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 前 ， 北
京 新 机 场 航 站
楼 已 实 现 功 能
性 封 顶 封 围 ，
目 前 正 开 展 二
次结构 、 幕墙 、
机 电 安 装 等 分
项 工 程 施 工 。
预 计 到 2018 年
年 底 ， 新 机 场
主 体 工 程 将 基
本完工。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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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后，北京大外环高速公
路将全线贯通。

虽然名中有“北京”，这条全
长900余公里的首都地区环线高
速路，倒有90%的路段在河北。 通
车后， 京津冀区域主要城市间的
“1小时交通圈”将全面成为现实。

如果从空中俯瞰， 一张以密
布环绕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
域铁路、 高速公路为骨架， 多节
点、 网格状的交通网络在广袤的
华北平原上纵横交错， 打通了区
域协同的“经脉”，为撑起一个世
界级城市群奠定基础。

大道通衢。四年来，从交通无
缝衔接，到环保握指成拳，再到产
业转移升级， 以疏解非首都功能
为“牛鼻子”，一场打破地域藩篱、
抱团协同发展的重大变革将京津
冀前所未有地连接在一起。

大城祛病。四年来，由“聚”到
“疏 ”，由做 “加法 ”切换到做 “减
法”，北京自觉融入国家战略大棋
局，连连打响治理“城市病”的关
键战役， 开启城市发展前所未有
的深刻转型。

“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
维定式， 大家抱成团朝着顶层设
计的目标一起做。 ”习近平总书记
的战略思考与构想， 正在京畿大
地化为最火热生动的实践。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
样建设首都”， 总书记以透视历
史、洞悉未来的战略眼光和视角，
深刻阐述了北京面临的时代课
题。 北京全市上下正用行动交出
自己的答卷。

四年，新的北京故事，刚刚翻
开序章。

大道不惑
前有燕蓟，后有辽金，兴于明

清，盛于当今。 800余年来，北京因
“都”而立、因“都”而兴。

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内， 主墙
上的《北京旧城》青铜浮雕，立体
反映了 1949年北京城的整体风
貌。彼时的四九城，城建基本“卡”
在城墙内，可见大路不过十几条，
皇城根儿脚下的道路， 宽度也就
“两抬轿能对面错开”。 除了紫禁
城， 房屋主要是挤挤挨挨的平房
四合院。

展馆三层， 玻璃地板下绵延
着北京城市规划模型， 展示了今
日北京的现代轮廓。 三环、四环、
五环， 环环外扩摊开了北京发展
的空间版图；金融街、CBD、总部
基地、科技园区，功能加载集聚了
北京城市的超常人气。

今夕何夕，“行走” 于高楼次
第的繁华京城之上， 仿佛置身强
大磁场，沧桑巨变之感油然而生。

京城发展一日千里。 而这几
十年间， 始终遵循的是 “聚”和
“招”的“加法”逻辑。

聚集资源求增长， 奠定了北
京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也
日益暴露出“无序的烦恼”：庞大
的人口规模， 加剧了资源环境压
力，推高了城市运行成本，加重了
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任务。 房价
高涨、蓝天难现、拥堵难行，不仅
拉低了市民幸福感， 也影响了首
都功能的发挥。 城市像一个虚胖
巨人，负重前行。

“不能把难题都留给后人！ ”
这是共识。而破题，首先必须从顶
层设计上找到良方。

2014年初春，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北京， 一语道破首都发展中
矛盾的根源：北京的问题，深层次
上是功能太多带来的。 城市功能
并不是多多益善，过犹不及！

一座城市再大， 也不能什么
都搞。 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
和科技创新中心， 这是北京在新
形势新时期的战略定位，“‘四个
中心’就是首都功能，首都发展就
是‘四个中心’功能的发展。 ”这是
新时代首都发展认识论的根基。

“北京要解决自身遇到的突
出问题， 根本出路是纳入京津冀
和环渤海经济区这一更大纵深的
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要坚持和强
化首都核心功能， 调整和弱化不
适宜首都的功能， 把一些功能转
移到河北、天津去，这就是大禹治
水的道理。 ”

思想破冰，行动才能突围。总
书记一席话，拨云见日，让人豁然
开朗。疏解之于北京，不仅是空间
所迫， 更是发展所需。 筹谋京津
冀，是解近忧，更是谋长远；是韬
略，更是担当。

总书记离开北京市委大院的
当天下午， 市委常委会迅速召开
扩大会议传达指示， 强调要处理
好国家战略要求与自身发展的关
系，围绕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明确
在哪些地方应有所作为， 哪些地
方有所不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甫一公布，从市委领导到各委办局负
责人就奔赴各区做专题宣讲，解
疑释惑， 向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讲
清楚为什么干、怎么干、干什么。

“要当国家干部，不做地方干
部”———改变只顾自己“一亩三分
地”的思维定式，从北京站位转到
首都站位上来， 把建设北京放到
京津冀大盘子里来。

仍有干部想不通、舍不得，怎
么办？思想的统一，还需要制度保
障，甚至是机制倒逼：村支书如果
从事低端产业拒不清退疏解，明
确不宜列为候选人； 干部严禁干
预、插手低端产业清退疏解，严禁
为低端产业经营者提供保护……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季季
组织现场推进会，随着“疏解整治
促提升”专项行动轰轰烈烈展开，
街巷镇村的基层干部， 也愈发真
切具体地理解了，什么叫“疏解非
首都功能，我们没有退路”。

痛下决心、壮士断腕，不宜发
展的产业就不再继续发展。 2014
年7月，北京出台全国首张新增产
业禁限目录， 三分之一的国民经
济行业被拉入“负面清单”。 一年
后，“负面清单”再度加码，禁限比
例由32%提高至55%，其中城六区
更高达79%。

由“聚”到“疏”、减重减量，经
济结构和空间版图重新布局 。
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 经中央批复
正式公布，人口总量上限、生态控
制线和城市开发边界三条红线，
框定了城市未来发展的天花板。

知之愈明，行之愈笃。 从“舍
就是得” 到 “不舍还会有失”，从
“如何真正实现疏解”到“疏解之
后如何提升”，从“怎样跳出一亩
三分地” 到 “怎样融入京津冀”
……随着实践深入推进， 对建设
首都的时代命题， 全市上下认识
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清晰。

引路扬帆
思路一变天地宽。
四年来，“跳出北京看北京”，

改变着北京城市发展的方式和节
奏， 也悄然重塑着生活工作于斯
的人们看问题的视角和心态。

怎么看，决定了怎么办。
遍地砂石厂、小作坊、出租大

院，凭借区位优势，朝阳孙河乡曾
靠着“瓦片经济”火了二三十年。
启动疏解腾退后， 仍有各路投资
客纷至沓来， 负责招商引资的副
乡长却一次次婉拒 “送上门的
钱”。原因就一句话：“我们不能一
边拆还一边引、 一边建， 要为规
划、为未来留下点空白。 ”

与拆违同时进行的是大规模
植绿，四五年后，这里将成为京东
最大的湿地，面积相当于2.5个奥
森公园。 这是福泽后代的百年工
程，更是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金
名片”。

开办于1997年的东郊市场 ，
曾是京东著名的批发集散地。 眼
见商户从几百家增加到2000家 ，
可市场每年的租金收入还是不到
2000万元。 水、电、道路越来越紧
张，管理成本越来越高，经营者越
干越困惑。

东郊市场启动拆除腾退，总
经理站在一河之隔的SOHO现代
城顶层，一下子就想明白了：现代
城租金按天收，1平方米十几元；
75亩的东郊市场租金按年算，一
年还不到2000万元。这个差距，就
是功能不同造成的。 “北京是首
都，就要有首都的样子。 ”现在，在
东郊市场原址上建起的国家广告
产业园，年产值达120亿元。

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舍”是
为了 “得”，“疏” 是为了更好地
“进”，这是来自一线最大的感悟。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
险，履之者知。

疏解功能谋发展，“首先是好
事，其次是难事”。 对广大基层一
线的党员干部而言， 以前做 “加
法”，大家都会，找项目、找资金、

找人才、找劳动力，聚集资源，首
都有优势，做起来也顺手。现在改
成做“减法”，缺乏现成经验，既要
提升发展的能量密度， 还不能给
城市添新病， 这对能力显然是一
种巨大考验。

克服本领恐慌，啃下硬骨头，
靠勇往直前，靠千方百计。

低端业态、违法建设、开墙打
洞，这些疏解整治对象，往往是历
史遗留问题， 解决起来当然不容
易。 2017年3月，首都生态文明和
城乡环境建设动员大会召开 ，16
区区长立下军令状，包括“疏解整
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人口调控、
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等九类责任
书。看准了的事就要一抓到底，惟
其艰难，才显勇毅，才显担当。

由“聚”到“疏”有一个过程，
要几番摸索甚至试错才能完成新
旧动能的接续累积。 “高精尖”文
创园区现在是北京的发展特色，
而纵观众多文创园的成长历程，
从老厂房旧仓库， 到餐饮中心婚
纱摄影基地， 再到综合文化创意
园区， 什么是最恰当的定位和出
路， 一直在探索中。 紧盯城市定
位，保持创新定力，不少文创园终
于完成了从1.0版到更高版本的
升级。

疏解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也不能靠简单的一纸行政命令，
需要有耐心、聚人心、接地气。 大
红门在疏解过程中成立临时党支
部，为打消商户们的顾虑，情真意
切地写出 《致大红门地区商户朋
友的一封信》，同时广泛联系区内
中小学校和幼儿园， 让孩子们当
“信使”， 将数万封信送到商户手
中。四年来，疏解办临时党支部多
次带领商户外出考察， 完成全部
45家市场的撤并升级或外迁，助
力近万商户顺利落地津冀。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寒来暑
往， 疏解功能谋发展引领着首都
扬帆远航， 也完成了人心与国家
战略的同频共振。

中流击水
时间是常量， 也是奋进者的

变量。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四年时

间虽短， 但对于转型突围的北京
而言，却是至关紧要的历史单元。

其间， 北京累计不予办理登
记业务1.86万件， 关停退出一般

制造企业1992家， 调整疏解各类
区域性专业市场594家。 壮士断
腕，此之谓也！

北京大力整治违法建设、开
墙打洞、占道经营、背街小巷环境
脏乱等突出问题， 解决了一批多
年想解决而没解决的问题。 城市
面貌，焕然一新！

真刀真枪，敢于亮剑。疏解非
首都功能中的一些 “老大难”“硬
骨头”一个个被啃了下来。

上一个五年， 北京万元地区
生产总值能耗、 水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分别累计下降22.5%、22%和
28.2%， 能源利用效率居全国首
位。 绿色发展，敢当首善！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规模以上企业总收入超过5万亿
元， 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产业领跑
全国。 创新发展，敢当首善！

放弃 “大而全 ”、构建 “高精
尖 ”，剥掉 “白菜帮 ”，去做 “白菜
心”，产业选择让北京经济的含金
量更加经得起考验。

而随着 “疏” 的力度持续加
码，北京教育、医疗、科技、人才、
资金等优质资源迅速辐射津冀，
向津冀输出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
翻番，年均增速达29.5%。

在京津冀城市群这个新型首
都圈、朋友圈、兄弟圈中，每一分
子都进行着自身角色和区域分工
的重新优化。由“独行快”到“众行
远”，“一加一大于二、一加二大于
三”的效果日益显现。

所当乘者势也， 不可失者时
也。 疏解非首都功能与三地协同
新生已经踢开了最重要的前几
脚。对于北京而言，历史的跨越刚
刚开始；对京津冀而言，光明的未
来已在路上。

如果说， 四年前协同发展大
幕初启时，很多人在“怎么协同、
如何疏解” 的问题上还有困惑茫
然，那么今天，这项宏伟战略擘画
在21.6万平方公里大地催生的深
刻改变， 已经化为三地人民最真
实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大家心里
“越来越敞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疏解北
京非首都功能、 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是历史性工程， 必须一件一
件事去做， 一茬接一茬干， 发扬
“工匠”精神，精心推进，不留历史
遗憾。

“走出一条集约发展的新路
子， 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
区优化开发的模式， 促进区域协
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这是总
书记对京津冀的厚望， 是三地共
同的发展空间， 也是一场需要继
续闯关夺隘的新长征。

舟至中流，击楫勇进。
面对伟大祖国“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为优化
提升首都功能提供空间， 为更好
履行首都职能创造条件， 北京重
任在肩。

生生不息，方能谓之不朽。
四年前行， 大城北京的发展

日志上，每一页都记录着求解“时
代之问”的坚定足迹，每一页都浓
墨书写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首
都北京，这颗“华夏之心”的跳动，
更加健康强劲。

越己者恒越。
北京日报记者 毛颖颖 张砥

长风破围
沿着习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北京由 “聚” 到 “疏”， 开启城市发展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 疏

解功能谋发展， 首都天地更宽。
题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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