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疏解整治的“减法”，正是为了做好群
众获得感的“加法”，考验的是城市治理的

“绣花”功夫。与疏解几乎前后脚，各类整
治项目逐一启动。从腾退空间利用到便民
设施完善，从城市家具布置到历史文化传
承，从加强综合整治到规范街区秩序……
从市民对美好生活便利性、宜居性、多样
性、公正性、安全性等新需要入手，变化正
在发生。

以前，提起潞城镇胡郎路侉店红绿灯两
侧，周边居民都会皱眉头。这个区域处于几
个村交界处，交通便利，2016年，开始有村民
在此卖早点、蔬菜、衣服等，有时多达 80个摊
位。占道经营导致环境脏乱、交通拥堵，百
姓颇有不满。但执法队取缔了占道经营的
商贩后，百姓还是不满意。原来，虽然村民
们反感商贩占道经营，但如果没有这处集
市，购物就没有以前方便了。

城管执法队将收集上来的意见向潞城

镇政府进行了反映。2019 年 1 月，镇政府在
一处腾退厂房内开设了集市，将商贩引导到
集市进行经营，统一管理，规范经营时间，严
格卫生区划分，并与侉店村村委会定期督导
检查，确保集市整洁有序。这个原本两难的
问题解决了。

悠悠万事，民生为重。四年间，通州区
累计布局便民服务设施 372 处，实现社区覆
盖率 100%，开展了 13 个老旧小区的整治提
升，完成了 172 条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整治
提升任务。随着违建拆除、功能织补，一座
座便民综合体、养老照料中心、社区健身场
馆建起来了，一条条背街小巷靓起来了。
走在城市副中心敞亮的街巷里，“一刻钟社
区服务圈”遍地开花。这些买菜、吃饭、理
发、修修补补的小地方，已成为市民的“好
邻居”。

潞城镇八各庄村东侧，大片大片的波斯
菊汇成了花的海洋。粉红色、纯白色，花枝

随风摇曳，给渐凉的秋天增添了温暖的色
彩。一群骑行游客有说有笑地玩起了自拍，
在花海中定格下笑颜。周焕增老人载着老
伴，开了 30 分钟的电动车，专程从土桥的家
中赶来“打卡”。“我老伴喜欢花，听人说这儿
有花海，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今年 47 岁的张建是附近卜落垡村村
民。他记得，2018 年这片区域还是废弃的
养殖场，坍塌的老旧温室遍地砖石瓦砾；闲
置的撂荒地杂草丛生，几片果树林长时间
未经打理、垃圾成堆，村民们避之不及。

变化始于 2019 年。潞城镇对该地块进
行腾退、施工，通过“留白增绿”项目，把八各
庄区域的大片空间建成了一个美丽的乡村
公园，向日葵、百日草、波斯菊、万寿菊竞相
争艳。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地变成了美丽的
花海，这片充满诗意的乡村休闲空间成了

“网红”打卡地。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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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朋友：

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
相信，您身边又多了一位可信赖的
朋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报》
正式试刊，与您见面。

这是一份与千年之城——北
京城市副中心同心同向的报纸，四
版、周五刊。前身《通州时讯》1995
年创刊以来，记录了这方热土从通
县、卫星城、现代化国际新城到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沧桑巨变。迈入
新时代，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
计、国家大事。《北京城市副中心
报》应运而生，接过了历史接力棒。

铅墨芳华，是最好的见证。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
论工作的重要论述，恪守党报品
格，自觉履行职责使命，唱响主旋
律，弘扬正能量。我们将担负起历
史责任，用心用情全方位记录，讲
好副中心故事，传递千年之城的文
化底蕴、社会风尚、城市温度和时
代风貌，充分展示全市上下团结一
心、奋发有为，全力推进城市副中
心建设发展的火热场景，生动展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城市副中心落地生根结出
的丰硕成果。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的华彩
大幕已经开启。

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
赢得您的信赖和支持。我们也会
把您的信赖和支持，化为奋力奔跑
的不竭动力。与您同行、风雨无
阻，共同见证和记录这座千年之城
拔节生长的无限魅力。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编辑部
2020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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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的一封信

“加减法”里的新动能
——四年“疏整促”绘出城市副中心活力新画卷

本报记者 陈施君

四年，对有着3000多年建城史、86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而放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
建设首都”时代之问的背景下，这四年极不寻常。

自2017年起，为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市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壮士断腕的魄力，为减量发展、瘦身健
体、提质增效探路。

“疏整促”由市区两级发改委牵头，集成近几年城市治理专项工作，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牵引，涵盖拆除违法建设、整治开
墙打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等方面内容，旨在通过疏解整治的“减法”，换来腾笼换鸟、功能提升的“加法”，实现资源更优配置，
有效治理“大城市病”，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

作为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城市副中心以“疏整促”为抓手，在处理好舍与得、疏解与提升等重大关系中，努力推进高质
量发展。眼下，第一轮“疏整促”即将收官，城市副中心又交出了怎样一份答卷？

疏解整治促提升，疏解是“牛
鼻子”，是第一位的。

通州北苑地铁站南，中国农业
出版社印刷厂厂区西侧，昔日 5万
多平方米的违建，如今基本场清地
净，3层楼上的2层违法加盖正在拆
除收尾阶段。看着眼前一幕，区治
理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联席会议办
公室的吴凯平长舒了口气。

这块紧邻万达商圈的黄金地
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留给周边
居民的印象是乱。2013年前后，农
印厂西侧的违章建筑陆续冒了出
来，小餐馆、KTV、迷你公寓密密麻
麻排开，多家经济型酒店在此经
营。一到晚上，猜拳的、耍酒疯的、
乱 倒 垃 圾 的 ，百 姓 出 门 遛 个 弯
都难。

“这些违建楼与楼之间的距离
大概只有1米，有的甚至墙贴墙，酒
店公寓里住了1000多户，安全隐患
突出。底商饭馆旁边就是一个堆
放垃圾的点位，一到夏天，味道老
远儿都能闻到。”吴凯平说。

几年前，这片建筑被规划等部
门认定为违法建设。但这里产权
关系复杂，租户众多，26 家商户、6
家公寓、1446间房，疏解谈何容易。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区发改委
统筹、区城管执法局牵头启动先期
清退，工作人员放弃休息时间，逐
家逐户摸排走访，磨破嘴、跑断
腿。去年底，26 家商户全部清退，
疏解2500余人，这片多年违建终于
拆除。

四年间，通州区共计拆除违
法 建设 4478 万平方米，腾退土地
5232公顷。

开墙打洞，是违建的又一种
形态。

开墙开门开窗户，圈地圈院圈
台阶。普通民宅开墙变商铺，临街
平房开成门脸儿房，阳台房设围挡
随意拓宽经营面积……几年前这
些情况司空见惯。但随着“开墙打
洞”专项行动的开展，这些顽疾在
城市副中心得到有效治理。

中仓街道新华东街 30 号楼位
于东关大桥附近，是一座临街住
宅。2018年以前，这栋楼的一层几
乎全被租给了商户，无一例外是民
宅破墙“掏”门脸。随之而来的就是
持续多年的噪音扰民、街巷拥堵。

“从前就一个字，乱！小商小贩扎
堆，质量还不好。现在您瞧，楼体恢
复利落整洁了不说，耳根也清净多
了。买东西也不耽误，旁边就是一
个大超市。”住户许广元刚买完菜，
如今他也能踏踏实实地在楼下遛
弯了。

但刚开始，商户和房主可并
不配合，区市场监管局市场一科
科长刘铭没少“嘬牙花子”。

新华东街 30 号楼位于长安街
延长线，通州区第一个“开墙打洞”
治理点位就在这儿。“房东愿意租
给商户，因为收益高；租户觉得自
己有证有照挺委屈。”房东租户都
想不开，刘铭就和同事一遍遍摆事
实讲道理，拿出房产证讲房屋属
性，讲开墙打洞的危害……最终获
得双方理解。

四年来，通州累计整治无证无
照经营 9392 户、“开墙打洞”1595
处，治理“散乱污”企业 1439 家，疏
解一般制造业376家。

减出发展新空间

减量提质“加减法”

《副刊·城韵》

京唐铁路城市副中心段
桩基完工超6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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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硬件提升到文化墙改造从硬件提升到文化墙改造，，新街下坡路焕然一新新街下坡路焕然一新。。

中仓南小园路中仓南小园路，，运河美景在画师笔下栩栩如生运河美景在画师笔下栩栩如生。。 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潞城镇八各庄村东侧潞城镇八各庄村东侧，，波斯菊汇成的花海吸引市民波斯菊汇成的花海吸引市民““打卡打卡””观赏观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