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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市规自委通州分局在城市副中心推广“责任双师”制，21支精锐的责任双师团队正式上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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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建筑师们，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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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介入城市更新的方方面面。

一年过去了，12个新芽项目在途，一个个凝聚公众参与的微改造落地，25个宣讲课堂走进社区，12组团和拓展区9乡镇的现状体检装订成册，厚达
514页……责任…责任双师已经成为街道、社区的一员，一起研讨“接诉即办”、百姓民情民意、社区评估规划等问题。“外来的专家”已经变成城市副中心建设发
展的内生参与者展的内生参与者，，责任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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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学者到责师，只差 100 公里的
距离！”荣玥芳笑着说，她一头短发，十
分干练。荣玥芳家住海淀区，2020年被
聘为城市副中心拓展区永乐店镇的首
席责任规划师。从海淀区到通州区永
乐店镇往返要上百公里的距离，她经常
驱车下沉到村民中间，为永乐店镇“十
四五”规划编制、国土空间规划以及公
共空间改造送“良方”。

永乐店镇位于通州区最南部，是距
离北京城市副中心最远的乡镇之一，主
要通过高速公路与城市副中心连接。
镇域内有 38个行政村，4.54万人，地广
人稀，其中 17 个村面临拆迁。虽然永
乐店偏僻，交通不便，却位处通武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廊道上，亟
待发展机遇。

荣玥芳带领的北建大团队囊括多
个学科背景，包括城乡规划学、建筑学、
风景园林学、环境工程学、社会学、管理
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明显。“去
年至今，为民办的最大实事儿就是改造
乡村废旧坑塘。”荣玥芳说。废旧坑塘
闲置，而村民却没有公共的文化娱乐空
间，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目前，她已
促成临沟屯村和大务村的废旧坑塘整
治项目，并列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及拓
展区责任规划师新芽项目库”。

临沟屯村坑塘位于村南部，紧邻
北侧村民住宅，面积达 4800 平方米，
原为水利设施用地，后因故荒废。坑
塘南望是一片杂草、积水和堆物，转
过身则是一排排新农村住宅和宽敞
平整的村路，似乎自然而然形成了一
道分界线，一半是美丽乡村，一半是

“脏乱差”。“这块地太格格不入了！”
荣玥芳挨家挨户走访发现，其实村民
对这里早有期盼：“要是建一个休闲
娱乐广场就好了！”

开放广场、健身器材、休闲座椅、景
观小品……村民要的通通安排，同时设
计尺度宜人、贴近自然的景观，不仅实
现“开窗一片绿”，村民也有了交流情感
的公共空间。

责任规划师必须统筹考虑、总体布
局，当好参谋。正值《通州区永乐店镇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永乐店新市镇国土空间规划
（2017—2035 年）》编制，荣玥芳和团队
成员也参与了其中。永乐店因偏僻有
诸多问题，如交通单一间接导致产业缺
乏活力。荣玥芳建议保守发展，定位在
生态涵养上，发展绿色生态产业，等待
时机。“等通武廊打通后，交通条件改善
了，自然就有机遇。”荣玥芳说，乡村更
新要审时度势，做内涵式建设。

在《永乐店新市镇国土空间规划
（2017—2035 年）》编制中，荣玥芳及团
队成员也给予技术支持，完成了永乐店
镇新市镇效果图，并对该镇整体功能结
构、空间特色以及景观风貌进行梳理。

从图纸上，能清晰看到永乐店“南
北一条轴，外围生态半环”的大尺度空
间格局，也能看到生产、生活、交通、游
憩等新市镇主要功能空间的组织和安
排。此外，还有商业、公共服务、景观风
貌、历史文化等城市特色优势，绘就永
乐店新市镇日后发展的美好蓝图。

在荣玥芳看来，责师做的是非常实
际的工作，对于基础薄弱，发展条件受
限的非典型乡村，要躬身入局，量体裁
衣，统筹协调，给属地百姓一个交代。

“美丽乡村建设一个也不能掉队！”

荣玥芳荣玥芳((左三左三))下村走访给美丽乡村下村走访给美丽乡村
建设建设““送良方送良方””。。

永乐店镇首席责任规划师
北京建筑大学规划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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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乡村建设一个也不能掉队

“京沪协同”排头兵
“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 5年，

跟着城市副中心一起成长。”作为
一位来自上海的规划师，桂鹏对
北京也有着独特的情感，他视这
里为第二故乡。

04 组团涉及 7 个街道和乡
镇，历史悠久的通州古城、燃灯佛
舍利塔、市级文物单位清真寺、百
年老字号小楼饭店、六百年胡同
肌理的“十八个半截胡同”都坐落
于此，与五河交汇处正在建设的
运河商务区交相辉映，具有浓郁
的地域特色，是 12个组团中最具
辨识度的组团。

桂鹏常驻北京，实地获取一
手资料，再与上海的规划、景观、建
筑团队互动协作，两地优势互补，建
立起高效的协同工作模式。他频繁
往返上海和北京，总里程达36万公
里。“我就是这条‘京沪联络线’上
的排头兵！”桂鹏打趣地说。

为掌握城市副中心现状，桂
鹏和驻京团队陆续开展了十多轮
不同形式、针对不同对象和区域
的调研和访谈，500多位受访百姓
留下了珍贵的采访视频，涉及城
市风貌环境、老旧小区、滨水空
间、历史文化等十多个系统，现场
踏勘照片几万张，这些新媒体资料
足足装满了一个500G的硬盘。桂
鹏的手机里也存着 100多位副中
心百姓的联系方式。“我们建立了
一套专门的城市问题应对系统，每
一种问题都有应对办法，这些珍贵
的资料也是我们研究家园建设理
论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宝贵财富！”
桂鹏说。

桂鹏对城市副中心历史古韵桂鹏对城市副中心历史古韵
的保留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保留和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
的建设也有独到见解的建设也有独到见解。。他曾参与他曾参与

““三庙一塔三庙一塔””和周边区域的城市设和周边区域的城市设
计计，，目标要重现目标要重现““一支塔影认通一支塔影认通
州州””的古城胜景的古城胜景，，凸显燃灯塔的凸显燃灯塔的

“空间统领”地位，这需要对部分
现状建筑优化调整，保障观塔视
廊足够通畅。“我们把塔周围分了
三个圈层，120米内赏塔，500米内
观塔，1000米内见塔，控制住5条主
要视廊，尤其是从大运河看过来的
视廊，不能破坏以古塔为视觉焦点
的整体效果！”在桂鹏以及责师团
队科学论证和建议下，去年拆除了
3栋阻挡视线的建筑，人们在运河
游船上又能见到古塔全貌了。

运河商务区的实施规划又不
同，要对新建项目作出引导。“责
师吃透副中心整体方案后，从整
体协调相关项目关系，帮助建设
方把控方案设计，使其符合副中
心标准。”桂鹏参与的一个项目
中，有一块建设用地紧邻大运河，
建设方希望修高墙封闭管理。但
桂鹏建议滨水空间要以公共属性
为主，不设围墙，反而要引入活力
功能，增加公园绿地，为市民提供
亲水活动空间。“以前滨河地区是
城市的‘背面’，新理念下我们要让
滨水空间成为城市的‘正面’，变成

‘城市客厅’，即便有围墙也需艺术
化处理，要‘透绿’！”桂鹏说。

5年了，桂鹏亲眼见证城市副
中心的变化。“做好责师要以人为
本、脚上沾泥脚上沾泥，更要投入感情，体
会会这里历史的这里历史的深深度，感知人民的
温度温度，，为了那份情为了那份情怀，我愿把青春
献给副中心献给副中心！！””桂鹏说桂鹏说。。

一辆天天跑村道的电动车，一张行
军床，几台用来壮大集体经济引进的示
范设备——自动碾米机，以及用来记录
四季村貌变化的各式拍摄设备、编辑设
备，是禹永万在西集镇陈桁村租的一座
普通小院里全部的家当。这是他开展
责师工作的“根据地”，这里诞生了《西
集镇片区画像》《西集镇现状体检手
册》，以及西集镇工作基础数据库，凝聚
了禹永万扎根乡村2年的心血。

西集镇被北运河、潮白河两河环
抱，与廊坊大厂、香河交界，是京津冀的

“呼吸孔”。陈桁村更是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尽管如此，发展问题却也是一
箩筐，最大的痛点就是“4050”劳动力普
遍闲置，村民没有保底收入，大部分人
只靠零工补贴生活。

“这与全区正在推进的‘集体经济
壮大计划’和村庄可持续发展矛盾，资
源也有限，往哪发展不清楚。”经过摸底
调查，禹永万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陈桁村产业薄弱、设施缺乏，必须进行
存量改造，增补功能。

经过 300多个日夜的打磨，陈桁村
改造项目孕育出炉：要在这里建设一个
活动、产业、服务集合体，打造可同时服
务于村民、访客、企业的复合型功能中
心，盘活陈桁村！

这个集合体将在陈桁村村委会原
址上改扩建，重组内部功能空间。效果
图上显示，它囊括了村委会、培训室、养
老驿站、书吧、展厅和超市，可以提供餐
饮、接待、展示、培训、休闲等多种服务。

“这个集合体可以引入社会资本参
与运营，保底估计村集体年收入将在30
万元以上。”禹永万预估。

如何实现营收？一个人就是一支
队伍，禹永万将个人及北工大的人脉和
资源引入村，以乡建创意展示中心为基
地，目前已有装配式建筑、节能、环保、
智能控制、创意设计等 20 家企业有意
愿入驻租赁、管理，参与乡建活动。

禹永万还引来乡村建设培训项目，
年接待量约为6000人次。此外，老年餐
桌、超市、书吧、休闲室都能实现盈利。

这是禹永万基于陈桁村的区位和

资源特点，以重点发展二、三产反哺一
产的形式，推进村庄可持续发展的措
施。“这个集合体就像城市副中心 36
个家园中心一样，是在副中心拓展区
农村地区建设新型未来乡村社区中
心的尝试，能够吸纳就业、调动社会
资本以及村民的积极性，共建农村社
区示范。”禹永万说。尽管这个新农
村“新作品”在实施路径上仍然面临
重重困难，但禹永万和他的团队将鼓
足干劲一一攻克。

西集镇首席责任规划师
北京北工大规划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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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新型乡村社区中心

禹永万禹永万((左一左一))坚信要做好美丽乡村坚信要做好美丽乡村
““新作品新作品””必须扎根在乡村必须扎根在乡村。。

在天赐良缘小区有一处“世外桃
源”，潺潺流水环抱，摇摇晃晃的吊桥直
达湖心岛，岛上凉亭、沙发、茶桌虽然破
旧，却是居民们精心布置的“会客厅”，
不知是谁挥笔泼墨在悬挂的木牌上写
下“逍闲岛”三个大字；岸边祖孙俩踩着
鹅卵石戏水，突然，两只大白鹅拍着翅
膀滑向水中央……第一次来此调研的
巩冉冉惊呆：“这不就是人们所向往的
诗意栖居地嘛！”

巩冉冉是地道的北京女孩儿，家住
昌平，学在朝阳，2018年硕士刚毕业就
扑在了城市副中心的项目上，成为城市
副中心责任双师团队中最年轻的代
表 。“ 这 里 倾 注 了 我 全 部 的 职 业 理
想！”巩冉冉呲着牙一笑。

05组团位于城市副中心西北边缘，
老旧小区众多。调研了一圈，天赐良缘
小区水岸清丽、草长鹅飞的公共空间让
人眼前一亮，尽管水有点脏，岛上有些
乱，环湖周边不太安全……

深入调研后，巩冉冉更坚定信心，
因为这个社区的邻里关系相当和谐。

“桥是我们组织居民出钱建的；‘逍闲岛’
也是自己写的；旧家具都是大伙凑的！”
巩冉冉从居民口中听到的是热情、自
豪，更看到了他们的自发性和主动性，
看到了公众参与的优势。“环境基础好，
公众参与度高，这肯定能成为副中心的
代表作。”巩冉冉说。

去年 10 月以来，巩冉冉每周一次
频繁跑小区，记录居民诉求和改造想
法，包括建立水质净化系统、循环系统
和其他微改造……“一张白纸”被她画
成一幅幅集思广益的“方案草图”。

她坚持保留居民将闲置物布置在
小岛上的习惯。“这是生活出来的岛，不
是设计出来的岛！”不搞大拆大建，保留
乡愁，精细化合理配置，正是城市副中
心城市更新的更高境界。

改造不仅看眼前，比如今后环境变
好势必引来更多居民，那么原本设施的

承载力够吗？噪声扰民吗？施工完成
后谁来维护？长远考虑也要未雨绸缪。

“我们的工作绝不仅仅停留在方案
设计甚至是组织施工上，而是在项目建
成后，辅助社区建立自治组织，结合各方
形成维护机制。”巩冉冉说，从首席规划
师、片区规划师，再到景观、交通、市政等
部门的协同，一个项目的落地倾注的是
清华同衡全院各顶尖团队的集体力量，
这也让她对该项目的成功更有信心。

05组团片区责任规划师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详细规划三所规划师

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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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

“副中心城市更新就是我的代表作”

从设计到施工巩冉冉都不愿缺席从设计到施工巩冉冉都不愿缺席。。

在运河商务区高楼林立的写
字楼中，蓄积着服务建设城市副
中心的力量，2019年刚成立的中
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分公司就驻扎在此。董国升的办
公室里堆放着各种书籍、调研材
料和设计方案，他在电脑中最后
一次按下保存键，历时整整一年，
金侨时代家园改造项目设计方案
终于定稿了。

董国升是 03 组团片区责任
规划师，辖区“一镇四街道”，尤其
是紧邻文旅区的南部街乡镇，未
来发展要充分考虑文旅区的需
求。更新街道形象，提升服务业
态……这些规划和愿景都在董国
升的脑海中布局着。

去年 10月，他们完成了第一
轮摸底调研。这项工作需要让居
民和管理者都熟悉，让老百姓也
参与社区改造，当务之急是找到
一个样本。

调研中，董国升发现了金侨
时代家园这个极为典型的老旧小
区。“社区活动场地匮乏，居民愿
望强烈，物业公司与部分居民关
系紧张，因管理费问题产生分歧，
内部问题交汇，亟待破题。而实
际上，这个社区完全有条件可以
打造成一个全龄友好的新型社
区！”董国升信心满满地说。

从金侨时代家园设计方案图
可以看到，该社区主要由东西向
和南北向两个景观轴串联，董国
升就要在这“十字”空地上做文
章。他与居民座谈，收集了不少
建议：西端废旧水池可以改造成
儿童娱乐场地，旁边绿地可以打
造成植物迷宫及自然体验区，废

弃广场可以是活力运动区，较为
封闭的区域可作宠物乐园，还可以
利用存量空间改扩建一处符合现代
需求的社区邻里会客厅……董国
升还细心地发现两楼间空地阳光甚
好，“这里就适合打造长者交流区，
方便老人晒太阳！”董国升说。

他和团队带着方案走进社
区，居民踊跃参与，一些亲子家庭
主动提出要自己动手参与建设，
这正是董国升和属地管理者希望
看到的。设计者们也亲身体验了
基层工作者的不易，董国升苦笑
着说：“这回知道了什么叫‘跑断
腿、说破嘴’！”为了争取全社区
1200 多户业主参与投票和意见
征集，团队成员挨家挨户走访，耗
时近一个月，通过线上、线下两种
方式，终于征集到了四分之三业
主的签字同意。

“每个社区项目都不是单纯
的空间改造，更重要的是促进社
区自治和邻里融合，强化公众参
与。”董国升说，方案终于通过了，
下一步就是调动和组织居民参与
建设，逐步焕发社区活力，提高居
民的主人翁意识，共同创造美好
家园。

03组团片区责任规划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

公众参与焕活社区活力

董
国
升

董国升董国升（（左左））带着方案下社区收集意见带着方案下社区收集意见。。

责任双师 本报记者 曲经纬

04组团片区责任规划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规划师

桂
鹏

桂鹏桂鹏((右二右二))和居民一起和居民一起““描画描画””社区社区
改造蓝图改造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