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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过去年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式和
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2020先导展的观众们
或许还记得，去年的活动举办地虽然也在
张家湾设计小镇，但由于小镇的建设还在
起步阶段，是在临时搭建的场所举办的盛
典。而今年，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已经焕然
亮相，由北京铜牛老厂房升级改造而成的
园区充满未来感和设计感，灰色的结构、黄
色的外墙与国际设计周蓝色、白色的主题
色相得益彰，展厅内的布置也颇具未来感。

更令人期待的是，在今年的北京国际
设计周上，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新闻发言人、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昱东透露，位于张家湾设计
小镇核心区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
今年年底正式建成，将于 2022 年正式投
用。明年的北京国际设计周开幕式，将在
那里举办。

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位于北京未
来设计园区往南约500米，由腾退后的北泡
轻钢厂的夹芯板车间改造而成，建筑规模
约1.77万平方米，地下一层6670平方米，地
上三层 1.1 万平方米。永久会址将集聚全
球资源打造最大展览场地。平常时间开办
常设展览，为设计师营造驻留空间、打造产
业孵化器，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设计

周大型活动期间，将举行各类艺术展览和
其它临时性展览、会议、论坛、沙龙等各类
设计活动。作为发布和展示设计的舞台，
永久会址将成为世界“流行趋势风向标”。

此外，对标意大利米兰设计博物馆，通
过 3年努力，永久会址将逐步建成中国设计
博物馆。“中国设计博物馆将成为中国设计史
的记录者和讲述者，也将成为亚洲设计创新
的动力中心和发布平台，更会成为全球设计
师在北京的会客厅和工作站。”王昱东表示。

可以想见，不久的将来，张家湾设计小
镇将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设计行业的新地
标，其影响力和辐射力未来可期。

建筑双年展“引爆”设计小镇
本报记者 陈施君 刘薇

展览规模较去年大幅提升展览规模较去年大幅提升

刚刚过去的国庆节长假，来张家湾设计小镇看展成了北京城市副
中心乃至京津冀市民的假日选择之一。家住通州区梨园镇的李女士
在网络上预约报名后，带着 8岁的儿子来到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小家
伙在主题展“未来·家园”展区内观看一个个建筑模型，兴奋不已。“回
家我也要用乐高积木搭一个！”

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于
2020年启动，是北京首个国际性的城市建筑双年展。展览以开放的
视野关注北京、中国乃至全球城市化进程的方方面面，探索全球语境
下的建筑、城市发展趋势及社会变革，旨在为城市建筑、艺术、科技搭
建交流展示的平台，打造成北京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事件。

今年的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开幕，同时在园
区内举办了包括主题展在内的多场展览。与去年相比，整体有了
不小的变化。

双年展总策展人邵韦平介绍，去年举办的“先导展”，主要是对北
京城市建筑双年展的先导性探索。通过先导展，向全世界传递北京城
市建筑双年展的理念，发出全球各地的建筑行业从业者的声音，探讨
有关北京城、双年展、乃至城市和建筑未来发展的重要议题。而今年
的双年展无论从展览内容，还是参展单位较去年相比都有大幅度提
升，邀请到了国内外几十家建筑设计单位、科技公司参展，共设立了1
个主题展、16个专题展、7个外围展。内容更加突出绿色主题，涵盖了
绿色设计、建造、材料、产业、技术等产业链一体化的展示。在展览地
点上，以张家湾设计小镇未来设计园区为主展场，辐射四个分展场：关
注老旧小区改造、老城更新的北京市规划展览馆，展出年轻设计师设
计成果的西单更新厂，展示最新科技和探索性项目的凤凰中心，以及
提供配套展览活动的北京建院。

“今年展会的主题是‘未来·家园’，建筑设计行业的工作就是在
创造一个理想的家园生活环境。而我们的工作本身是为明天而开
展，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今天之后的未来有何种需求，有哪些可能，
需要怎么做。‘未来·家园’正是结合我们的职业特点所提出来的主题。”
邵韦平说。

副中心标志性建筑亮相参展副中心标志性建筑亮相参展

要说主题展“未来·家园”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哪些展示内容，当然
还是从城市、建筑、科技三重维度，展示的北京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智能
化设计及绿色低碳建筑工程。而且，在这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展台中，
与城市副中心相关的城市建筑作品占了不小的比重。

绿树掩映中，“粮仓”构造的剧院、形如“赤印”的图书馆、“帆船”模
样的博物馆，围合出一个小径鸟语花香、景观四季分明的市民文化休
闲中心……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展示区吸引了很多参观者驻足，它们
正在城市副中心最有生命力的地标“城市绿心”中悄然成型。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师郑旭航介绍，大运河博物馆
不同于城市地段中的博物馆，更突出“城市中的森林，公园中的建筑”
的特点。在设计上，观众共享大厅北侧与草坡自然衔接，主楼南侧呈
绿化退台层层跌落，向绿心森林公园自然过渡。主楼三层南侧的屋顶
露台和观景长廊为观众提供了在参观间隙享受自然风光的空间，可远
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还利用主楼顶层高大空间设置局部夹层，俯瞰
绿心起步区全貌，并可远眺大运河和行政办公区，提供交流空间。

剧院又名“文化粮仓”，设计理念源于通州古粮仓和运送物资的船
舶。建筑内部，音乐厅、歌剧院和戏剧院被设计成表演艺术的三座“文
化容器”，让艺术在此生根。剧院整体结构为核心区域钢筋混凝土筒
体，外部大跨度钢结构，具有良好的隔声和隔振效果，建成后可满足国
际顶级声学要求。外部钢结构则采用双曲面交叉菱形单层网壳结构，
巧妙利用下部混凝土结构刚度，即保证外形观感效果，又可有效降低
造价。

图书馆又名“森林书苑”，其设计理念源于传统文化符号“赤印”。
从高空俯瞰，方正、赤色的建筑外形恰似一枚玉玺印章，印落于城市绿
心的画卷上；从内部仰视，一片片形状各异的银杏叶片在屋顶打造出
一片森林伞盖，人行其下，如置身于自然环抱之中。

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模型也在展览之列，这个推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标志性大工程，将来不仅仅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交通
中心，还是这里的经济文化活力中心，同时也是首都北京新的门户。

“项目最大的设计特点是站城高度融合，枢纽站房消隐于地下，打破了
以前铁路会割裂城市的旧模式。”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建筑副总工程师崇志国介绍。在展出的模型中，地面上丝毫看不
到交通枢纽的样子。“功夫”全在地下。其中地下一层为进站厅，地下
二层为候车厅，地下三层为站台层。通过精巧的设计，自然光线还能
被引入地下三层的站台，给乘客豁亮的体验感。地面上则建设现代化
的公园绿地和城市综合体，涵盖办公、商业、公寓、酒店等多种业态，规
划地上建筑规模约139万平方米。

观展中，这些城市副中心的项目备受市民关注。“我们很高兴地看
到，前来观展的不仅仅是设计师等业界人士，也有不少普通市民的身
影，实现了我们一直期待的‘破圈儿’。展厅里展出的很多城市建筑，
比如城市副中心枢纽、副中心‘三大建筑’，其真正使用者是市民，希望
他们能参与进来，与设计单位深度互动。”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执行策
展人王祥东说。

引发人居环境创建的深层思考引发人居环境创建的深层思考

除了可以领略重点工程项目的风采，双年展现场还有很多有意
思的互动方式和难得一见的展览内容。

眼见为实，耳听也“不虚”。在专题展“未来之声”展厅，观众们饶
有兴致地戴上耳机，沉浸在不同空间的声音场景中。风吹草木的声
音、人们唱歌的声音、喷泉里溅起的水花声和孩子们嬉戏的声音，让
人恬淡心绪，不自禁地微笑起来。“我们生活在视觉冲击主导的世界
里，声音的作用一直被低估。而未来空间在大力发展智慧城市的背
景下，以人为本的声景设计可以强调城市空间的功能性、互动性。我
们希望这个展览能够提示人们意识到声音在营造空间中的作用，进
而在建筑设计中有意识地用耳朵‘思考’空间。”展厅负责人介绍。

备受关注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建设成果也出现在展览现场。国
家速滑馆“冰丝带”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冰系统，是全球首个
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接蒸发制冷的冬奥速滑场馆；延庆的冬奥场
馆考虑到北京的纬度偏低，通过专门设计，让整个运动在背阴的环境
中进行，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冰雪运动条件；冬奥村采用钢结构装配
式，通过一些巧妙的外观设计，突破了传统住宅的单调呆板，使用了
很多绿色节能技术，为运动员创造一个舒适安全的生活场景……通
过展览，可以全景地感受到整个冬奥会建设的成果面貌。

“中轴线申遗”在2021年北京城市建筑
双年展中也有所体现。“我们专门用数字屏
幕来展示中轴线的相关建筑和文化。中轴
线是北京这座城市最典型的标志，连接着北
京过去的发展辉煌和未来的广阔前景。中
轴线的出现使得建筑有强烈的秩序感，威严

壮观。其实，北京城市的发展一直在结合中
轴线的秩序来进行排布，比如我们整个城市
规划呈盆状，中间低两边逐渐高起来，这样
一种空间特点就是沿着中轴线来展开的。”
邵韦平解释。

在他看来，建筑展不仅是一个行业的专

业活动，更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众活
动。“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已经开启了它
的元年，在未来，也将借由双年展对各个
紧跟时代发展的主题展开讨论，扩展学科
边界的同时，也不断挖掘人居环境创建的
深层含义。”

明年设计周开幕式将在永久会址举办明年设计周开幕式将在永久会址举办

10月 8日，随着主体活动顺利结束，为期 15天的 2021北京
国际设计周圆满收官。这半个月，同样也是张家湾设计小镇集
聚全国乃至全球目光的高光时刻。9月 22日，2021北京国际设
计周开幕式在张家湾设计小镇举行。次日，北京城市建筑双年
展在园区开幕并举办一系列展览。张家湾设计小镇接连举办重
磅活动，在金秋时节亮出了不凡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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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腾退地儿建便民停车场用腾退地儿建便民停车场、、““全龄化全龄化””公园公园、、养老驿站养老驿站，，推动功能提升和城市更新推动功能提升和城市更新

城市副中心小巷整治中补民生短板
本报记者 张楠

建公园，不再是简单种树、铺草，而是沙
坑、篮球场、林荫塑胶跑道一应俱全的“全龄
化体育休闲公园”，一揽子满足遛弯、“遛娃”
和运动等全龄段不同人群的需求。在背街小
巷整治中，北京城市副中心因地制宜，结合居
民的个性化需求，将城市织补与生态修复同
时进行。

“宽巷”多、腾退空间大是主要特点

果园北街，道路宽度8米；果园路北延，道
路宽度 8米；永顺中街，道路宽度 7米……在
通州区最新的一期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名单上，记者注意到，
与人们传统观念中又细又窄的背街小巷不
同，副中心被列入整治目录名单的 10条背街
小巷，半数都是宽度达 5米以上的“宽巷”。

“通州的背街小巷宽度，通常比中心城区
要宽。”通州区城管委环境建设管理科工作人
员郭娜告诉记者，过去，人们通常将宽度在10
米以下的小街小巷称为“背街小巷”。但是对
于通州来说，三五米宽的背街小巷其实占少
数，很多街巷的宽度都在 10米左右。除了街
面宽，经过疏解整治后，背街小巷周边腾出的
可利用空间，也要比中心城区大得多。“这就
为后续的改造提升，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让规

划设计师可发挥的余地更大。”郭娜说。

“全龄化”公园引入背街小巷整治

果园后街、果园北街、果园路北延，别看
三条背街小巷的环境整治长度加在一起只有
540米，但是在这三条背街小巷周围，却通过
疏解整治，腾出了足足近 4000平方米的可利
用空间。

4000平方米的大尺度空间如何利用？这
个问题，摆在了曾参与过大栅栏片区等多处
中心城区背街小巷整治提升的汉嘉设计院景
观所所长于波面前。

于波立刻开始进行大量调研走访，摸底
居民需求。有老人提出，想添个能遛弯下棋
的地儿；有父母提出，想有个能遛娃的地儿；
青年人提出，想有个能跑步打球的地儿。

梳理了各类人群的需求后，于波发现，腾
出的近4000平方米空间，周边布满居民区，却
缺少公共活动场地。有地儿玩，是百姓的最
大需求。但普通的公共活动空间，往往无法

“一揽子”满足全年龄段人群的不同需求。
借鉴了国内外经验，于波决定将一些先进

成熟社区中配备的“全龄化体育休闲公园”引入
副中心，转接到背街小巷整治中，以满足全年龄
段人群的需求。很快，疏解整治腾出的近4000

平方米空间内建起了“果园体育公园”。年幼的
孩子蹲在沙坑边起劲地挖沙，大些的儿童在攀
爬架上玩得不亦乐乎，年轻人在两个篮球场内
追逐竞技。附近的老年人茶余饭后都爱到公园

外围圈起的近300米塑胶跑道上遛弯，“这个路
好，走起来软和，对膝盖好”。道路两侧还特别
规划了40个停车位，距离稍远一点的居民想来
玩，也可以开车前往。（下转2版）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燕郊进京再提速

燕郊西出口改建工程今日通车
本报记者 丰家卫

燕郊西出口改建工程今日正式通车，通
车后，燕郊进出京仅需10分钟。

“我上班的时间是八点半，即便每天早上
六点出发，遇到堵车，我还是会迟到。”家住在
河北燕郊的张先生每天都要开车去北京朝阳
区定福庄北里的鲁班大厦上班，每次出燕郊
的时候都要堵车，他对燕郊西出口改建工程

通车充满期待。
让张先生头疼的地方是河北省三河市

102 国道和通燕高速的交接处，该点汇聚了
102国道、通燕高速、京榆旧路、思菩兰西路、
燕顺路，形成了“五路汇聚”特殊交通状况。

燕郊西出口改建项目与北京城市副中心
仅一河之隔，是河北进入北京城市副中心地

区的咽喉要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
化的重要工程。工程主线全长 1035米，匝道
及辅路（含加减速车道及渐变段）8 条、环岛
南、北路全长 5582米，京榆旧路改建段长 140
米，匝道跨线桥4座，新建分离式立交1座，分
离式立交加宽1座。

“燕郊西出口项目的建设地点，距离北京

城市副中心仅有8公里。”中建一局华北公司第
二大项目经理李飞龙介绍，项目经过实地多次
计时测量，在早晚高峰期，开车从燕郊西出口
进出现在只需要10分钟时间，可有效解决之前
交通4到5小时的拥堵问题，惠及当地70万到80
万市民出行，真正做到为群众办实事，解决了当
地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下转2版）

京津冀三地政协：构建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共同体
本报记者 武红利

昨天上午，京津冀三地政协在河北省张家口
市再聚首，聚焦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和首都水
源涵养功能区建设，为三地共筑绿色生态屏障建
言献策，凝聚智慧。

一年一度的相聚，得益于三地政协主席联席
会议机制。7年来，三地政协组织各级政协委员
先后围绕交通一体化、科技协同创新、水资源协
同保护、社会保障共建共享、全产业链布局等协
同发展的重点问题调研协商、建言资政。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生态作为
率先突破领域之一取得显著成果，区域生态环
境质量大幅提升。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牛青山介
绍，三地区域空气质量持续改善，2020年京津冀
三地PM2.5平均浓度为44微克/立方米，比2014
年下降 51%；其中北京从 2014年的 85.9微克/立
方米降至 2020 年的 38 微克/立方米、下降约
56%，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中保持最
优。水环境协同共治成效显著，永定河北京段
25年来首次全线通水，京津冀119个国家考核断
面中，水质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上升到64.5%；北
京地表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25个国家考核断面
中，达到或好于Ⅲ类比例68%、劣V类全面消除。
三地还持续实施风沙源治理等工程。（下转2版）

永顺中街口袋花园的玫瑰花廊成了附近的一景。

本报讯（记者 潘福达）市金融
监管局昨天发布消息称，北京市将
启动“‘京彩’惠民生 数字嘉年华”
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本次活动将
聚焦交通出行场景，支持在京消费
者通过优惠券发放方式享受数字人
民币支付优惠，体验公共交通的便
捷与绿色出行的乐趣。

消费者可通过“首都金融”官网
“北京数字人民币全场景试点系列
活动专栏”及微信公众号查看活动
介绍，活动之间不具有排他性，消费
者可点击感兴趣的一项或多项活动
链接了解详情进行参与。首期推出
的“‘京彩’通行”活动支持消费者领
取数字人民币乘车券，体验1分钱乘
公交或地铁出行。

中国工商银行近日联合北京如
易行科技有限公司，在北京推出“京
彩通行——亿通行1分钱乘地铁”数
字人民币优惠活动，乘客通过“亿通
行”APP领取乘车券后，选择数字人
民币支付方式，只需支付1分钱即可
乘坐一次地铁。这是在 2020 年 12
月29日大兴机场线试点数字人民币
购票后，数字人民币在北京轨道交
通全路网的一次推广应用，也标志
着北京围绕冬奥会场景推进数字人
民币试点取得重大进展。

自 10月 12日起，市民开通中国
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钱包，在亿通
行APP中使用数字人民币作为支付
渠道刷闸乘车，即可享受北京轨道
交通所有 24条运营线路及 4条市郊
铁路（机场线除外）1 分钱乘地铁的
优惠活动。已开通工商银行数字人
民币业务的用户，需在数字人民币
APP“子钱包”中的工商银行钱包项
下点选“亿通行 APP”，然后前往亿
通行APP“数字人民币专区”开通数
字人民币乘车码或数字人民币交通卡，即可通过亿通行
APP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刷闸乘车。

此外，中国农业银行近日携手北京一卡通，在北京
推出“京彩通行——一卡通 1分钱乘车”优惠活动，1分
钱就能乘公交、坐地铁。10月12日至10月25日期间，北
京市民使用北京一卡通APP，开通中国农业银行数字人
民币钱包，可领取一张优惠券。凭券在使用农行数字人
民币为一卡通（含手机一卡通、实体卡等）充值时，可直
接抵扣 5元乘车费；此券在乘车码乘坐公交、地铁扣费
时，只需支付1分钱，最高抵扣不超过9.99元交通费。

据介绍，“‘京彩’惠民生”试点活动是数字人民币研发
过程中的常规性测试，是进一步推进数字人民币北京冬奥
会场景试点的工作举措，也是北京市积极完善数字金融基
础设施，努力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创新实践。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稳妥有序推进重点应用场
景建设，保障北京冬奥会赛事期间相关人群能够获得安
全、便捷、稳定、高效的数字人民币服务，同时围绕“‘京
彩’惠民生”主题，探索在生活缴费、通信服务、出行停车
等领域推出更多试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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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将重点发展9大绿色创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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