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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之城在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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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前规划
“地下城”防患于未然

2015年盛夏， 副中心行政办
公区建设启动， 一上来就是 “冲
刺” 状态：3个月内，6个自然村、
1787宗宅基地 、9000多人必须完
成棚改。

紧靠6号线地铁的郝家府村，
因为地处行政办公区最核心位
置， 一时万众瞩目。 “同享棚改
阳光， 共建美好家园” 的大红横
幅挂起来， 厚达36页的棚改宣传
手册发放到了所有村民手中。 党
员、 村干部带头签约， 棚改工作
组挨家挨户走访， 说政策， 讲道
理， 算细账。

虽然很留恋自家的院子 ，穆
士国还是积极响应政策， 早早签
了约。

短短10天， 郝家府村就先后
完成100%大田签约、100%住宅签
约，创造了棚改的“通州速度”。

很快，30多台挖掘机和200多
辆土方车进场，到9月17日，连片
的村舍院落全部拆除。

站在一马平川的待施工现
场， 穆士国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
来，但他心里清楚：这里将发生翻
天覆地的变化，好日子还在后头。

平地上楼，告别老煤炉，通州
棚改居民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
页；饱受“大城市病”困扰的北京
城，也因副中心的建设启动，迈出
了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关键一步。

怎样建设一座没有“城市病”
的新城？面对6平方公里的起步建
设区，副中心的规划师和建设者，
开始突破固有思维，不仅仅把“看
得见的地方”建设好，更在“看不
到的地方”发力。

鸡年春节，大年初四，家家户
户忙着走亲访友， 副中心投资建
设集团通州分公司管廊工程指挥
刘旭东却大步流星， 顺着临时铺
设的土路钻进了行政办公区十多
米深的地下。

当天，管廊6标段打下了第一
根工程桩， 行政办公区综合管廊
建设正式起步。

不同于北京主城区局部尝试
的管廊工程， 副中心管廊连片成
网，仅一期工程就有11.3公里，覆
盖9条街道；13.5公里的二期工程
预计今年上半年开建。

“简直就是一座地下城！ ”夜
幕降临， 刘旭东站在临时搭建的
工程桥上远眺， 灯火通明的管廊
工地如长龙般在楼宇之间纵横蜿
蜒，照亮了大半个行政办公区。

在最复杂的枢纽地带， 综合
管廊深达18米， 相当于沙土里倒
插进一栋六层高的楼。 “地面上
喊话， 下面工人根本听不见。 旁
边十几吨的吊车， 看上去就一丁
点儿大。” 刘旭东边说边用两只
手比划。

这场现代化的 “地道战”，为
北京治理“大城市病”，打开了一
扇门。

综合管廊内，8大类18种市政
管线集纳到一起，检修人员、智能
机器人可以直接在里面检测和维
修。管廊上方的主街道，再也不会
出现反复开挖的 “马路拉链”顽
疾， 更不会有凌乱的架空线将蓝

天切割得支离破碎。
“这样高投入、高水准、智能

化的地下综合管廊， 走遍全世界
都是拔尖儿的水准。 ”刘旭东颇为
自豪。

万人奋战的副中心工地， 办
公大楼四天就长出一层， 直追当
年的 “深圳速度”。 但如果有一
双 透 视 眼 ， 你 会 看 到 一 座 和
副 中 心地上建筑齐头并进的地
下 “宫殿”：

———行政办公区的所有大
楼，地下车库共享，互联互通；

———综合管廊预留了未来30
至50年的发展空间， 随着城市的
建设发展， 新的市政管线可以随
时入廊运行；

———与管廊同步延伸的 ，还
有类似于中关村西区的地下交通
环廊。四通八达的交通环廊，将使
副中心核心区域的小汽车基本在
地下行驶，地面的开阔空间，主要
交给行人和自行车， 打造惬意的
慢行系统；

———在6号线、 八通线、 7号
线东延的基础上， 新的副中心地
铁线路正在规划， 将形成七横三
纵的轨道交通线网， 实现副中心
与 中 心 城 区 和 新 城 之 间 的 快
速通达；

———全长约13.5公里的东六
环通州段，已经着手拓宽改造，局
部段落将结合城市副中心建设要
求，改为地下隧道，减轻过境交通
的干扰……

地下基础设施先行， 加上适
宜的居住密度和产业密度， 副中
心将为新城破解交通拥堵、 架空
线难题提供示范性样本。

承接疏解
副中心明确三大功能

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外 ，4
栋错落有致的高层建筑引人注
目。自楼顶41层向下俯瞰，大运河
悠悠而过，燃灯塔遥遥相望。

这片位于五河交汇处的运河
商务区， 将是承载中心城区商务
功能疏解的重要载体。

去年11月6日，通州新城中心
区建设管委会的大会议室里，满
满当当坐了一屋子人。 税务、工
商、规划国土、发改等十个委办局
的相关负责人陆续落座， 旁边是
来自清华大学和美国波士顿咨询
公司的五位专家。

新城建管委副主任张逢给每
人发放了一份表格———产业准入
评分表。 这场 “大阵仗” 的评审
会只聚焦一个问题： 北京银行城
市 副 中 心 分 行 能 否 入 驻 运 河
商务区。

按照新的城市总体规划， 金
融街、 CBD部分商务功能将逐步
疏解至此。 拥有一片大好的发展
前景 ， 运河商务区却不忙着招
商， 而是先自设 “高门槛”： 企
业想进来， 不单看营收指标， 还
要评估发展潜力、 行业影响力、
研发投入……

“作为第一家入驻运河商务
区的大企业总部， 你们怎么和通
州区的产业规划相配合？ 怎么发
挥对区域的带动作用？ ”历经4个
小时的严苛评审， 北京银行最终
被放行。

三天后， 北京银行城市副中
心分行正式揭牌开业， 将优先为
市政基础设施、 环境治理、 棚户
区改造等重点领域提供融资支
持， 同时支持文化旅游区、 高新
技术园区建设， 促进通州产业结
构调整。

“宁缺毋滥，就是要避免小散
乱企业涌入 ， 提升区域整体品
质。 ”张逢说，运河商务区瞄准的，
只能是符合副中心功能定位的
“高精尖”企业。

作为中心城功能疏解的集中
承载地， 摆在副中心面前的最大
难题， 就是如何避免功能过度聚
集带来的“城市病”。

根据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副中心将以行政办公、商务服
务、文化旅游为主导功能。这也给
副中心指明了方向： 城市功能相
对简单，产业布局严格受限，才不
至于重蹈“摊大饼”的覆辙。

但通州产业发展也并非 “一
张白纸”。 既有产业结构中，家具
和木制品加工、包装印刷、机械制
造、建材、金属制品等一般制造业
比重可不低。

在通州区经信委副主任官宏
的笔记本上， 有这样一个数字：
994。 这是截至2017年12月31日，
通 州 区 现 存 的 一 般 制 造 业 企
业数量。

而在2013年底， 这个数字是
5022家。 短短四年，80%的一般制
造业关停并转， 尽可能为副中心
建设“留白增绿”。

“这才搬过来几年？说清退就
清退，企业还要不要发展？ ”在通
州张家湾， 北京纺织业的金字招
牌、 纳税大户铜牛集团又走到了
十字路口，老员工们颇有怨气。

2002年从CBD搬到张家湾 ，
铜牛精心打造的花园式厂房，占
地将近8万平方米，足足顶得上10
多个足球场。 面对非首都功能疏
解的大局， 铜牛毅然做出了再度
搬迁的决定， 将生产环节分散迁
往河北、山东、江苏等省份，同步
打造全球供应链。 同时， 品牌运
营、研发总部、订制中心等核心部
门仍旧留在北京。

空荡荡的厂房怎么办？ 这成
为官宏和铜牛高管一次次对接的
重点。如今，铜牛高大的厂房已经
引来央视的关注， 双方达成合作
意向———在这里建设一座电子竞
技、体育电影园。

“从生产制造升级文化创意，
咱们东四环的铜牛电影产业园已
经火了， 通州的大厂房又要引领
新时尚。 ”铜牛副总经理王英民信
心满满。

有舍才有得。 副中心大量低
端产业加速退出后， 还将因地制
宜腾退还绿、 疏解建绿、 见缝插
绿， 以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创造美
丽舒适的人居环境。

宜居宜业
未来之城令人神往

与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一水之
隔的北运河南岸， 是有着近40年
历史的东方化工厂， 13个巨型球
罐， 曾是这一带重要地标。 去年
10月底， 这些球罐彻底从人们的
视野中消失。

亲历拆除过程的张洪涛师
傅， 上世纪90年代进厂的时候，
还是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儿， 在
电力车间当电修工。 现在， 看着
由一个个阀门、 一根根管道费力
安装起来的储油设备轰然倒下，
张师傅一声不吭， 默默把道路清
干净、 把临时电路接好， 为拆迁
队服务。

东方化工厂， 曾是改革开放
以来北京产业大发展的缩影 。
1984年， 我国第一套由日本引进
的丙烯酸及其酯类装置就在这里
建成投产， 从此结束了该产品长
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辉煌时期，
它一年盈利10个亿， 成为北京当
之无愧的 “工业之花”。 但随着
北京产业转型升级， 东方化工厂
2012年彻底停产。

去年12月底， 东方化工厂拆
除交接完成， 结束使命。 1766名
职工中， 近九成都是像张师傅这
样入厂20年以上的老员工。 与工
厂告别， 大家依依不舍， 很多人
都 把 自 己 在 工 厂 的 老 照 片 发
到 朋 友圈里 ， 怀念过去 ， 也畅
想未来。

“以 后 好 啦 ， 咱 们 老 厂 变
‘绿心 ’， 要成北京最宜居的地
方！” 老张说。

他所说的， 就是副中心规划
中的 “城市绿心 ”， 总面积11.2
平方公里， 比3个颐和园的面积
还要大。 此前最被人们津津乐道
的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 总面积
也不到4平方公里。

副中心庞大的绿心之内， 还
将配建丰富的公共文化设施， 成
为市民活动中心， 目前剧院、 图
书馆、 博物馆的设计方案已经面
向全球征集。 整个副中心区域，
大尺度的绿化空间成为重要特
色， 一共将规划建设33个公园。

论地理位置， 副中心与中心
城区相距不过20多公里 ， 八通
线、 6号线等地铁进一步用速度
拉近了时空距离， 但多年来， 通
州几乎沦为一座 “睡城” 的尴尬
未见缓解。

“没有三甲医院， 重点中小
学太少， 找不到像样的剧院甚至
电影院……除了提供住宅， 通州
没有与中心城区媲美的生活服
务 ， 更别说诱人的工作机会 。”
2006年， 时任北京社会科学院总
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赵弘一针
见血指出问题。

这样的困境， 随着首都城市
功能定位的明确和京津冀协同发
展而迎来转机。

“城市副中心不能单有行政
办公功能， 还要实现更好的职住
平衡。” 参与制定通州总规和城
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规划
师胡波说， 副中心能不能平衡承
接与功能聚集的矛盾， 首先取决
于规划的引领作用。

“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 、 中
国特色、 高点定位。” 这是习总
书记对于副中心建设的期望。 北
京向全球50家优秀设计团队发出
意向邀请， 希望他们参与北京城

市副中心总体城市设计和重点地
区详细城市设计， 最终确定了来
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2个联合设
计团队参与。

面向全球招募， 就是为了融
汇全球最顶尖的设计智慧， 让副
中心成为一座没有城市病的 “未
来之城”。 而 “梦之队” 的思想
碰撞， 也为副中心绘制出了一张
水城共融、 蓝绿交织、 宜居宜业
的美丽蓝图：

大运河流域， 40平方公里范
围， 将形成色彩斑斓的生态文明
带， 沿北运河、 潮白河、 温榆河
等水系打造的景观带， 让亲水空
间15分钟步行可达；

新建住宅推广街区制， 原则
上不再设封闭住宅小区； “小街
区、 密路网” 先进理念的落地，
将让副中心远离拥堵-扩路-再
拥堵的怪圈；

高标准建设交通市政基础设
施， 建设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
市副中心内部综合交通体系；

汇聚国际国内智慧， 提高剧
院、 音乐厅、 图书馆、 博物馆、
体育中心等重要公共设施的设计
水平， 建设一批精品力作；

地上是12个城市组团、 家园
中心， 人人都能就近找到公园、
绿道、 便民服务设施； 地下是轨
道 、 物流 、 垃圾处理等基础设
施， 副中心居民的生活便利度，
将远超中心城区……

和很多承接功能疏解的新
城不同， 北京城市副中心并非平
地而起 ， 155平方公里的区域 ，
很大一部分都是老城。 因此， 功
能 织 补 成 为 重 要 的 规 划 和 建
设内容。

以家长们高度关注的学前教
育为例， 市规土委邀请市教委一
起操刀， 一块块地梳理可用地。
最终 ， 155平方公里的副中心 ，
被他们 “种” 进了149个幼儿园。

更多补公共服务 “短板” 的
计划已经开始落地。 友谊新华医
院即将全面开诊， 主体搬迁至潞
城镇的安贞医院今年开工， 首都
儿科研究所、 北京妇产医院通州
院区和北京胸科医院结核病分院
项目也在规划选址。 另外， 人大
附中、 首师大附中、 北京一幼、
黄城根小学等城区优质教育资源
纷纷落地通州。

“要让从中心城区疏解过来
的市民， 安心在副中心扎根， 而
不是往来奔波带来潮汐交通的压
力。” 胡波表示。

根据新版北京总规， 副中心
将到2035年承接中心城区40至50
万常住人口的疏解。 但这并不意
味着副中心会无序扩张， 正在制
定中的通州区总体规划和副中心
控制性详细规划， 将以人口总量
上限、 生态控制线和城市开发边
界三条红线的约束， 努力让副中
心远离 “城市病”。 预计到2035
年， 副中心的常住人口规模将控
制在130万人以内， 初步建成国
际一流的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

北京日报记者 陈雪柠 耿诺

通州副中心北运河边的树林里，穆士国穿着厚厚的棉服，一早就来遛弯。 “眼瞅着这片楼就起来了，跟变魔术似的。 过去，我们村就在那
儿———”他是郝家府村的村民。

顺着手指方向眺望，副中心行政办公区的大楼已经拔地而起，朴素的米色外墙，坡屋顶，仿四合院式楼群合围，透着沉稳庄重的中国风。
三年前，郝家府村和附近5个村的近万人，为了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告别村庄搬迁上楼。 而穆士国也从那时起养成了一个新习惯———

时不时地回这里看看，“看看这片老树林，看看这片新工地。 ”
这片林叫千年守望林，是正对着行政办公区的绿化景观。 在2600多棵成片栽植的绿化树种中，12棵高大的国槐、榆树、香椿十分醒目，都是

特意从被拆迁村移植过来。 这些沧桑老树，见证了通州的过去，如今又继续守望，迎接一座没有“城市病”的“千年之城”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