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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级任务分工方案》中将“推进与北三
县一体化联动”和“推进更大区域协同发展”
细化成40项内容，并明确牵头单位。

交通方面，推进22号线（平谷线）、京唐城际
等一批线路通车运行，推进武兴路拓宽升级；与
北三县共建区域快速公交走廊，开通大站快车，
加强轨道交通接驳换乘；加速交通服务同城化，
推动检查站优化设置，完成白庙、兴各庄检查站
公交专用通道设置，提升进出京通行效率。

生态环境方面，将与北三县协同建设潮白
河国家森林公园，统一潮白河、北运河流域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合力实施控车节油、散煤污
染、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按照“减量化、无

害化、资源化”原则，完善区域垃圾处理体系。
产业协作方面，共同打造跨区域产业协

同发展示范区，合作共建产业园区，支持北三
县承接都市制造服务产业；强化张家湾设计
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小镇等与北三
县地区文创产业集群的功能联动；鼓励在京
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参与北三县开发建设。

公共服务方面，统一养老标准，引导优质
健康养老资源向北三县延伸，推进跨省异地
就医门诊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发展互联网教
育和医疗。

城市副中心还要推进更大区域协同发
展。提升产业协作水平，建立副中心永乐开

发区、廊坊开发区、武清开发区等重点园区协
调对接机制；加强与顺义、大兴、平谷、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等周边区域的联系；联合打造
通宝唐京东黄金走廊，促进区域产业合理布
局和集群化发展；整合京津冀三地旅游资源，
共同打造京津冀区域的特色旅游名片。

此外，还将加强与雄安新区的快速交通
联络，加强两地科技创新合作，共同组建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支持大数据系统、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成果互认互用；加强智慧城市、绿色城
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等方面的技术交流合
作。深化公共服务对接，加强教育、医疗、文
体领域的交流。

北京城市副中心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通州区））““十四五十四五””规划规划《《区级任务分工方案区级任务分工方案》》印发印发

400400项任务描绘美好生活项任务描绘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曲经纬曲经纬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称《目标纲要》）于
今年3月1日发布，建设绿色智能的城市保障体系、古今同辉的
人文城市，打造营商环境副中心样板……这些目标和任务如何
分工？

日前，《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任务分工方案》
（以下称《区级任务分工方案》）正式印发，分为两部分400项任
务，进一步明确通州区政府主责和配合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其
中，通州区政府主责任务包括 20大类共计 312项，配合任务 15
大类共计88项，每项任务都明确了牵头单位。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交通是城市的骨架。《区级任务分工方案》
描绘出清晰的交通发展蓝图。

轨道交通方面，将建成站城一体的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
纽，推进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区域快线和城市轨道“四网融合”。
建成 17号线（城市副中心段）和 6号线南延，M101线达到通车条
件，开工建设M102线，储备M103线和M104线，到“十四五”末，初
步形成“一环六横四纵”的轨道交通格局。

全面完成广渠路东延工程、京哈高速拓宽改造、京秦高速西
延、姚家园路东延、观音堂路等项目建设以及东六环路入地改造工
程。基本建成环球影城北、东夏园、通马路 3个交通枢纽和东小
营、文旅区2个中心站。

城市内部，基本建成“十一横九纵”骨干路网体系；打通一批断
头路，推进建成一批微循环道路；加强运河商务区、张家湾设计小
镇、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小镇等区域内外交通快速联系，打造
城市景观大道，到“十四五”末，城区道路路网密度达到5.1公里/平
方公里。

慢行系统方面，建设自行车友好型城市，打通堵点、断点，沿
河、沿绿、沿路建成连续舒适的慢行大网络，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累
计总里程约达到1500公里，并规划建设“城市风轮”通惠河沿线自
行车专用路示范项目。

为补足基本车位缺口，建设通马路交通枢纽停车场等7个公共
停车场，试点研究利用地下空间、桥下空间建设社会公共停车设施；
创新停车管理机制，推动政府机关、学校等专用停车场有偿错时共
享；建设停车换乘（P+R）设施和智慧停车平台，科学引导停车。

此外，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将提级改造通马路、九德路、张凤
路和张采路，建设漷小路、漷台路、G230（原通房路）、漷马路等一
批道路，增开乡镇公交线。

未来，在城市副中心将享受到什么样
的智慧生活？从《区级任务分工方案》中
的 16 项“建设高效协同的智慧城市”任务
可见一斑。

城市副中心将加速推进“双千兆”城市建
设，实现 5G 全域连续覆盖，家庭千兆接入能
力和商务楼宇万兆接入能力全覆盖。统筹布
设低成本、低功耗、高精度、高可靠的感知设
备，打造百万级城市治理“神经元”，构建“天、
空、地”一体化的泛在感知网络。统筹推进智

慧杆塔等感知底座建设，实现多种设备和传
感器“一杆多感”综合承载。推动全域智能信
号灯“绿波调节”，利用大数据动态优化信号
灯配时方案，提升通行体验。

同时，基于“城市二维码”，实现城市部
件、楼宇建筑等实体“扫码即知”“扫码即诉”，
畅通公民共治意见上达渠道。利用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技术实现“主动治理、未诉先办”。

数字智能宜居宜业，还将推动建设智慧
生活体验馆，将公共设施、生活、环境等各领

域智慧应用有效集成。推进商业、文娱、旅
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智慧化应用，构建数
字商圈平台、新能源设施终端等生活新基建，
让服务更贴心。引入无感支付、信用支付、扶
贫无人店、文化品牌店等新零售形态，推动新
零售、新消费模式发展，提升市民生活品质。

推进智慧小区建设，推广智能家居，升级
智慧社区安防体系，推进老年人居家远程问
诊、健康跟踪等扶老助老智能设施建设，基于
特殊人员画像开展社会帮扶救助服务。

《区级任务分工方案》中对“打造公共服
务新高地”细化了33项内容。

教育医疗方面，建成北京学校、北京第一
实验学校、物资学院附属中小学等一批市、区
优质学校；建成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一
期）、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
地；实现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友谊医
院通州院区二期工程等一批优质医疗资源建
成投用。

体育基础设施方面，打造一刻钟健身服
务圈，鼓励支持利用绿地、腾退空间等建设一

批专项运动场地、健身设施、自行车骑行道和
健身步道；有序推进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
等内部体育场馆向公众开放。到“十四五”
末，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4平方米。

“一老一小”方面，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养
老服务，开发适老型产品和服务，解决老年人
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并着力建设儿童友
好型城区。

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开展腾退空间再利
用，补建公共服务设施；织补城市功能，持续
推进基本便民商业服务网点等社区服务设施

建设；以精致标准实施背街小巷整治提升，打
造精品街区示范样板。补齐公厕缺口。

尤其提出，推进南大街片区十八个半截
胡同城市综合更新，通过申请式腾退和申请
式改善，优先改善人居环境，增补公共服务与
民生设施，打造美好宜居共生街区，建成14个
家园中心，打造 8个精品街区示范点，完成一
批老旧小区和棚户区改造，快速提升老城区
宜居品质，完成 100个城市更新项目，丰富铁
路沿线、硬质堤岸、高架桥下等存量公共空间
功能，提升城市公共空间活力。

交通

一批道路建设项目进一步细化

绿色

建设“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科技

科技赋能城市管理和产业布局

智慧

打造百万级城市治理“神经元”

文旅

建设大运河文献（资料）中心

“建设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任务共 29
项，其中围绕大运河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内容
占了大量篇幅，具体为推动运河沿线工业与
民居遗存保护，保护和挖掘好皇木厂、里二
泗、儒林等沿线古村落的风貌特色，探索推动
运河沿线老旧厂房保护性开发。实施“乡愁
方舟”计划，建设大运河文献（资料）中心，搭
建形成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文化数据平台，运
用现代科技与艺术演绎手段，实施运河主题
非遗展示中心工程。

构建大运河生态文化景观廊道，打造连

接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魅力走廊，推进
大运河景观提升工程和照明亮化工程，营造

“白天看景，晚上看灯”的历史光影长河。
创建大运河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开发高

品质的水上项目和文化活动。建成水上旅游
观光带，推动大运河与环球主题公园内部萧
太后河连通，开通水上巴士，实现城市副中心
境内全线游船通航等。

为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艺术魅力，城市
副中心还将率先探索实施公共艺术百分比政
策，把文化植入街区改造、市政建设、环境整

治等方面，在大运河两侧标志性节点、入城门
户节点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共艺术
杰作，打造一批开放艺术活力街道和街头公
共艺术品，营造精致品位的城市空间。同
时，培育打造一批文化新空间、新地标，推出
夜游博物馆、最美图书馆、亲子文化馆等网
红打卡地。

搭建国际国内大运河合作交流展示平
台，扩大沿线省市在大运河遗产保护、文化和
旅游产业发展和大运河文化宣传等方面的交
流合作等。

民生

完成100个城市更新项目

乡镇

6个新型小城镇规划明确

协同

推进北三县及更大区域联动协同发展

按照《目标纲要》，副中心将按照功能主
导、区块分工、轴带串联、多点支撑、城乡融合
的思路，发展布局再次优化调整，将加快形成

“一城一带一轴、四区三镇多点”。
其中的“三镇”指的是张家湾设计小镇、

台湖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小镇三个特色小
镇。张家湾设计小镇聚焦创新设计和城市科
技产业，打造成为北京设计之都、数字之都的
重要平台。台湖演艺小镇聚焦演艺功能，发
展以演艺、文创及配套服务为主的特而精产
业，打造展示城市副中心文化魅力的新名

片。宋庄艺术小镇突出文化引领，聚焦文化
创意产业，打造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宋庄文化
品牌。

《区级任务分工方案》中又明确了“多点”
等任务，即城市副中心拓展区6个新型小城镇
的发展方向。潞城生态智慧小城镇重点聚焦
行政协同和大尺度生态空间建设，重点发展
智库经济，布局田园交往功能。马驹桥科技
服务小城镇重点实施“西提东进”战略，重构
产业链，壮大新增长点，打造马驹桥智能制造
基地。漷县文化健康小城镇重点发展大健康

产业，打造医养康研一体化产业链，发展古城
特色文旅产业和农业休闲旅游产业，打造京
东运河古城。西集生态休闲小城镇重点发
展高品质绿色产业和网络安全产业，强化综
合配套，进一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
势。于家务科技农业小镇持续集聚优质资
源，做大做强科技种业，打造国家种业硅
谷。永乐店新市镇重点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同步推进综合配套设施建设，超前布局，构
建承接功能疏解的基础框架，打造京津发展
轴重要节点。

根据《目标纲要》，“十四五”期间，城市副中心将以“数字经
济＋城市科技”为主线，开展应用场景建设等，推动城市副中心产
业发展及城市建设。结合这一目标，《区级任务分工方案》中明确，
将以数字赋能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张家湾设计小镇、文化旅游区、
城市绿心等为重点区域，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示范性好的应用场景。

科技赋能产业方面，将依托城市副中心特色文旅资源，结合虚
拟现实、5G+8K、AI、人机交互等技术，围绕数字游戏、互动娱乐、
影视动漫、数字出版等，在文化旅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宋庄艺术
小镇吸引聚集一批数字内容制作与传播企业与平台。

前瞻布局集成电路、6G、传感器、人工智能等更高技术代际产
业。依托台马科技板块，协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集成电路
高端制造基地，培育形成芯片设计、先进制造、关键工艺与设备、多
元应用、基础材料等上下游协同的集成电路产业链，推进集成电路
自主可控发展。

还将依托台湖光机电一体化基地，以智能制造中心为发展目
标，围绕机器人与智能制造产业，打造全国高端装备产业创新示范
区和系统解决方案策源地；依托马驹桥金桥园区、物流基地，围绕
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加强重大技术装备研发创新。

城市副中心也将大力发展农业科技，依托国际种业科技园区
建设，打造农业科技示范区，建设集育种、展示、评价、交易、服务于
一体的全国种业科技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化示范
基地和示范园区，培育AI种植等数字农业。

《区级任务分工方案》中与“绿色”这一关键词相关的任务可不
少。建设绿色智能的城市保障体系25项，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37
项，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新高地30项。城市副中心以国家绿
色发展示范区为统领，正将绿色打造成副中心最突出的特色和鲜
明的标签。

城市副中心将建设北运河亲水风景长廊，规划建设城市沙滩；
优化滨水空间功能，在温榆河、凉水河等主要河道配建生活游憩、
商务休闲、旅游观赏、自然郊野、历史文化等功能区；改善滨水交
通，增加直达河岸通道，促进滨水空间回归居民生活。到“十四五”
末，形成约160公里连续贯通、便利可达的生态滨水岸线。

森林城市建设方面，将基本建成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上的13
个公园，城市绿色项链实现合拢；完成云景公园、梨园文化休闲公
园等一批公园建设；利用城市边角地、废弃地和闲置地等建成一批
口袋公园；推动绿色空间与体育、文化等城市功能复合利用，建成
一批主题文化公园。到“十四五”末，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到95%以上。

绿道建设方面，将构建尺度宜人、慢行舒适的社区级绿道，实现
社区公园与小微绿地的广泛联系；升级绿道设施服务，强化绿道的体
育健身、文化体验、风景休闲、慢行通勤功能，加强沿线驿站、标识等设
施的配套建设。到“十四五”末，全域绿道总长度达到600公里。

绿色能源应用方面，将构建可再生能源优先、以城市热力网和
区域供热为主、分布式供热为补充的绿色供热体系；创新绿色能源
应用示范，建成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多能耦合能源系统和
城市绿心可再生能源综合供热系统。

城市副中心还将推进新建公共建筑开展“近零碳排放示范区”
建设，推广绿色办公，倡导绿色生活、绿色消费，持续创建绿色社
区、绿色学校、绿色商场，大力推行绿色建筑，新建公共建筑全面执
行三星级绿色建筑标准，以行政办公区等为重点开展超低能耗建
筑示范，对公共建筑全面开展节能改造。

围绕绿色经济，将开展引进和培育绿色金融机构，推动一批绿
色金融示范项目落地，推动设立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建立碳交易中
心等一系列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