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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森林覆盖率达33.02% 城区绿化覆盖率达51.02%
“创森”让市民享更多绿色福利

本报讯（记者 张丽）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让 北 京 城 市 副 中 心 变 得 更 绿 色 。 截 至 目 前 ，
通 州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到 33.02% ，城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51.02% ，真 正 实 现 出 门 见 绿 ，起 步 闻
香。“创森”，让市民享受到越来越多的“绿色
福利”。

2017 年，通州区正式启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
工作。几年来，通州区依托多河富水的生态本底
资源，牢固树立绿色生态发展理念，按照北京城
市副中心“两带、一环、一心”绿色空间发展布局，

先后实施了园林绿化重点工程 118 项，完成新造
林 21.6 万亩。同时，全面对标对表副中心标准，
编制《北京市通州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总体规划
(2018-2035 年)》，对照森林城市五大体系 40 项指
标要求，梳理短板与不足。

“大地植绿”的同时，不忘“心中播绿”，通州
区 还 制 定 了《创 建 国 家 森 林 城 市 宣 传 实 施 方
案》，不断整合资源，全面开展创森宣传，有效提
高全民生态文明意识。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张楠）9175 公里地下管
线，用手机就能摸清“迷宫”内情；垃圾桶、
信号灯等约 10万个城市部件，一一在虚拟
世界中原样复制。记者从通州区城管委了
解到，城市副中心打造的“数字孪生城市”，
预计今年年底前正式完成并投入使用，地
下地上一张三维立体图为城市精细化管理
提供技术支持。

地下管线，又被称为城市“生命线”。
记者从通州区城管委了解到，截至 2019年
底，通州区市政道路地下管线总长度达
9175 公里，涵盖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
力、广播电视、通信、工业管线等 8 大类 14
小类市政管线，是全市唯一实现全境地下
管线普查的区，目前已实现全通州地下管
线“一张图”。

但过去，城市地下管线在图纸上，只能
用一根根平面的粗线条来示意。“过去二维
的图纸，只能显示管线的大概位置和布局，
无法显示管线与管线之间错综复杂的纵深
关系。”通州区城管委指挥中心副主任郭安
安介绍说。摸不清地下的具体情况怎么
办？有时必须挖开地面，才能真正知道地
下管线的分布情况。施工挖断地下管线的
情况也屡有发生。

为了让地下管线的布局一目了然，避
免施工过程中，对地下管线造成不必要的
损坏，今年 7 月底，通州总长度达 9175 公
里的地下管线布局图全部实现了三维立
体化，用 AR 增强现实的方式显示。“管径
的粗细、管线与管线之间的位置，都与地下
管线的实际布局完全一致。在手机或者平

板电脑上装个App就能‘透视’地下管线的
详情，避免施工盲挖。”郭安安用手机向记
者展示了错综复杂的神秘“地下城”。

用手机App扫描一处井盖旁的二维码，
井盖和地下管线信息立刻显示在屏幕上，
管线类型、点位、坐标、地面高程等信息一
目了然。

“在接到井盖周边存在安全隐患预警
后，需要确定井盖权属和周边地下管线的
排布情况。我们可以通过地上三维系统确
定井盖位置，工作人员赶赴现场通过手机
扫描井盖周边的二维码确定井盖权属并通
知抢修，同时通过手机使用AR增强现实技
术查看周边地下管线的排布情况，为抢修
工作提供技术支持。”郭安安表示，这一应
用目前为北京首创。

除了三维立体“地下城”，副中心地上部
分的城市部件也正在进行三维立体化建
模。记者了解到，通州区共有大约50万个城
市部件，包括垃圾箱、路灯、信号灯、交通标
识标牌、护栏等。其中，仅副中心范围内就
包括了24万个城市部件。

“我们将选取副中心范围内重要的城
市部件，大约会选择10万个以内，对这些城
市部件进行三维立体建模，在虚拟世界中
复制副中心的全貌。这样，通过手机或平
板电脑，就能够清楚看到副中心的立体空
间信息。”郭安安表示，副中心打造的这一

“数字孪生城市”，将在今年年底前亮相，真
正实现副中心地下地上一张立体图显示。
由于地上地下的情况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数字孪生城市”也会每年更新。

城市副中心建设“数字孪生城市”
10万城市部件组成地下地上三维立体图

本报讯（记者 张丽）8月20日上午，来自新华社、中
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日
报、北京电视台等50多家中央、市属媒体的记者走进北
京城市副中心，先后来到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和运河商务
区，亲身体验，深入采访，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展示生机勃
发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日前，“绿心”正式命名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60
多名记者漫步“绿心”，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下公园雨后的
清新之美。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最有生命力的地标——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建设，第一阶段5.39平
方公里将于“十一”国庆节前夕开园，该公园不设围墙，
24小时对公众开放，将推出二十四节气林窗为主的 36
景，同步开放的还有商业配套设施、运动休闲场地和儿
童游乐设施等。

随后，各媒体记者还来到运河商务区参观采访，登
上副中心最高点——163米高的新光大中心楼顶，俯瞰
运河商务区建设。

新华社北京分社记者鞠焕宗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不停按下快门，尽管多次来副中心采访，但进入“绿心”
尚属首次。“公园一步一景，比想象得更美，遗憾的是这
次时间比较紧张，没看过瘾，等开园，一定带着家人一起
来好好逛逛。”鞠焕宗说。

副中心的吸引力毋庸置疑。中国日报社北京站站
长杜娟开车从国贸出发，40分钟便到达城市绿心森林
公园，“一路上很顺畅，入目的绿色越来越多。第一次来

‘绿心’，感觉实在是太美了。副中心环境越来越好，交
通越来越便捷，如果能生活或者工作在这儿，真是挺幸
福的。”杜娟由衷地说。

采访中，各媒体记者表示，将继续深入关注北京城
市副中心建设发展，大力宣传各领域、各条战线所取得
的成就，不断展示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的好势头。

50多家中央市属媒体
集 体 聚 焦 副 中 心

用镜头和文字展现“副中心生机勃发”

8月的台湖，柔风轻抚，余音回响。这
个夏天，“生如夏花 台湖星期音乐会之军旅
合唱歌曲演唱会”“相约台湖 艺术有你——
北京市属文艺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等高品质
演出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登场，
让城市副中心市民大开眼界、大饱耳福。

眼下，台湖演艺小镇规划建设的好消
息也接连传来：小镇临时会客厅项目部分
功能已投入使用；演艺综合体（演艺水廊）
项目正在编制规划综合实施方案……小镇
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快，全力打造运河文化
带上的演艺明珠。

突出“生态+艺术+演艺”特色

按照规划，台湖演艺小镇坚持“特而
精、小而美、活而新”的发展要求，突出“生
态+艺术+演艺”核心特色，将以创意创作、
展演交流为核心功能，以艺术推广、文化旅
游为衍生功能，打造全时活力小镇。在打
造以名家创作工作室为主的人才高地、以
青年人才社区为主的孵化基地、原创精品
剧目集中孵化地、舞美“智”造基地、演艺
研究权威机构及大数据聚集地、版权机构
及交易中心聚集地的同时，打造剧目展演
交流平台和高精尖舞美、道具演出装备的
展示演示中心，建立演出博览交易平台。

为积极推进台湖演艺小镇规划建设，
市区专门建立了“市级专班抓统筹调度，市
级部门和区抓具体落实，平台公司抓项目
建设”的协同推进机制。

一年来，市级专班召开了 7次专班会，
研究了组织架构、任务分工、实施机制等重
点事项，制定了 21项重点任务。市有关部

门大力支持，牵头抓好分工任务落实。副
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成立了规划实施、政策
研究、项目立项、项目推进、征拆供地、水务

园林、应用场景建设等七个工作小组，加快
推进各项工作。

下一步，台湖演艺小镇将在更大范围内

实施规划衔接。以演艺文化功能为轴带，做
好与环球主题公园、张家湾设计小镇、张家
湾古镇等重要节点的规划衔接，（下转2版）

坚持特而精、小而美、活而新

生态+艺术+演艺 台湖打造全时活力小镇
本报记者 陶涛

媒体记者在新光大中心顶楼俯瞰拍摄运河商务区媒体记者在新光大中心顶楼俯瞰拍摄运河商务区。。
记者记者 唐唐建建//摄摄

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将高品质演出送到副中心市民家门口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将高品质演出送到副中心市民家门口。。 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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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旅行业盛会
将精彩亮相服贸会

市属22家医院实现
缴 费 支 付 三 统 一

蔡奇到城市副中心调研台湖演艺小镇规划建设时强调

打造展示城市副中心文化魅力的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祁梦竹 刘菲菲）昨

天下午，市委书记蔡奇到城市副中心调
研台湖演艺小镇规划建设。他强调，特
色小镇是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一道
风景线，台湖区位优势突出、生态本底
优良，要突出演艺功能定位，对接环球
主题公园，谋定而后动，稳步推进小镇
规划建设，打造展示城市副中心文化魅
力的新名片。

双益发文创园由老旧厂房改造而
成，60 余家入驻企业涵盖戏剧创作、影
视拍摄等领域。蔡奇了解园区现状，走
访入园企业，说，要优化园区环境，拆墙

透绿，集约高效利用资源，营造有品质
的演艺产业生态。随后，蔡奇来到北
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察看建
筑现状，详细询问改造提升方案，要求
做好利旧改造，调动市场力量参与，植
入演艺功能，增加小镇活力。蔡奇又

“四不两直”来到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
艺术中心，察看剧目排演和舞美设计
精品展示，指出，要发挥国家大剧院资
源优势，瞄准市场需求，带动演艺产业
发展，让百姓在家门口感受艺术的
魅力。

蔡奇在座谈时指出，要抓紧做好演

艺小镇规划设计。按照“小而美”的原
则，坚持低密度、高品质，不搞大拆大
建。精雕细琢做好城市设计，新建项
目与小镇原有肌理协调统一，优化提
升现有建筑，塑造城野交融、新老相
映、多元时尚的小镇风貌。管住土地
资源，用好集体产业用地，多建租赁性
住房，促进职住平衡。产业以演艺、文
创及配套为主，按照“特而精”的要求，
提高准入门槛。舞美基地已初具规
模，要打造成更具影响力的综合性演
艺平台，发挥龙头作用。市属院团带
头，吸引更多头部演艺机构入驻。要

加强演艺小镇的品牌策划，按年度排
出展演计划，办好台湖艺术节。剧目、
活动要有原创性，组织更多首发首演
活动，形成自己的 IP 和独具特色的文
化旅游产品。

蔡奇强调，当务之急是盘活存量资
源。抓好图书城及京城重工升级改造
两个项目，优化设计方案，今年有实质
性进展。借鉴798模式，集约、紧凑开展
空间设计，提升功能承载能力。要与环
球主题公园联动发展，积极承接其外溢
效应，打造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引导企
业参与环球主题公园的 IP设计、文化创

意、演艺产品开发，吸引环球主题公园
相关剧目演出、彩排、舞美设计制作等
功能向演艺小镇延伸。主动为环球主
题公园做好服务配套，布局高品质精品
酒店、民宿，打造特色消费街区，发展夜
经济。

蔡奇强调，小镇规划建设管理要
体现高科技，更多融入科技元素，打造
智慧小镇。利用中关村创新资源，布
局一批示范应用场景，实现 5G 全覆
盖。演艺与科技充分结合，加强全息
影像、超高清视频等应用。交通是小
镇的骨架，要体现“一快一慢”交通理

念。对外连通要快捷，做好与环球主
题公园、城市绿心、张家湾小镇等重要
节点的接驳，增开公交线路。内部要
突出慢行体验，规划建设好自行车慢
行系统。台湖因水得名，水系景观应
成为亮点。加强水系连通，提升沿岸
景观，建设连续贯通的亲水步道。抓
好小镇绿化，做到蓝绿交织。要加强
工作统筹。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
牵头抓总，工作专班发挥好作用，相关
部门主动作为，北投公司提高运营水
平，形成整体合力。

市领导王宁、隋振江参加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