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新城商务中心“后勤中枢”完
工，商务中心区 2017 年投运，三级医
院 5 年增至 6 家以上⋯⋯北京城市副中
心的蓝图正在描绘之中，想一睹“真
容”尚需时日，但近来频繁释出的各方
信息，已经为人们勾勒出城市副中心大
致的轮廓。

2016 年年底，北京城市副中心总体
城市设计和重点地区详细城市设计，及
通州区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即将完
成。这张在“高起点”上绘制的“蓝图”会
带给北京一个怎样的城市副中心？这
155 平方公里的“新城”又将带来怎样的
城市建设发展新理念呢？

开 放

让城市空间更加开放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神经中枢”的
行政办公区，位于通州区潞城镇，占地约
6 平方公里，是四套班子和市属委办局办
公所在地。

“未来，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和各楼宇之间将不设围墙，公共活动区
域会面向市民最大限度开放。”日前，北
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建设办公
室负责人张亚芹在第二届中美气候智慧
型/低碳城市峰会上，描绘出北京城市副
中心行政办公区的低碳建设蓝图。

张亚芹介绍，行政办公区内的建筑
群将采取组团式布局，突出建筑功能的
开放与交流。行政办公区及各楼宇之间
将不设围墙，并按照开放要求规划建设
停车设施、文化设施、体育设施、会议中
心、图书馆、博物馆、文化活动广场等。
此外，办公区同时打造了深层地热、浅层
低温能、太阳能、燃气分布式能源互为融
合的功能系统。

为打造世界领先的行政办公区信息
基础设施和智慧化应用系统，办公区内
将实现全光网络覆盖，率先应用 5G 移动
通信技术；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
拟现实等信息技术，应用于智慧楼宇设
计管理与施工配合等方面，提升建筑设

计管理运行的可量化和可视化操控。
此外，在城市副中心内，将建设适合

步行、空间开放、环境宜人的小尺度街
坊，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式居住社区，通
过增加路网密度和临街面积，促进交通
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向居住区有机渗
透；市政管线由直埋向综合管廊建设转
变，杜绝“马路拉链”，在城市副中心综合
管廊覆盖率要达到 80%。

宜 居

绿色舒适成为建设重点

“更宜居、更舒适、更有吸引力”，这
是北京建设城市副中心的要求。随着水
环境、生态园林城市建设、交通网络等被
放在副中心建设的突出位置，低碳宜居
俨 然 成 为 北 京 城 市 副 中 心 建 设 的 主
题词。

未来副中心的水环境让人艳羡。通
过构建“三网、四带、多水面、多湿地”的
水环境格局，2020 年全区主要河道水质
高标准达到国家要求，下沉式绿地率达
到 50%，透水铺装率达到 70%以上，新建
区域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85%。

未 来 副 中 心 将 是 生 态 园 林 城 市 。
按照“一区、一城、三环、三网、四片、五
镇、多园”的总体布局，通过重点廊道、
生 态 景 观 带 和 森 林 湿 地 公 园 建 设 ，
2020 年森林覆盖率达到 33%，绿化覆
盖率达到 5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8 平方米，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
覆盖率达到 90%。此外，副中心还将建
设完全对市民开放的滨水绿色空间，每
个街区拥有一处高品质的集中公园绿
地，实现约 85%居民居住在距公园 200
米范围内。

未来的副中心将拥有一流的现代化
城市交通网络。2020 年城市路网密度
达到 9 公里/平方公里；公共交通便利舒
适，轨道交通与各类交通方式的换乘距
离在 500 米内，2020 年绿色出行比例达
到 80%。同时，通过加密路网、形成小尺
度地块、林荫路比例达到 70%等方式，建
设一个以步行和自行车出行为主要方式
的宜居城区。

与通州有 48.6 公里地域相接的朝
阳，有 6 条河道直接进入通州。“十三
五”期间，朝阳区将加大主要骨干河道
水体治理力度，把河道水质提高到Ⅳ
类，2016 年底实现 9 个流向通州的出境
断面水质基本达标；2017 年基本消除

黑臭水体；2020 年重要水功能区水质
达标率达到 80%。

融 合

引导优质资源涌向“新区”

北京相关部门负责人多次表示，“城
市副中心社区的教育、医疗、养老配套指
标将全部高于中心城”，北京城市副中心
将承载优质的公共服务。

引导优质教育资源落户，采用集团
化办学、一体化办学方式提升基础教育
办学水平，引进高等教育资源，推进教育
教学水平跨入全市前列。引进三甲医
院，完成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水平，加快文化体育设施建设，推
动综合文化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打造
与城市副中心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文化
体育服务体系。

如今，原本集聚在中心城区的优质
教育资源正在副中心“落地生根”。来自
东城区的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打造的北京
二中通州新校区已投入使用，2016 年将
招收 6 个班的高中生；北京五中教育集
团在通州永顺镇建设通州校区，计划
2018 年秋季招生；景山教育集团在台湖
镇建设景山学校通州校区。来自海淀的
人大附中、首师大附中、理工附中 3 所学
校入驻通州，都将于 2016 年秋季正式招
生。来自西城的北京育才学校、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北京小学三所学校在通州
办有分校或校区；北海幼儿园、黄城根小
学、北京四中还将在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各兴建一所幼儿园、小学和中学。

市中心密布的让人“眼馋”的三甲医
院，也正移师通州。此前，北京中医药大
学东直门医院已与通州中医院合作新建
床位 800 张，近期东直门医院又与通州
区签订新的合作协议，将医院主体迁到
通州，东城总部保留科研、教学、部分医
疗等功能。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妇产医
院，也将布局于此。复兴医院、宣武中医
医院、回民医院等医院，通过探索建立院
与院之间协作、对口合作、专家带教、远
程会诊等方式，帮助通州区医疗机构在
技术质量、诊疗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实
现提升。

另外，朝阳区还将发挥其现代服务
业发达的特色优势，特别是结合国家文
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和国际商务中心区
CBD 整体的提升和建设，积极搭建产业
协同发展平台，与通州建立产业协同联
动的工作机制，积极支持区内企业到通
州投资发展，助力北京城市副中心产城
融合、职住平衡，打造中心城区向副中心
融合发展的产业廊道。

同时，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王飞在
作相关政策解读时表示，北京与廊坊北
三县共同编制跨区域规划，加强副中心
与顺义、大兴、亦庄及河北廊坊北三县的
功能统筹、分工和联动，将共同承接中心
城区功能和人口疏解，形成面向区域协
同发展的城镇群。

北京城市副中心渐露端倪——

未 来“ 北 京 ”，你 可 满 意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安徽桐城：

文 都 深 挖 传 统 文 化 富 矿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潘月琴

 


从高速公路桐城出口下来，一座名为
“书山”的巨型城市雕塑屹立眼前，告诉我
们已经来到了名闻遐迩的桐城派故里。

千古文章桐城派，婉转悠扬黄梅调，
和谐礼让六尺巷⋯⋯文化是桐城最特质
的资源，也是桐城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
力的资源。近年来，安徽省桐城市注重在

城市发展建设中保护融合优秀传统文化
精髓，坚持把历史文化传承与城市现代化
建设结合起来，通过城市历史遗存形态和
现代经营的业态融合，促进历史文化和产
业发展相互整合，勾勒出这座千载文都的
迷人魅力。

桐城是一座文化之城。桐城派文化

与徽文化、老庄文化并称为安徽省的三大
区域文化。为保护好众多桐城派作家的
文化遗产，桐城投资 1.5 亿元建设桐城文
化博物馆，项目占地 2 万多平方米，集桐
城派文物陈列、桐城派名人故居、桐城科
举文化于一体的专题文化博物馆，目前已
经建成并进入展陈阶段，建成之后，博物
馆既是桐城文化的展示中心、桐城派文化
的研究中心，又是广大市民的休闲中心、
青少年学生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中心。

同时，对老城区优秀历史文化做系统
的挖掘整理、保护开发，桐城可谓不遗余
力。“我家两堵墙，前后百米长。德义中间
走，礼让站两旁。”春晚一曲《六尺巷》把恭
谦礼让的中华传统美德带到了全国观众面
前，同时也给六尺巷故里带来了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对桐城市来说，六尺巷是一
张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虽然景点意义重
大，然而深度开发不够，几分钟便逛完这条
百米小巷。如何将桐城六尺巷的故事继续
讲下去？桐城紧握“天时之先”，积极启动

“三街一巷（东大街、南大街、北大街、六尺
巷）”恢复与修缮工程，项目建成后集中展
示六尺巷“和”文化与桐城士大夫文化，同
时引入景观及休闲功能，将六尺巷片区打
造成进行“礼让”“包容”“和谐”教育基地，
使散落的历史文化碎片串珠成链，使珍贵
的历史遗存相连成景。

通过何种途径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城
市文化资源呢？桐城将文化建设的项目
化作为突破口和抓手，将全市的文化旅游
资源整合打包，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旅
游产业。享有“楚皖遗珠”美誉的孔城老
街就是桐城推进文旅融合的一个缩影。
孔城是一座拥有 1800 年历史的古镇，明
清时期为桐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和重要
的商品集散地。为了让老街重放光彩，桐
城引进投资 8.8 亿元的中坤国际休闲度
假基地项目，对年久失修的古建筑、古河
道、古桥、古渡口进行“修旧如旧”的保护
重建，并在此基础上打造国家 4A 级旅游
景区。近两年来，在投资的带动下，玉雕
文化产业园、佛光文化创业产业园、投子
山文化园等桐城文化核心景点正在加紧
建设，并逐步成为省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
品牌。

此外，桐城紧紧抓住惠民这一文化保
护与发展的着力点。近年来，桐城市将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市社会经济
发展战略中，加大文化投入，立体塑造城
市文化品牌，紧紧依托“严凤英戏迷俱乐
部”“百姓周末大舞台”和“桐城歌中老年
歌友协会”三大活动品牌，深入社区、乡
镇、街道进行文艺演出和展览。在文化惠
民的同时，也让这座城市的文化在市民中
广泛传承。

本 报 讯 记 者 杨 忠 阳

报道：中国科学院 6 月 14
日在北京发布的 《中国宜
居 城 市 研 究 报 告》 显 示 ，
青 岛 、 昆 明 、 三 亚 、 大
连 、 威 海 、 苏 州 、 珠 海 、
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
数排名全国 40 个被调查城
市前 10 名，而北京和广州
宜居指数分别为 56.24 分和
56.78 分，分别位居倒数第
一名和第二名，安全、健
康、交通成当前制约中国
宜居城市建设三大短板。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
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
居指数整体不高。40 个代
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
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
平均值仅为 59.92 分，均低
于 60 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
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
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
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 5 座
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
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
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最
高，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
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
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
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
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
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
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
第四位；威海市自然环境舒
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
居全国第五位。

据了解，本次《报告》评
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
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
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
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 6 大维度和 29 个具
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最高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
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
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 55.76 分，其中交通
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
58.23 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 56.4 分；交
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 58.59 分，停车便利性和交
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
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
解释，“在 29 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
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
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本报讯 记者于泳报道：近日，清东陵 5A 级景区揭
牌仪式暨河北遵化全域旅游推介会在遵化市清东陵景区
举行。遵化市地处河北省东北部燕山南麓，有清东陵、古
长城 2 处世界文化遗产，4A 级旅游景区万佛园，2A 级旅
游景区鹫峰山、上关湖、卧龙山等景点 22 处。然而，“一
流资源、二流开发、三流服务”的现状，始终制约着遵化从
旅游大市向旅游强市的跨越。对一座旅游城市而言，这
一切尴尬归因于旅游的单一发展，要实现旅游长远发展
就必须迈出升级的步伐。

今年以来，遵化市将旅游服务业作为工业经济、园区
和重点项目、金融财税等 11 条战线的“重头戏”，紧紧抓
住融入“京东休闲旅游示范区”的良好契机，遵循大众化、
多元化旅游市场需求，开启了打造整体市域旅游品牌的
新征程。

遵化市委书记李贵富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清东陵
5A 级景区创建，就是该市建设旅游商贸名城的重点工程
之一。创建过程中，先后投入 1.05 亿元推进景区综合提
升，基本实现“基础设施生态化、服务设施人性化、管理设
施数字化、功能设施景观化”。与此同时，该市大力推进

“旅游+”工程建设。推进“旅游+文化”，深入挖掘清史文
化、温泉养生文化、红色文化等，主推清东陵、汤泉、沙石
峪、鲁家峪等景区景点，清史文化演绎中心、清城文化广
场等 8 个文化旅游类项目加速推进；推进“旅游+生态”，
在巩固完善禅林寺、鹫峰山、上关湖、卧龙山等景区建设
基础上，加快生态游开发进程，凤凰岭、龙泽汤泉宫、蟠龙
谷等 7 个观光游项目部分完工；推进“旅游+农业”，着力
打造赏娘娘庄杏花，摘亚太草莓，吃尚禾源航天蔬菜等休
闲游品牌，构筑“春赏花、夏戏水、秋摘果、冬滑雪”的乡村
旅游格局；推进“旅游+工业”，大力打造蓝猫、栗源两个
全国工业旅游示范点，积极扶持红木文化产业、金银器皿
加工等行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千年古县焕新姿

河北遵化打造整体市域旅游品牌

中科院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

》显示

—
—

建宜居城市需补三大短板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不仅是调整北京空间格局、

治理大城市病、拓展发展新

空间的需要，也是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探索人口经济

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模式的需

要。城市副中心要建成什么

样？让我们跟随着北京的规

划一探究竟——

日前，济南市百花洲传统街区保护性改造一期工程

基本完成，老济南城区特有的“泉水串流街巷民居”风貌

得以重现。图为完成保护性改造的济南市百花洲传统

街区。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摄

位于孔城老街景区内的桐乡学堂，是孩子们诵读国学经典的好地方。

本报记者 白海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