，以非文保区的棚改、危改、老
旧小区综合整治、土地一级开发、

文保区外重点文物修缮腾退等为
重点任务，加快推进西忠实里、西
河沿、宝华里、望坛、南中轴周边、
崇外6号地等重点项目，推动集中
连片的城市更新改造， 使非文保
区城市环境面貌得到显著改善。

对于备受关注的望坛棚改项
目， 东城区重大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 ，2013年确定纳入棚改项目 ，
2015年开始对居民、 房屋情况等
进行入户摸底调查， 今年年初完
成了项目一次性招标工作， 目前
已经完成相关手续办理工作，例
如规划条件、土地预审等，今年7
月正式启动征收程序。 目前征收
项目的工作人员已经到位， 正在
编制征收补偿方案， 将适时征求
意见，预计明年启动预签协议。

□本报记者 边磊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复兴、 非文保区更新改造、 城市基础设施提升

东城 惠民40余万
《《东东城城区区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街街区区保保护护复复兴兴行行动动计计划划》》
历历史史文文化化街街区区修修缮缮整整治治率率将将达达8800%%１

《《东东城城区区非非文文保保区区更更新新改改造造行行动动计计划划》》
望望坛坛棚棚改改明明年年启启动动预预签签协协议议2

《《东东城城区区城城市市基基础础设设施施优优化化提提升升行行动动计计划划》》
55年年将将增增加加11万万共共享享车车位位3

【现状】
停车难， 是一个困扰老城区

发展的头疼问题。同时，过多的机
动车往来，也破坏了胡同的宁静。
对于平房区的居民来说， 排水问
题是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一些
管道的老旧也令人头疼。 架空线
纵横交错，不但影响美观，也为城
市安全带来隐患。

【目标】
东城区将进一步完善城市道

路网络， 完成41条次支路的建设
任务，提高道路网密度。 同时，对
现有城市道路加大维修养护力
度。将大力改善东城区步行、自行
车交通的出行环境， 完成地坛-
青年湖地区等十片区域的慢行系
统整治工作。

对于居住功能为主的历史街
区，将实施交通宁静化措施，减少
机动车交通对历史街区的不利影
响，为居民创造安全、宁静的胡同
环境。

对老化供水管道进行改造，
消除供水隐患。 完善供水支户线
的配套建设， 满足历史文化街区
内的消防水源要求。 加强用户侧
管理， 继续实施居民户表改造工
程。增建再生水管线，扩大再生水
的用户和用量， 市政环卫取水完
全使用再生水， 河湖水系补水尽
量使用再生水。

完善城市热网系统， 完成全
区老旧供热管网改造， 开展小型
锅炉房的整合工作。 消除燃气管
网运行安全隐患， 着力解决老旧
燃气管网改造、非法占压等问题。

东城区将升级改造环卫设
施。 建设帽儿胡同、北河胡同、平
安大街等3座清洁站，改造地坛医
院清洁站。新增环卫新能源车150
辆， 新能源车将达到全部作业车
辆的50%,分批分年度实施环卫公
厕的设施改造。

全面推进架空线整治工作 ，

美化城市街道环境。按照“增量控
制、存量整治、整合资源、分布实
施、突出重点”的原则，以景山、东
华门、前门地区为实施重点，全面
实施架空线梳理整治 ， 计划到
2020年， 全区主次干路通信架空
线入地率实现100%，全区通信线
路梳理整治率达到100%，改善城
市天际线环境面貌。

【推进】
城市基础设施优化提升行动

计划将以基础设施提升、 环境改
善为主，以推进市政、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的实施为重点， 落地33个
具体项目。

东城区计划用5年时间，新建
3000个公共停车泊位， 增加共享
车位1万个；将推进路侧占道停车
电子收费工作； 推出平房区停车
差异化管理政策， 重点保障居民
夜间基本车位的供给； 积极吸引
社会资本参与停车场的建设和运
营。

按照海绵城市理念， 升级改
造城市排水系统。 加强海绵城市
建设，建设好雨水利用工程，继续
对下凹桥区进行改造， 提高整体
排水标准。 对低洼院落及排水支
户线进行改造， 解决汛期安全隐
患。完善健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
采用扩容、截留、调蓄等方法解决
积水点滞水问题。

同时， 东城区还将完善城市
高压配电网结构， 进一步加强主
网建设，按照“保可靠、消隐患、增
能力、建智能”的原则完善东城区
配电网， 使供电可靠性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再者， 多种方式增加绿地面
积，提升区域生活品质。推进代征
绿地、拆迁拆违绿地的建设，制定
“小微绿地实施方案”，完成约2万
平方米的小微绿地建设。 落实东
城区“绿荫漫步，文化随行”的绿
道体系规划理念， 计划建设44条
城市绿道。

三大行动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