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砖房、高烟囱……顺着中仓小区内的主路
往南走200多米左转，再顺着小路向东，便可见一
座已经封顶的建筑。这里原本是锅炉房。2011
年，为加快大气污染防治，曾经“吞煤吐烟”的高大
锅炉房熄火停用。从去年4月开始，居民发现，这
处废弃锅炉房热闹起来，挖掘机开足马力清运渣
土，基础施工热火朝天。历经9个多月建设，今年
1月初，建筑主体封顶，它有了个新颖的名字——
家园中心。这里800平方米的空间将为周边居民
提供养老、医疗、教育、休闲等多种服务。

北京城市副中心控规提出，城市副中心36个
美丽家园（街区）都将设置一处家园中心，将部分
公共设施适当集中设置、混合布局。

据市规自委通州分局老城双修技术统筹团队
介绍，家园中心是一种崭新探索，北京并无先例。
为学习借鉴相关经验，团队当年还曾前往成都市
实地考察社区综合体。

最终，通州区决定依照“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的思路，乡镇政府、街道统筹推进项目，各委办局
支持配合，多方合力规划建设家园中心。如今，这
些家园中心已经如火如荼地建设起来。其中，中
仓街道的家园中心率先启动。

新建的家园中心到底用来做什么？中仓街道
社区建设办公室副主任李迪阳用六个字回答：“缺
什么，补什么。”老城空间金贵，要挤出地方配建公
共服务设施不容易，中仓街道以前的社区活动站
远不能满足居民多样化需求，尤其是大家普遍反
映的缺少养老设施、休闲设施等。于是，家园中心
启动建设计划时，街道召开居民见面会，让大家提
出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展改造。

按照设计方案，锅炉房原有红砖墙大部分原
状保留，外墙上那块由原北京市劳动局颁发的“安
全合格锅炉房”的铁牌子也原样保留，留住老建筑
的历史感。改造后，14米高的空间分为三层，一
层提供养老、配餐、家政等服务，二层侧重文化服

务和青少年活动，三层则全部留作健康小屋。今
后，附近2000多户居民步行就能来到这个驿站式
的温馨家园，一站式享受多元化服务。

老城双修不仅是建设工程，更蕴含着社区共
治方式的转型。除了国企、部分社会主体的参与，
城市副中心规划责任师团队也为老城双修方案规
划和具体实施赋予更大动能。

2020年8月，城市副中心推广“责任双师”制，21
支精锐的责任规划师团队正式上岗。这些来自国内
顶尖规划院、国内一流高校及国际知名机构的规划师
们，成为居民意见的倾听者、社区问题的发现者、多方
诉求的沟通者，深度介入老城双修的方方面面。

“您觉得小区怎么样？附近还缺点什么？”责
任规划师董国升每次来到社区，都会跟居民聊聊
天，挑挑小区的“毛病”，找找百姓生活中不那么便
利的事。

董国升所在的城市副中心第三组团责师团
队，由中国设计研究院和日中城乡建筑和规划协
会共同组建。在九棵树街道一个小区调研时，居
民们普遍反映缺少孩子玩耍的公共空间，董国升
发现小区中间有一条景观带废弃多年，提议可以
将这个区域作为微环境改造的试点，以点带面打
造儿童友好型社区。

责任规划师正在成为街道、社区的一员，涉及
接诉即办、百姓民情民意、社区评估规划等会议，
都会一起参加。“外来的专家”变成内生参与者，责
任规划师们正在街区治理和公众参与之间架起桥
梁，以专业力量打通规划落地“最后一公里”，探索
激发老城活力的新路径。

多方合力

老城双修老城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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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联播》里看见那一排通惠河畔的红顶楼房，老街坊陈贵生激动不已，“呦！这不是咱家
小区吗？”建于1995年的天桥湾社区，以前是通州出了名的“老破旧”，褪色严重的楼体外立面，架空
线乱如蛛网，420多处违建遍布小区，“马路拉链”数不过来……如今，通过“疏解整治促提升”和老
旧小区改造，“老破旧”摇身一变成了美社区。违建没有了，停车规范、道路整洁、楼体靓丽，还有人
脸识别单元门、智能垃圾桶……“第一次来的人都说，这哪像老小区，看着就像‘别墅区’。”社区党总
支书记米妍自豪地说。

北京城市副中心，并非空地建新城，而是建设在原有通州老城的基础之上。老城区涉及10个
街道、5个乡镇，涵盖现状总人口的83%，城市副中心最具代表性的大运河、燃灯塔、故城遗址、南大
街等都在其中。

2018 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2035年）》，要求“强化空间织补，在老城区做好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
长安街东端，老城双修大规模开展。

老城体检
建设一座千年之城，既要保留历史底蕴，

又要找出老城痛点，接续绘出时代新篇，并非
易事。老城区体检评估是第一步。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城市
规划工作时提出了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的
指示。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对〈北京
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的批复》要
求北京“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

2018 年中，城市副中心启动老城区体
检，整整持续了半年。如同人要做体检预
防疾病一样，体检最重要的目的是为老城
区“号脉”。

市规自委通州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作为一个“监测-诊断-预警-维护”的闭环体
系，城市副中心老城区体检评估通过收集、监
测体检数据反映总规实施情况。通过建立房
屋建筑、交通、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数据，对
城市发展的总体性进行把握，为发展质量精
准监控，为部门制定政策提供支持。

“老城区的体检是全域全维度的。”工作
人员介绍。2626个地块、1554个路段、897
个设施点位，工程之庞大可想而知。工作人
员回忆，在老城双修前期研究中，共完成 38
个部门座谈，体检评估与专项研究过程中，与
各个部门技术对接共计200余次。通过实地
踏勘，城市副中心汇总了近万余条体检评估
信息数据，依托老城区三维智慧平台形成地
块体检信息表，完善老城区基础信息数据库，
形成了十大专项、上万页的城市副中心老城
区体检报告。

除此之外，市规自委通州分局依托多家
研究机构，在北京城市副中心 146个社区调
研，共收集有效问卷 12000 余份，征集意见
10600余条，收集了百姓呼声强烈、急需改善
的痛点。方向很快明确：根据民意，反映市政
基础设施标准低、老旧小区亟待改造、生态绿
地缺乏的问题位居前三。

市规自委通州分局联合区发改委、相关
单位和属地政府，经过一轮轮磋商，最终确立
城市副中心老城双修三年行动计划。“老城区
城市双修与更新以存量资源梳理为支撑，从
生态、文化、空间三个层面重点提升老城区的
建设品质，从人居、设施、交通三个层面重点
解决百姓关注的痛点。并且以重点示范项目
为抓手，统筹各项建设。”市规自委通州分局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三年行动计划中，共安排了 164项重点
项目。项目内容从背街小巷环境整治到老旧
小区综合整治，从平房区改造到环境整治，从
小微绿地增补到滨水空间治理，涵盖面广、包
罗万象。

老城区历经沧桑，基础设施短板突出、公共空间狭小、出行
不便，哪一项改造起来都是难事，尤其是老城框架不动，功能还
要增强，在有限空间里扩容，更是难上加难。

中仓小区 1号楼提升改造，不但在通州区老旧小区中第一
个“吃上了螃蟹”，更成了网红景点。

老旧小区提升改造中，普遍为“菜单式”改造，分基础类和自
选类两种。其中，基础类为必改内容，包括抗震加固、节能改造、
楼体清洗粉刷等。自选类则是在业主同意承担相应责任和费用
的前提下，自行选择，包括增设电梯、改造上下水、增加文体或养
老设施等。1号楼改造中的“增设电梯”就是自选类项目。

1号楼建于上世纪90年代，虽然居民加装电梯呼声高，但真
正开始征求意见时却遭遇尴尬。“居民意见不统一，各有各的想
法。”中仓街道规划科负责人回忆，低层住户觉得使用意义小，长
期不在家的住户认为用不上，还有人嫌加装电梯遮光。

按照相关规定，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需三分之二业主同
意且其他业主不反对。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耐
心劝说低层住户体谅高层住户、年轻住户理解老年住户，最终成
功实施。有了这个出色示范，截至目前，通州老城区共核准加装
电梯83部，已运行22部，正在实施23部，2021年剩余未开工电
梯全部启动实施。

天桥湾小区是城市副中心首个完成“精细化试点改造”的
老旧小区。这里是老城区核心地段，与运河商务区仅一河之
隔，从小区步行到燃灯塔只需 5分钟。虽地段优越，但内部环
境堪忧。多年来物业失管，基础设施老旧，“小区草坪都被乱
停放的私家车轧没了。”通州区城管委环境建设事务中心主任
王岩回忆。

多部门联合把脉，广泛征求居民意见，随后设计师入驻，
对小区进行全方位“改造”。设计师们原本为小区绿化设计
了一套景观方案，绿化分三层：最上层种植银杏树、枫树等
彩叶树种和玉兰、木槿等观花树种，中层种植矮灌木，贴着
地面一层则种植低矮的地被植物。这样，春夏两季可观花，
秋季还可观叶。

但没想到，方案却在征求居民意见时被“推翻了”。原来，小
区居民以老北京人居多，大家更愿意种植有“北京味儿”的本地
树种。“居民的意见我们要听！”王岩带着设计师调整方案，小区
绿化由“全部新种”改成了“补植补种”，原有的本土树种最大限
度保留，并请绿化人员重新修剪优化。地面栽种盛放彩色花朵
的地被植物，增加小区色彩。这么一改，皆大欢喜。

面子上有光，“里子”也得讲究。2017-2019年，通州区用三
年完成了第一轮背街小巷初期整治140条，去年在此基础上完
成32条精细化整治提升。这些背街小巷整治后清朗有序、宜居
宜游。老街巷焕发新生机。

精细治理

生态修复
站在大光楼上向东远眺，百米开外便是“五河

交汇”处，通惠河与北运河、温榆河、小中河、运潮
减河，共同汇聚成一片750亩的宽阔水面。

银光闪闪的大白鲢，活蹦乱跳的小鱼苗……
2020年 10月，北运河管理处在此采用增殖放流
方式，向河道内投放白鲢、鳙鱼等鱼苗 1万余尾。
这些鱼群将在各大河流中栖息繁衍，改善水生态、
维持水域生物多样性，促进河道生态恢复。

“改善水域生态环境的方式有很多，增殖放流
就是其中之一。”北运河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针
对放流区域的水体生态情况，选取鲢鱼和鳙鱼滤
食水体中的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控制蓝藻等有害
藻类的过度繁殖，从而有效降低水体耗氧量，提高
水体透明度，修复水域生态环境及美化景观。

通州区多河富水，通过近年来的治理，老城区
水域清澈，蓝绿交织的美景已然呈现，给城市增添
了几分灵动。

老城的水活了，同样带来生机和活力的还有
随处可见的绿色。

以前，潞河中学北街墙壁老旧、植被稀少，
1200米的街巷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依
据居民习惯增建了口袋花园。”通州区城管委环境
建设管理科科长张春霞表示，整治前不少居民就
爱聚在这块空地聊天下棋。于是，街巷整治时就
在此安装座椅，种植花卉，满足居民需求。经过整
治，这里新增1处口袋公园、2处小微绿地、3处居

民休憩空间，绿地面积扩大了965平方米。
“有种在南方园林的感觉。”漫步在通惠河畔

的西海子公园二期，市民齐潇很感慨。这里邻溪
沿河的木栈道长达900多米，蜿蜒前行，丰富的水
生植物随处可见，水绿交融，心旷神怡。类似这样
文化与生态结合的亲水绿色空间在通州老城区内
越来越多。

老城双修，环境美了，乡愁留住了，更要留住
通州珍贵的文化底蕴。

最能代表千年历史的“三庙一塔”，是通州区
运河文化具有代表性的文物古迹。“三庙一塔”景
区的提升工程将于今年完工。文庙大门前，一直
用于保护残留泮桥桥体的玻璃板不见了，取而代
之的是一座精美的汉白玉石桥。泮池内经过修
葺，铺设了防水砖，未来还将打造池内景观。今
后，人们再来到这里，展现在眼前的将是泮桥完整
的历史样貌。

近年来，通州区文物部门梳理出不可移动文
物登记项目238处，并对燃灯塔、文庙等文物文化
遗产进行妥善修缮和保护利用。从五河交汇处到
西海子公园，从“三庙一塔”景区到南大街，通州区
老城双修，留住了老城深厚的文化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