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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让老城愈加庄重大气 让居民获得更多幸福感

西城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活力和韧性

近年来， 西城区以首都发展
为统领，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 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 以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根本目的 ， 做好 “六
稳 ” “六保 ” 工作 ， 紧抓 “两
区” “三平台” 战略机遇， 全力
推动核心区控规落地落细， 助力
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让老城愈
加庄重大气， 让居民拥有更多获
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先行先试
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作日来到西直门外南路，
原 “动批” 区域， 昔日喧嚣热闹
的人群和杂乱无序的景象已经不
见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智能化的
高端楼宇、 现代感和艺术感交织
的中心广场。 这里， 已经变身成
了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核心
区。

其实 ，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
始 ， “动批 ” 就聚集了聚龙市
场、 金开利德、 天和白马等12个
服装批发市场， 最鼎盛时有超过
3万名从业人员以及10万人次的
日均客流量， 但同时也滋生了小
商小贩占道经营、 进货车辆乱停
乱放等乱象 ， 给这一区域的交
通、 环境带来了很大压力。

北展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李
云伟介绍， 当时， “动批” 年均
给西城带来经济效益约 6000万
元， 但政府支付的管理费用年均
超1亿元。 “动批” 繁荣的背后
是人口增多、 资源有限的 “大城
市病”。 疏解， 成为当务之急。

从2013年12月3日 ， 北展地
区建设指挥部成立， 到2017年11
月30日， “动批” 最后一个营业
的批发市场———东鼎服装批发市
场正式闭市。 西城区紧抓 “疏解
非首都功能 ” 这个 “牛鼻子 ”，
用4年时间完成了 “动批” 的疏
解腾退。 随后， 又一步一个脚印
地开启了 “动批” 的转型之路。

“紧邻金融街和中关村西城
园， 这种区位优势是别的地方所
不能比的。 因此， 在经过无数次
的讨论之后， 区里决定建设金融
科技产业聚集区， 服务当前蓬勃
兴起的产业革命和科技创新 。”
李云伟说。

西城区充分发挥自身在金融
资源和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 先
后发布 “金科十条 ” “金服十
条” “金开十条” 等政策 “组合
拳”， 助力金科新区建设提速。
2019年1月， 经国务院批复 ， 老

“动批” 所在的北展地区升级为
了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

明亮的玻璃外墙、 简约的室
内设计……经过改造 ， 老 “动
批” 的四达大厦， 现在的新动力
金融科技中心， 已经成为了金科
新区的地标性建筑， 气质和功能
都有了飞速提升。

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副总经
理李倩介绍， 这里已经成为承载
金融科技 “国家队” “独角兽 ”
“生力军” 企业落地的重要载体，
入驻了中央结算公司、 奇安信公
司、 神州数科公司等业界知名头
部企业。

目前， 金科新区核心区新入
驻企业120多家， 金科新区共入
驻企业近500家， 正在形成金融
科技企业的聚集效应。 金科新区
在全国率先探索金融科技创新监
管试点 ， 在三批22个试点项目
中， 金科新区企业承担了64%的
任务， 成为中国版 “监管沙箱”
的核心承载区。

同时， 西城区坚持对标国际
一流，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持续
创新并总结出 “无接触” 数字服
务、 “小分队” 组合服务、 “双
管家” 常态服务、 “场景化” 应
用服务等特色服务模式。

“西城区在营商环境方面做
得非常好， 多次解决了我们企业
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比如办公场
地、 员工保障、 融资对接、 上市
协调等 ， 帮我们解决了很多困
难。” 金科新区入驻企业、 奇安
信集团副总裁陈华介绍说。

中关村西城园管委会主任袁
文表示， 到2023年， 金科新区力
争整体亮相。 未来三到五年， 金
科新区核心区将引入高端商业业
态、 各类首店商户， 增加生活、
休闲配套设施， 让金融、 科技人
才在这里体验工作、 生活、 消费
一站式服务， 吸引更多金融科技
机构。 预计 “十四五” 期间， 金
科新区核心区的地均产值将达到
每平方公里500亿元。 到2035年，
将建设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监管体
系引领者、 产业发展增长极、 制
度标准策源地和创新人才首选
地。 金科新区将实实在在地为首
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助力赋能。

守正创新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西城区在助推首都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在不断提升城市文化
软实力。

今年1月份， 历经三年多的

整体提升 ， 全长1.7公里 、 始于
元代的鼓楼西大街亮出 “稳静街
区” 新形象。 这是 《首都功能核
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
面 ） （2018年-2035年 ） 》 批复
后， 西城区首个重点推进完成的
历史街区保护更新项目， 将有效
助力中轴线申遗保护。

西城区什刹海阜景街指挥部
常务副总指挥刘维岩介绍， 鼓楼
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于2017年
6月正式启动。该计划意在恢复老
城特有的古都韵味和历史文化，
实现优美的环境和舒适的空间。

拆除违建、 提升建筑立面、
整治公共空间……这一地区进行
了8大项22小项整治后， 历史韵
味初步显现。 随后， 又全力挖掘
文化景点， 打造文化探访路线。
如今 ， 漫步鼓楼西大街 ， 即可
“探访一处元代码头、 漫步两段
古迹高墙、 体验四个口袋公园”。

“一个景点一个故事。 我们
利用拆违腾出的52片街道空间，
在景点周边建成85处绿化景观，
方便游人在 ‘打卡鼓西、 漫步斜
街’ 时坐下来， 慢慢品味景点背
后的历史文化。” 刘维岩说。

西城区是北京营城建都的肇
始之地， 历史积淀悠久， 文化底
蕴深厚， 文物资源丰富。 目前 ，
全区有不可移动文物369处， 文
物保护任务艰巨， 合理利用潜力
巨大。

“十三五” 时期， 西城区实
施文物保护 “三解工程 ” （解
危、 解放、 解读）， 开展了腾退
一批 、 修缮一批 、 合理使用一
批、 新增认定一批以及筹建开放
一批的 “五个一批” 工作。 2016
年， 西城区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
来规模最大的直管公房类文物腾
退工作， 共计启动52处， 总投入
45.27亿元 。 截至目前 ， 已完成
52处2042户中的1876户腾退， 总
体腾退比例达92%。

文物腾退后， 西城区加快推
动 文 物 开 放 利 用 。 万 松 老 人
塔———北 京 砖 读 空 间 、 佑 圣
寺———十月文学院 、 林白水故
居———椿树书院等腾退后的文物
建筑陆续实现了对社会开放。

腾退后的文物应如何更合理
地使用， 既是全社会广泛关注的
热点， 更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重要

命题。 2019年， 西城区率先进行
尝试， 出台了 《北京市西城区关
于促进文物建筑合理利用和开放
管理的若干意见》， 首次在政策
层面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进行了明
确和规范。

西城区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模式上大胆探索，尝试用“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专家把关、市场化
运作”的新模式，为文物活化利用
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不久前，西
城区首批文物建筑活化利用项目
招标结果落地，包括歙县会馆、晋
江会馆、梨园公会等在内的6个项
目都确定了活化方案。

西城区区长孙硕就表示，未
来， 西城区要让文物合理利用成
为老城复兴的亮点。 “坚决贯彻落
实《总规》和《核心区控规》要求，
将文物利用和老城保护与复兴相
结合，与街区更新相结合。我们的
很多文物都在胡同里， 与百姓毗
邻而居，要通过让文物建筑‘活’
起来， 使其真正融入人们的社会
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时时感
受到文物的魅力。 ”

以民为本
提升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在西城， 文物的活化再利用
都会融入百姓生活， 而关乎百姓
切身利益的事情 ， 更是采用了
“民生工作民意立项” 的工作机
制。 这也正是西城区立足首都核
心区功能定位，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理念， 深入践行 “红墙
意识”， 在 “全响应” “访听解”
“接诉即办” 工作基础上， 探索
形成的新时代民生工作长效机
制。

“我们服务着周边多个小
区， 居民的满意率达到了98%。”
“居民有问题保修， 我们专业维
修人员会在半小时之内上门 。”
“在物业费包干制之内， 我们的
垃圾清运费、 水电能源费不再收
取任何费用。”

日前， 在广内街道核桃园社
区召开的 “好商量” 居民议事会
上， 三家候选物业公司负责人正
在向居民代表们进行自我推荐。
其实， 像这样居民自己的事自己
说了算的情况， 在这里已经成为
常态。

西城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
了确保民生工作民意立项工作做
深做细做实， 自2017年以来， 他
们先后经历了制发文件、 试点先
行、 全面铺开三个阶段， 目前此
项工作已在各委办局、 15个街道
263个社区全面开花。 在此过程
中， 规范了各项民生工作的分类
标准、 工作要求、 实施程序等，
完善了民意征求型 、 民需申报
型、 民情推动型三种类型民生工
作的推进流程， 将民主协商贯穿
于决策实施之前和决策实施之
中 。 同时结合基层开展工作需
要， 明确了区委办局及街道各部
门之间的职责分工， 并结合做好
城市管理 、 社会治理 、 公共服
务 、 党群服务等各领域民生工
作， 给予建议立项清单。

位于北二环附近的什刹海风
景区， 是北京内城唯一一处具有
开阔水面的开放型景区 。 但是，
环湖的七处主要堵点， 却给周边
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我
们就守着河边住， 可是想围着河
圈转转， 根本就不可能， 很多地
方都被商户的建筑挡住了。” 家
住板桥三条， 已经在这里住了近
40年的洪阿姨告诉记者。

2018年，西城区什刹海街道
利用“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工
作机制，陆续对西海、后海、前海
三海的环湖步道进行疏通， 拆除
阻碍道路的房屋、围墙等，还湖、
还路于民， 使6000米临水步道全
面贯通， 把封闭10年之久的临湖
美景归还给居民。与此同时，通过
营造水生种植区、生态浮岛区，恢
复西海湿地生态。

“环湖路通畅了， 景色更美
了， 我们的心情也通畅了。 我现
在天天都来这儿遛弯、 锻炼。 甭
提有多高兴了。” 洪阿姨感慨道。

记者了解到， 民生工作民意
立项已经在西城区全面开花， 成
为基层党委政府优化决策， 切实
做到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的
有效路径。 现在， 越来越多的党
员、 居民、 社区社会组织、 辖区
单位等多元主体主动参与到治理
当中， 形成合力， 促进基层治理
从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 主动治
理转变 ，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
时， 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幸福感
和获得感。

金科新区地标性建筑———新动力金融科技中心内景

西海湿地整体环境提升， 成了周边居民遛弯、 锻炼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