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长利

绿心可再生能源
利用比例达41.2%

9月 29日，历时 21个月建设,北投集团
组织建设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正式开园。
可以说，城市绿心是落实国家千年大计的
新实践、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新举
措、是构建“未来之城”城市伦理的新典范、
是打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新家园，为解
决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城市副中心方

案”。北投集团将全力以赴，把城市绿心建设成为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
城市绿心项目的实施中，有几大发展实践创新。一是突出生态涵养。绿心

内栽植乔木约 12万株，灌木约 90万株，苗木种类达到了 238种，乡土树种占比
88%，水绿空间占比 80%以上，实现了森林入城；通过“渗、滞、蓄、净、用、排”六
大体系，实现了 50年一遇雨水不外排，蓄水量可达105万立方米。

二是突出老城双修。我们将原北京东方化工厂工业场地修复与园林
景观建设相结合，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监测体系和管控体系，是国内绿色
低碳修复技术的首个大规模实践应用；将老旧工业厂房翻新改造，利旧
建筑面积超过 3.1 万平方米，对建筑垃圾资源化二次利用，累计消纳建筑垃圾
110 万立方米；所有建筑均实现了绿色能源供应，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达到
了 41.2%，每年可节约标煤 5058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 万吨，成为低碳
排放示范区。

三是突出为民惠民。位于城市绿心的城市副中心剧院、图书馆、博物馆等三
大文化设施将于2022年底实现竣工，体育设施、公共配套设施等园区新建建筑、

保留建筑也在积极筹划，城市绿心文化活动区、科普教展区、雨洪治
理区、市民服务区、体育功能区——五大功能体系日益完善，未来这
里将成为市民活力中心和文化新地标。

（本报记者 陈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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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 贺耀敏

加快建设创新文化产业高地

坚定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成熟的标志，文化自信呼
唤创新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如
果说文化是铸魂工程，那么创
新文化产业就是健体工程。国
际国内格局变化在给城市副中
心发展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
创造了空前机遇，城市副中心应

加快建设创新文化产业集聚与
发展的未来之城。

所谓“创新文化产业”是指
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文化新业
态，它是文化产业乃至国民经济
新的增长点，正在重塑人民群众
的文化生活状态。今天我们生
活中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也因
互联网的出现而发生了前所未
有的改变，以数字经济形态出现
的许多现代服务业态都具有创
新文化产业的特征。

我的一个想法就是将城市
副中心定位为北京创新文化产业
集聚与发展的核心区，使各种可配
置要素与资源在这里集聚和集成，
包括规划资源、产业资源、政策资
源、要素资源、创新资源、品牌资源

等，尽快打造一个中国最好、世界
强劲的创新文化产业高地。

而要打造这样的创新文化
产业高地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首先要有高的定位，规划先行。
城市副中心的创新文化产业应
充分体现中国发展的需要和时
代发展的要求，以超前意识的规
划为未来之城的创新文化产业
谋篇布局。应向城市副中心配
置更多的规划资源，从全市乃至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角度，加强
对城市副中心创新文化产业顶
层设计，真正使其成为北京乃至
全国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的排头
兵、先行地、实验区。

集聚现代文化旗舰企业和
企业集团，形成文化产业布局高

度集聚、创新技术高度集成，我
认为这样的产业布局和融合业
态应是城市副中心追求的一个
方向。以新型、高端、前沿文化
产业引领城市副中心产业结构
升级，抓住创新文化产业发展科
技含量空前提高的特点，在更高
起点上形成系统的开放政策体
系与创新平台网络。

坦白讲，将丰富的文化资源
和文化形象按照城市副中心创新
文化产业集聚要求进行重组与提
升，是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我们
要抓住现代文化、时尚文化、优秀
文化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市场潜
力，处理好城市副中心和首
都功能核心区的关系，打造
全新意义上的未来之城。

（本报记者 陈冬菊）

紧扣关键问题建言献策 论坛热度持续升温

“绿色智囊团”把脉城市副中心“十四五”发展
本报讯（记者 田兆玉）建议打造具有城

市副中心特色的标志性景观，形成文化旅游
“超级 IP”；让高新科技在城市副中心先行先
试，打造高新技术产业示范舞台，留下一批
真正扎根城市副中心的创新型产业；建设

“未来社区”，形成智慧化服务社区生态圈
……北京城市副中心绿色发展论坛热度不
减，持续升温。昨天，来自国家级研究机构、
国内著名高校、知名企业等领域的专家学
者，紧扣城市副中心“十四五”发展的关键问
题继续献计出力。

城市副中心建设是全市工作的重中之重，

按照一年一个节点，正有序拉开城市框架。在
“十三五”收官、“十四五”谋篇之际，如何更
加突出智慧城市引领带动作用？如何实现
产城共融？如何加强绿色科技创新？哪些
是 城 市 副 中 心 高 精 尖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点 领
域？怎样打造生态文明样板城市……10 位
专家就 13 个城市副中心未来发展的关键问
题提出真知灼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产业
经济学博士宋瑞，是旅游产业政策、可持续发
展和休闲研究方面的专家。她多次到访城市
副中心，都感慨于“肉眼可见的变化巨大”。

她认为，高质量发展必然是绿色的发展，如何
选择产业核心至关重要。文化旅游休闲功能
可以为一座城市锦上添花，应通过梳理城市副
中心文化旅游休闲资源，完善产业链，对资源
进行提炼升级，打造一批具有城市副中心特色
的标志性景观，形成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超
级 IP”。

南方科技大学工程技术创新中心（北京）
副主任陈彤，从事环保技术研究已经 25年，技
术研发和工程项目管理经验丰富。在如何打
造生态样板城市方面，他建议采取分布式能源
建设。通过打造用户端的能源综合利用系统，

将部分污染分散化、资源化，争取实现适度排
放的目标。在能源输送和利用上分片布置，
减少长距离输送能源的损失，有效提高能源
利用的安全性和灵活性。他还提出，让高新
科技在城市副中心先行先试，将城市副中心
打造成为高新技术产业示范舞台，留下一批真
正扎根城市副中心的创新型产业。

中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博士
生导师李丛笑，是绿色建造、绿色建筑方面
的专家，曾牵头《雄安新区绿色建造导则》编
制工作。城市副中心“十四五”规划中如何
体现绿色科技创新？李丛笑提到了“未来社区

建设”，即围绕社区全生活链服务需求，根据
“人性化、生态化、信息化”理念，做好未来社
区建设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科学布局邻
里中心、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能源、
物业等板块，形成可持续的智慧化服务社区生
态圈。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认真梳理、研究、吸
纳各位专家的建议，落实好国家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
验区政策，加快重点板块、重点区域科技创
新应用场景建设，推动城市副中心产业高质
量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倪鹏飞

打造北京都市圈
经济“发动机”
北京建设大都市圈，将经济功能放在

城市副中心或周边，既可以解决核心区非
核心功能的疏解，又能继续充分释放经济
中心潜力，带动京津冀、北方乃至全国的发
展。我认为，建设城市副中心也是打造北
京都市圈的有益探索，要将城市副中心打

造成北京都市圈的经济“发动机”。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建设这个“发动机”？在城市发展中，我们必须要关

注三要素：人口、产业和空间，要处理好这三个要素的关系。只有坚持职住一体、
产城融合及人地匹配这三个原则，才能更好地加快构建经济“发动机”。

一个理想的城市、能够促进产业很好发展的城市，一定是职住一体的城市，
人们上班不需要长途跋涉。同时，光建城不行，那是睡城，光建产业也不行，那是
开发区，只有产城融合才是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念。而我理解的城市，就是人在
一定的空间里从事一定的活动，当前全国人地错位的情况十分普遍，因此我们在
打造经济“发动机”时，一定要注重人和空间要素的匹配。

我建议采取星云城市发展思路，将城市副中心建成北京都市圈的重要组
团。这点其实城市副中心做得非常好，所谓星云城市发展思路，就是要建立主城
区和多个次中心及微中心。在建设中有四个要点，包括将住房等居住空间的利
用和布局作为重要中心；根据产业发展特点，按照集群和产业链联系布局；围绕
人口和产业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构建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体系，
让人口、产业、住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产业定位上，按照产业集群的思路，我们应重点导入和培育两大类产业，
一个是输出性产业，包括以科技为主导的高端制造业、以金融为主导的生产性服
务业和以文化为主导的知识性产业。另一个就是当地化产业，即以人为本的生
活性服务业，作为输出性产业的配套产业，这非常重要，因为产业不是孤立的。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创造更优越的条件，提供产业发展的软硬件营商环
境，吸引产业落地。

此外，要坚持耦合轮动的思路，先行开发公共产品，产业导入需要
提前介入，不能说把空间腾好了再引入产业，要让产业提前参与环境建

设，人口导入也要及时跟上，通过城市要素的良性互动，加快打
造经济“发动机”。 （本报记者 陈冬菊）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
例》于今年 5月 1日正式实施，全
市上下正在有序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我认为首先应该
做到底数清、总账明。比如每
天、每月有多少瓶子、废纸、厨
余垃圾，哪种垃圾最多等，找准
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最终目的是

要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关于有害垃圾的确定应该

慎重，收集方式也应该更高效，
可通过流通领域进行收集、处理
和再利用。在厨余垃圾方面，我
们可对愿意、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的市民给予奖励，加强宣传引
导，从而带动更多人参与。

城市副中心作为北京重要
一翼，高质量发展要贯穿到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经济发展
的方方面面。垃圾分类也是如
此，应该走在全市前列，要积极
努力探索出一条可复制的路
线，做成北京乃至全国的
样板和典范。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 徐海云

城市副中心垃圾分类应走在全市前列

（本报记者 金耀飞）

我想谈谈如何从建筑设计
和城市科技创新角度来推动城
市副中心产业发展。2018 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把 5G、人工智
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相关
基础设施定义为“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可以说，新基建是发力
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
新时代的丰富内涵，既符合未来
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又适应中国
当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转型
需求，在补短板的同时将成为社

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新基建为传统建筑业带来

难得的发展机遇，为城市与建
筑发展提出新要求、提供新技
术、创造新机遇，同时也为建筑
业的转型升级带来巨大压力。
从传统的密集型产业向高质量
发展转变，无疑是未来建筑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对大型复
杂工程议题，我们需要创新采
用科技协同与集成的工作方
法，将新基建引入建筑业，利用

数字化手段搭建科技通往建筑
的平台，整合数字科技与建筑
科技，链接上下游及周边相关
产业，引领建筑业全产业科技
创新发展，提供系统解决方案，
推动产城融合发展。张家湾设
计小镇的规划设计，就是回应新
基建的要求和目标，通过打造

“设计小镇、智慧小镇、活力小
镇”，促进城市副中心高质
量发展。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建筑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徐全胜

运用新基建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陈施君）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让
我感触很深。如果仅在 155 平
方公里范围内建设森林景观，
或仅建设新的博物馆，都不难
实现。但要在两个北京二环
那么大的面积上建设一个让
130 万 人 口 宜 居 宜 业 的 大 城
市，要生活，要工作，这可不是

简单的事儿。
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产

业，要明确产业的选择是有约
束性的，比如发展文化旅游产
业，就要突出特色，让游客游完
北京主城区还想要到这儿来看
看。主城区旅游的底色是历史
文化，城市副中心的底色是绿

色，所以要考虑好如何彰显特
色，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助力。

还有一点，产业发展中服
务业容易被忽略。城市建设要
考虑居民是否宜居，比如用餐、
购物是否便捷，不要
忽略这样的生活服务
细节。

中国市场学会会长、研究员 裴长洪

彰显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特色

（本报记者 张丽）
记者 常鸣 唐建/摄 鲍金玲/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