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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部门详解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处负责人黄威介
绍， 自2016年起， 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
的建设， 市文物局组织了来自全国多省考
古力量投入到勘探 、 发掘等相关考古工
作， 并取得一系列考古新发现， 特别是发
现了迄今所知的通州区最早的古代城
址———路县故城， 它在北京作为早期中国
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 军事中心和交通中
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 交通、 经济
和军事意义。

2017年， 市政府已正式批复对路县故
城进行整体保护， 建立考古遗址公园， 并
配套建设考古工作站和博物馆。 随着北京
城市副中心建设的推进， 考古工作仍在不
断进行中， 且成果也在进一步扩大。 2018

年全年， 配合副中心的考古勘探项目共计
14项 ， 已完成勘探面积约202万平方米 ；
考古发掘项目7项， 已完成发掘面积1万余
平方米。 发掘和保护古墓葬567座、 窑址
48座、 灰坑18座、 房址1座、 塔基遗迹32
座、 水井31口、 寺庙建筑遗迹1处、 道路
遗迹2条等。

两年来， 路县故城大范围勘查120万
平方米， 重点钻探9万平方米， 发掘18600
平方米， 探明并发掘了城墙、 城壕、 城内
道路遗迹和城外生产、 生活区等。 目前，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先行启动区园林绿化
设计方案》 已批准， 绿化工程已启动。 路
县故城遗址考古工作站等遗址公园附属设
施的建设也正在按照计划推进。

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容
军介绍， 规划中提出到2035年， 城市副中
心绿色出行比例达到80%以上， 内部通勤
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

首先， 规划指出要促进新老城区功能
融合， 实现更有创新活力的经济发展， 吸
引本地居民就业回归， 形成更均衡的职住
关系。 从交通本身， 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公交优先战略。 加快轨道交通建设， 不断
增加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 同步优化地
面公交线网， 与轨道形成互补。 创造适合
慢行的街道环境， 提升步行自行车系统的
品质， 使慢行环境更加安全、 优美。 让步
行和自行车与轨道交通、 公共汽车形成良
好的衔接换乘， 在出行的 “最后一公里”
发挥重要作用。

市发改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李素芳
介绍， 为构建副中心通达便捷的开放交通
体系， 重点加强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
各新城之间交通联系， 加大轨道交通建设
力度， 完善内部干道系统， 畅通微循环道
路， 实施重点区域堵点疏堵工程。 未来中
心城区与副中心将形成 “4+5” 主通道体
系。 “4” 指四条轨道线， 包括6号线、 7
号线、 八通线和已开通运行的市郊铁路副
中心线； “5” 指的是五条主干路、 快速
路， 包括京通快速及通燕高速、 广渠路二
期及东延、 京哈高速， 以及朝阳路、 朝阳
北路两条主干路。 目前， 已建成轨道交通
7号线二期、 八通线二期， 正加快推进京
唐铁路北京段和城际铁路联络线一期， 开
工建设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交通： 内部通勤时间控制在30分钟内

民生： 推动通州教育医疗水平提升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
师、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研究院院长施
卫良介绍， 在基础教育方面， 积极引入中
心城区优质教育资源， 推动通州区教育水
平的整体提升； 医疗服务方面， 要优化医
疗资源空间布局， 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
能力； 养老助残方面， 鼓励养老服务事业
与产业协同推进， 完善助残服务体系； 住
房保障方面， 要提高以公租房为主的保障
性住房和以共有产权房为主的政策性住房
比例； 便民设施方面， 要完善 “一刻钟社
区服务圈”， 均衡设置基层公共文化设施；

还要注重以新促老、 新老融合， 从居民家
门口的事、 身边的事入手， 集中解决一批
痛点问题， 让老城区重新焕发生机。

市发改委副主任、 新闻发言人李素芳
介绍， 为不断提升教育、 医疗、 养老等公
共服务供给水平， 副中心已开工建设人民
大学通州校区一期、 北京卫职院新院区、
北京二中通州校区和北海幼儿园， 确保北
京学校小学部按期交付使用； 开工建设安
贞医院通州院区 、 友谊医院通州院区二
期， 建成潞河医院四期和通州区中西医结
合医院。

环境： 蓝绿交织成为城市副中心底色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总规划
师、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研究院院长施
卫良介绍， 副中心将大幅增加绿色空间总
量， 让蓝绿交织成为城市副中心的底色。
建立全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体系， 贯通约
163公里连续滨水岸线 ， 建设富有活力 、
充满魅力的亲水城市。 结合新一轮百万亩
造林绿化工程， 在城市副中心东西两侧建
设生态绿带， 南北两侧建设生态廊道控制
区， 让城市副中心矗立在森林环抱之中。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高
大伟介绍， 城市绿心是北京城市副中心重
点功能区之一， 位于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
交汇处， 规划建设面积约11.2平方公里，
其中总绿化面积约7.39平方公里。 目前，

城市绿心园林绿化建设工程的绿化标段已
全部进场， 计划2019年底初见成效、 2020
年底建成。 在工程方面， 目前城市副中心
已经实施绿化16.8万亩。 城市绿心完成绿
化1000亩； 行政办公区完成绿化101公顷，
其中先行启动区65公顷、 千年守望林36公
顷， 为市级机关启动搬迁营造了优美的生
态环境。

高大伟表示， 到2035年， 城市副中心
绿色空间将达到41平方公里， 人均绿地
面积 30平方米 ， 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
径覆盖率达到 100% ， 人行道和非机动
车 道 绿 荫 率 达 到 80%以 上 ， 建 成 绿 道
约 280公里。 届时， 整个通州区森林覆盖
率将达到40%。

碧水： 2020年副中心污水处理率达到99%

通州区副区长阳波介绍， 副中心将打
造滨水生态环境。 围绕 “三网、 四带、 多
水面、 多湿地” 水环境格局， 坚决打好碧
水攻坚战， 持续推进滨水景观提升工程，
加速海绵城市建设步伐 。 加快实施通惠
河、 萧太后河、 玉带河等一批河道综合治
理和景观提升， 有序实施城北水网、 两河
水网、 城南水网工程， 加强水系连通， 着
力构建水清岸绿的优美环境。

市水务局副局长张世清介绍， 目前北
京市正在大力实施第二个治污三年行动方

案， 城市副中心所在的北运河流域是治污
的重点流域， 目前正在继续实施的污水收
集管网 、 雨污分流 、 污水处理厂升级改
造、 农村治污等工程， 并已经取得了阶段
性成果。

2019年， 水务部门将按照打好碧水攻
坚战的要求， 在城市副中心加快建设污水
收集管网和减河北再生水厂， 实施雨污合
流管改造， 加快上游流域水污染治理， 到
2020年实现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5%， 中
心城和副中心达到99%的目标。

防洪： 防洪标准提高到100年一遇

北京市水务局副局长张世清介绍， 通
州区地处北京城市下游， 九河下梢， 河网
水系较为发达。 为实施流域河道水系保护
和治理， 将城市副中心建成水城共融的生
态城市， 推进自然生态的海绵城市建设，
提升副中心防涝能力。

目前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及周边共
约20平方公里区域正在开展海绵城市试点
区建设， 预计2019年将基本达到70%降雨
不外排的考核要求。 未来， 海绵城市还将
在整个副中心范围逐步铺开， 到2035年实
现副中心80%建成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
低于80%的目标。

张世清介绍 ， 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
后 ， 防洪标准由原来的50年一遇提高为
100年一遇。

为实现更高的防洪标准， 并稳定副中
心河道常水位， 目前已经启动温潮减河分
洪工程前期工作、 宋庄蓄滞洪区 （二期）、
温榆河综合治理、 北运河 （通州段） 综合
治理工程已经开工， 上述4项工程实施完
成后， 可分流、 蓄滞北运河上游洪水， 提
高下游河道行洪能力， 提高城市副中心防
洪能力。 远期还将陆续实施北运河通州上
游其他规划蓄滞洪区 、 潮白河治理等工
程， 到2035年全面实现规划防洪标准。

产业： 围绕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通州区副区长阳波介绍， 副中心将紧
紧围绕总部经济、 财富管理、 文化旅游、
文化科技、 尖端芯片、 IT信息软件、 智能
制造等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建设， 推动一
批符合功能定位的重大产业项目入驻通
州， 横向实现产业统筹布局、 项目有序聚
集、 资源科学配置， 纵向实现产业上下游
辐射带动、 关联产业梯次组合和有机联动
的高质量产业链。

以总部企业和财富管理机构为重点，

吸引一批具有强大带动效应的行业领军企
业率先入驻运河商务区。围绕“北有宋庄原
创艺术、中有环球主题公园、南有台湖演艺
小镇”的空间格局，培育具有国际水准的文
化旅游产业链， 打造一批精品文化产业项
目。加快科技创新引领，以国家网络安全产
业园为重点， 积极对接引进国家和市级IT
信息产业优质资源， 推进中关村科技产业
基地建设，加快吸引新一代信息技术、软件
与信息服务、人工智能等产业要素落地。

历史遗迹： 通州区最早古代城址将建博物馆

1月11日上午， 北京市级行政中心正式迁入北京城市副中心。 当晚， 北京
市召开实施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新闻发布会，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联合通州区政府、 市发展改革委、 市交通委、 市园林绿化局、 市文物局、 市
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详细介绍了如何落实 《关于扎实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
建设的指导意见》 及 《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工作方案 （2019
年—2022年）》。

蓝绿交织成底色 教育交通医疗服务全面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