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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地区生产总值由761.4亿元增加到1103亿

元，年均增速为9.7%。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 16.8%，2020年占

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60%。

●城市副中心（通州区）人均消费支出由24505元增加到29697
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097元增加到45845元。

●2016 至 2019 年，城市副中心（通州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478.8亿元增加到590.7亿元，年均增速 7.88%，高于全市2.62个百

分点；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网络销售额年均增速高达59.83%，远

远高于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总额14.8%的年均增速。

●2016 至 2019 年，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商务服务产业增加值由

132.3亿元增加到164.9亿元。2019年，商务服务产业增加值占第三产

业比重为26.40%、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5.57%。

●“十三五”前四年，城市副中心（通州区）进出口贸易额年均增速为

10.27%。新批外商投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强势增长，5年平均增速高

达30.88%和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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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服时期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商务服务业发展规划务业扩大开放和商务服务业发展规划》》发布发布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代金光代金光 通讯员季旭通讯员季旭

●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和绿色金融国际中心基本建成，与西城金融街共同成为北京市金融发展“双核”
●建设运河商务区和环球主题公园区域级商业中心
●建设副中心站交通枢纽、北苑商圈、九棵树商圈地区级商业中心
●建设集约化邻里商业中心，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12个组团和36个街区的“市民中心—组团中心—邻里商业中心—便民服务网点”公

共服务体系和“5—15—30”分钟生活圈
●规划建设一批星级酒店、中高端商场和免税商店，吸引其他国家相关人员在副中心（通州区）停留1—2天
……
记者从区商务局获悉，《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商务服务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近日发布。

“十四五”时期，城市副中心将建设成为高水平开放核心承载区、国际商务北京新中心、北京东部商业新高地、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
极和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服务业更高水平开放和商务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定
目标

位 明确五大
发展定位

《规划》围绕“服务
业高水平开放—高端商
务—商业升级—品质消
费—文旅商融合”，明确
了五大发展定位：将城
市副中心（通州区）建设
成为服务业高水平开
放核心承载区、国际商
务北京新中心、北京东
部商业新高地、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和
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
范区。

《规划》也指出“十四
五”时期城市副中心（通州
区）的众多发展机遇。包括
瞄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推进传统商圈和业态的
转型升级，打造消费新地标
和特色商业街；在北京市总
规和“两区”建设下，使城市
副中心（通州区）成为承接
中心城区优质资源和政务、
商务、文化等功能转移的重
要承载区以及京津冀协同
发展的桥头堡；完善“产业+
园区”协同开放模式，优化
服务业开放发展要素供给，
为资金、数据、人员等跨境
流动提供便利；在简政放权
方面探路先行，加快为总部
经济、财富管理、城市设计
产业和文化旅游业发展等
提供服务的商务服务业建
设步伐等诸多方面。

其中亮点任务很多，具体包括：构建运河商务区总
部经济、财富管理、绿色金融等高端商务产业布局，在张
家湾设计小镇形成城市科技和设计服务以及智库经济
新集群；构建三级商业网点体系，打造智慧高效的现代
物流体系，创新便民商业服务模式；打造运河商务区多
主题消费新地标；建设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和重点街区；推
动首店和首发经济的发展，形成新消费品牌孵化聚集地；
推动传统商圈“一店一策”升级改造和“智慧商店”“智慧
街区”“智慧商圈”建设；充分利用过境免签政策，推动入
境消费；依托大运河5A景区，建设大运河主题文化旅游
休闲带；打造运河商务区和文化旅游区两大国际消费“动
力核”；培育宋庄原创艺术品设计与交易、台湖综合演
艺、张家湾设计服务等三大特色体验消费小镇；布局潞
城、马驹桥、漷县、西集、于家务、永乐店等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功能节点，促进文旅商多种业态融合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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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6大
紧抓“两区”建设新契机

厚植服务业扩大开放新优势

以“两区”建设为契机，城市副中心将聚焦行政
办公、文化旅游、高端商务和金融创新等重点领域，
加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力度，力争建成国际金融机构
集聚、设计产业生态活跃、文旅商高度融合、应用场
景丰富多元、创新创业氛围浓厚、生活环境宜居宜业
的开放新高地。

其中，以行政办公区、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
中关村通州园、张家湾设计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
镇、台湖演艺小镇等7个重点功能区为依托，建设高
水平开放核心承载区；

完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营商环境，形成多项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成果，发挥
城市副中心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促进服务业扩大
开放和商务服务业健康发展等方面的示范作用；

抓住非首都功能疏解这个“牛鼻子”，深入推进
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北三县以及京津冀地区的
协同联动，积极促进北京、河北和天津三大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政策联通，提高区域整体对外开放水平。

聚集高端要素新资源
建设国际商务北京新中心

《规划》提出，要坚持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以建设
国际商务北京新中心为目标，聚集高端要素与创新资
源，加快形成总部经济、城市设计、智库经济的聚集效
应，有效提升商务服务业发展品质，实现商务服务业数
字化赋能，打造高端商务服务业体系。

依托运河商务区、文化旅游区、张家湾设计小镇等
功能区，加快形成总部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围绕央企
二三级公司、市属国企事业单位等中心城区外溢优质
资源，做好产业承接和落地服务。争取北京银行（总
行）、北京绿色交易所、北京广播电视总台（北京融媒体
中心）等超过5家金融、商务传媒类企业及专业市级行
政事业单位入驻。

促进设计和城市科技深度融合，聚焦规划设计、建
筑设计、工程设计、工业设计、创意设计等核心领域，以
北京建院、中国建设科技集团等龙头企业为引领实施

“头雁工程”，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形成国内领先的创
新设计与城市科技产业集聚区。推动多个国家级设计
创新平台、未来实验室和设计人才工作站建设，打造北
京“国际设计之都”的新平台。

以运河商务区楼宇经济为载体，推动形成以现代
金融、专业服务、会议会展等为重要支撑的高端商务服
务产业集群。积极推进商务服务标准和服务质量的国
际化，聚集一批国际商务服务机构，繁荣发展商务服务
业。

以数字经济为发展契机，大力推进商务服务业数
字化。吸引具有市场引领性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聚
集，推动一批数字贸易、研发中心和运营中心等重大项
目落地。

绘制网点布局新蓝图
形成北京东部商业新高地

存量提升、增量拓展，优化商业网点和设施空间布
局，加快建设布局合理、层次分明、保障有力、功能健全的

“区域级商业中心—地区级商业中心—社区级商业中心”
三级商业网点体系；集聚优质商业资源和品牌资源，完善
物流节点网络布局，打造智慧、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服
务产业发展和民生应急保障，推动建设北京东部商业新
高地。

构建三级商业网点体系，建设北京东部特色商业中
心。建设运河商务区和环球主题公园区域级商业中心，
在区域级商业中心开启首店服务“绿色通道”，鼓励引进
一批首店、旗舰店、体验店、概念店和定制中心；建设副中
心站交通枢纽、北苑商圈、九棵树商圈地区级商业中心，
突出本地商业特色，增加业态体验性，优化应用场景，提
升商品和品牌层级，增强本地商业活力；建设集约化邻里
商业中心，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12个组团和36个街区的

“市民中心—组团中心—邻里商业中心—便民服务网点”
公共服务体系和“5—15—30”分钟生活圈。

打造智慧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在承续全市节点体
系基础上，构建地下和地上互为补充、集约高效的“三
级+一网+应急”物流体系，大力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优化物流供应链，加强应急物资保障能力。

发展社区商业新业态
构建便民商业服务新模式

推动社区级商业中心建设，完善“一站式”便民服
务体系，促进社区商业连锁化、便利化、融合化、品牌化
发展，提升社区商业服务品质。

完善由农产品批发市场、连锁超市、便利店、配送
基地和末端配送网点等构成的日常生活必需品保障
供给体系。结合社区级商业中心建设，吸引连锁企
业特别是北京地区连锁企业开设分店，推动城市副
中心（通州区）社区商业的连锁化发展，完善“一刻钟
社区服务圈”。

利用运河商务区商圈新建购物中心，打造集合型
跨境电商线下体验中心，促进高品质跨境电商体验店
集聚发展。

增强消费引领力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改造提升新建商业设施，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打造高品位、特色化的商业板块和商业街区，集聚高品
质消费资源，增强消费引领和带动作用。

打造运河商务区多主题商业板块，满足品质消费。
运河商务区的大型项目围绕品牌组合、业态组合、应用
场景等，打造“京韵风范地”、“艺文复兴地”、“活力空间
站”、“生活探索汇”、“都市潮乐汇”五大主题商业板块，
实现差异化发展；

建设夜间经济示范和重点街区，升级夜间消费。统
筹推进重点区域夜间经济发展规划，优化夜间消费环
境，营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培育“深夜食堂”特色餐饮街
区，挖掘夜游、夜展、夜读、夜市等消费潜力，举办多种夜
间消费主题活动，打造夜间文化消费“IP”，扩大高品质
夜间消费供给，形成业态多元、服务百姓的夜间消费格
局，不断提升夜间经济活力；

依托全域消费版图
创建国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抓住首都现代商业重心东移的机遇，顺应文旅商融合创新的潮流，把
握区域产业转换升级和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新趋势，突出大运河文
化带的品牌效应和串联作用，发挥运河商务区和文化旅游区的消费核心
引擎功能，凸显宋庄艺术小镇、台湖演艺小镇和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文化艺
术消费特色，依托“一带、两核、三镇和多点”的全域消费空间版图，创建国
家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区。

依托大运河5A景区，建设文化旅游商业休闲走廊。借力运河商务区
和环球主题公园，打造两大国际消费“动力核”。聚焦三镇资源，培育融合
发展的特色产业链。布局多个重要功能节点，促进文旅商融合创新。

推动传统商圈“一店一策”改造，提升消费体验。支持传统门店进行数
字化改造，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营造人性化、体验强的消
费场景，形成“商品+服务”“线上+线下”以及“零售+体验”的融合创新消费
新模式；

加快新技术与新场景应用，引领新型、绿色消费。围绕5G超高清视频
直播等强化数字化新场景应用，推广应用VR/AR交互娱乐、虚拟真人秀、
数字展览展示等创新科技；

推动新消费品牌孵育成长，促进品牌消费。以文化创意、数字消费、休
闲娱乐、美妆服饰等消费领域为重点，聚焦新业态、新模式、新服务，搭建新
消费品牌孵化体系，打造1—2个新消费品牌孵化聚集地；

充分利用过境免签政策，推动入境消费。城市副中心（通州区）规划建
设一批星级酒店、中高端商场和免税商店，升级改造一批文化旅游景点，扩
大优质文化和旅游服务供给，打造集观光、购物、休闲、商务、住宿、餐饮于
一体的消费环境，吸引其他国家相关人员在副中心（通州区）停留1—2天，
带动入境旅游、购物、休闲、娱乐消费市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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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目
标，五年后，城市副中
心将全面建成运河商
务区起步区，总部经
济、财富管理和绿色
金融等高端商务服务
业发展布局基本形
成，北京“国际设计之
都”新平台初步建成，
高端商务服务业在北
京市整体地位得以提
升；商业网点和物流
节点体系持续优化，
文旅商融合发展产业
体系日益完善。

具体来说，期间，全
球财富管理中心和绿色
金融国际中心基本建
成，与西城金融街共同
成为北京市金融发展

“双核”。商务服务特色
产业亮点更加突出，“运
河北首，欢乐之都”的总
体形象定位逐渐明晰，

“一带两核三镇多点”全
域消费空间基本成型。
大运河、环球主题公园
等文化旅游资源融入商
务服务业的发展，文旅
商融合创新示范区逐渐
建成，外溢效应逐渐增
强，形成城市副中心消
费新亮点。

本报讯（记者 柴福娟）昨天下午，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召开专题会，研究大运河沿
线景观风貌规划设计综合方案实施计划、

《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
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城市副中心（通州区）
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等事项。副市长、城
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隋振江
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大运河沿线景观风貌规
划设计综合方案实施计划的汇报，指出，大运
河沿线景观风貌规划设计是城市副中心标志

性工程。北运河贯穿通州全域，城市段对推
进运河商务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都具
有特殊意义。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统
筹推进水利工程、交通、园林等项目，构建集
文化、体育、旅游休闲于一体的活力滨水
岸线。

会议听取了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
区）“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汇
报，指出，“十三五”期间，副中心生态环境质
量持续改善、城市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群众获
得感不断增强，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绿

色是副中心发展的底色，要突出重点，坚持因
地制宜、补齐短板、分类施策。高标准编制生
态环境建设“十四五”规划，全力创建国家绿
色发展示范区。

会议 听 取 了 关 于 城 市 副 中 心（通 州
区）保障性租赁住房工作的汇报，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
要讲话精神，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 用 来 炒 的 ”定 位 ，健 全 完 善 多 主 体 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坚 持 副 中 心 标 准 、副 中 心 质 量 ，贯 穿 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全流程。发挥北京
市保障房中心和北投集团优势 ，用好政
策支持，满足疏解承接和企业引进、人才
引进等住房需求。统筹谋划好与北京城
市总规、非首都功能疏解、京津冀协同发
展等方面的关系 ，做好未来五年保障性
住房规划 ，提升城市副中心住房保障水
平和综合承载能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领导赵磊、孟

景伟、王承军参加。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召开专题会

研究大运河沿线景观风貌规划设计综合方案实施计划等工作
隋振江主持

记者近日从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获
悉，位于城市副中心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北京
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已实现外立面竣工亮
相，进入场馆内部装修阶段，计划于今年6月
份交付使用。永久会址建成后，项目将在提
供会议论坛、展示交易、陈列收藏等服务基础
上，逐步完善建设成为中国设计博物馆。

老厂房变“未来空间”

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项目总建筑
面积1.7万平方米，主体结构为地上三层、地
下一层，在原北泡轻钢厂区的老厂房基础上
改建而成。北京建工集团北京国际设计周永
久会址项目负责人相虎介绍，工程现正开展
室内精装修及室外园林绿化工作，一期项目
预计于今年6月底竣工交付，具备使用条件。

目前，永久会址的外立面已经完工亮
相。其中，富有工业风与艺术气息的红砖幕
墙，是由6.2万块手工陶土砖构成，每一块陶
土砖都由工人手工砌筑。项目还保留了老
厂房原有的钢结构，并特意将具有工业风的
钢梁钢柱“外露”，新老建筑对比鲜明又相互
融合，留下了珍贵的工业记忆，还散发出满
满的未来感。（下转2版）

居民从不买账到主动缴费，中仓街道中上园5号院

物业费征缴率100%是这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陈强

20年前建成时有物业，但因为服务不到位，居民不买账，物业不到一年就撤了，居民对物业从此有了不良印象。小区失管后，街道托管十多
年，居民每户每年交200元卫生费，还是有十多户拖着不交……

然而，就是这个曾经投诉多得令区住建委和社区头疼的小区，在引入新物业后，仅两年时间面貌就焕然一新，物业费征缴率更是实现了100%。
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是怎么实现的？连日来，记者蹲点中仓街道中上园5号院，记录下所见所闻。

物业入驻提供一年免费服务

5号院门口，崭新的门禁、道闸、保安
亭透着规矩，行人通过需要刷卡，车辆进
出都有记录。走进院内，甬路、绿化带、
亲子长廊里基本看不见杂物。保安和保
洁正在戴着对讲机巡逻。垃圾分类驿站
前，还专门摆上了泡沫台阶，方便个子不
高的居民投放。

“物业来了以后，停车难题终于解决
了。这不，我们都有固定车位了。”居民
史宝国“一把入库”，稳稳地把车停在自
家车位里。“这院儿虽然只有 200 多户，
但是过去连门都没有，又挨着小学，常有
家长来‘蹭车位’。每天一到接送时间，
用不上 10 分钟，院里就满满当当，居民
都没地儿停。可不得打 12345投诉吗？”
中上园社区党总支书记宋钰说，社区总
共 3个小区，5号院是其中一个，别看户
数最少，但在物业进驻之前，这里每个月
的投诉都是最多的，涉及停车管理、环境
卫生、休闲空间方方面面。物业进驻后，

一个季度也鲜有几单投诉。
2019年，通州区住建委和中仓街道

选定 5号院作为无物业小区规范化管理
试点，由京和连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
驻管理。接管无物业小区最大的障碍在
于，以往不管环境多么混乱，居民早已习
惯了不交物业费。如何让居民接受自
己？公司做出大胆决定——免费服务一
年，先干活，解决居民的烦心事。

物业经理胡宝龙负责具体改造工
作。“虽然小区问题很多，但挖潜停车位，
必须列在第一项。”胡宝龙带着大伙儿，
在小区里清理私搭乱建、拆违，腾出的空
间划上 124 个车位，就近分配给居民当
固定车位，不仅留出电动汽车充电车位，
就连车位和甬路间的高差也都给做了缓
坡。木质的连廊座椅，冬天坐着也不凉；
变压器旁边加装护栏，防止行人发生磕
碰……在小区里转转看看，温暖的细节
还有很多。

多种经营实现良性运转

服务毕竟不可能永远免费。2020 年 11
月，京和连山物业进驻小区满一年，开始按计
划和社区、楼门长商议物业费的标准。“因为
户数少，物业服务人员多，第三方公司给出的
评估价是每平方米 2.38元。”宋钰说，物业工
作做得很细致，再三考量居民接受度，同时参
照周边小区标准，物业费最终定为每平方米
1.1 元。“原本以为怎么也得收上 3 个月的物
业费，仅 1个多月就 100%收齐了。”京和连山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杨连山
说，这说明我们的服务让居民看见了。

入驻第一年，没收居民一分钱物业费，小区
里却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得投入多少钱？
胡宝龙保守估计，已经超过100万元。如此下成
本、下力气去先行投资，对小区进行整治、服务
的模式，在当前物业领域是十分少见的。

5号院虽然不大，但是有10名物业工作人
员，因此每年光人员开支就将近 30万，即便
居民物业费100%缴纳，物业公司还是有几万
元的亏空。“赔本儿”的买卖怎么做？杨连山

说，伴随着与居民之间信任的确立，有志于行
业市场深耕的物业公司，在不涨物业费的前
提下，都需要在小区里引入增值服务来平衡
物业成本。

“当年进驻时，我们向居民许诺过，小区
每年都要有新变化！”胡宝龙带记者来到物业
隔壁的老年活动中心，屋内桌椅、空调一应俱
全，还有图书吧、棋牌室等区域。再往里走，
是厨房和餐厅。“一天三顿饭，老人都能来这
儿吃。”胡宝龙说，老年活动中心的订餐方式
很灵活，老人包月或者单独吃一顿都行。

进驻 5号院第二年，物业引进的增值服
务可不止老年活动中心。细琢磨，个个儿都
从居民的需求出发——开辟专用储藏间，方
便居民家装修时存放家具；设立大件垃圾分
类投放点，居民家不要的沙发、桌子，统一交
给物业处理；装修产生的垃圾，也能以相对便
宜的价格，让物业帮忙清运；居民家有房出
租，物业也可以托管寻找可靠租户……

（下转2版）

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6月亮相

中国设计博物馆落地张家湾
本报记者 孙云柯 实习生 李嫣然 文佳

本报讯（记者 陈雪柠）推进北方
防沙带生态保护和修复，对服务京津
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
倡议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近
日，国家林草局、国家发改委、自然资
源部、水利部印发《北方防沙带生态保
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
2035年）》的通知。

规划提出，京津冀山地平原区要
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全面保
护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资源，全面
提升太行山、燕山和坝上等地区森林
草原质量。规划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生
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四大重点项目予以
明确。

京津冀山地平原区主要包括北京
市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天
津市蓟州区，河北省雄安新区、石家庄
市、唐山市、秦皇岛市、邯郸市、邢台
市、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共41个
县域，面积 1035万公顷。该区域属于
半干旱半湿润地区，从西北到东南共
分为高原、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四个
地貌类型区，主要分布有亚高山草甸
土、棕壤、栗钙土等多种土壤类型。

规划中提到，该区域人口密度大，
生态空间和生态用水严重不足，湿地
面积不断减少。同时森林资源总量不
足，植被退化较为严重，沙尘天气时有
发生，局部地区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严重。

针对现有主要生态问题，规划明
确，该区域 2021年至 2035年主要建设
任务为退化草原治理 36.8 万公顷，营
造林地 120.8万公顷，水土流失综合治
理 212.2 万公顷；通过工程固沙、造林
种草、水土流失治理等修复措施，完成
沙化土地综合治理 33.7 万公顷；在国
家批准的规模和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
还草；建设或完善17处国际重要湿地、
国家重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
国家湿地公园；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面积807公顷；深入落
实草原禁牧和草畜平衡、天然林和公益林管护、湿地保护等
生态保护补偿政策。

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共布局四大重点
项目，主要包括张承坝上地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燕山山地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太行山（河北）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雄安
新区森林城市建设及白洋淀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涉及41个县
（市、区）。

其中，张承坝上地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要求严格保护天
然林和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活动，全面加强塞罕坝、冬奥
赛区等重点区域森林草原植被保护修复等；太行山（河北）生
态综合治理项目要求推进永定河绿色生态治理，开展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科学开展人工造林种草，开展湿地保护恢复等；
雄安新区森林城市建设及白洋淀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要求严
格保护现有林草植被，严格水资源管理，开展地下水超采治
理和节水灌溉，加强雄安新区周边和白洋淀水系连通治理，
开展大清河绿色生态治理等。

涉及北京市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区、延庆区等区域的为
燕山山地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项目要求封育保护为主，严格
保护天然林和公益林，禁止商业性采伐活动；开展封山育林、
人工造林种草，营造乔灌草结合的复层水源涵养林和水土保
持林；开展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
等措施，对退化湿地进行修复或重建；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开
展滦河、潮白河绿色生态治理，推进小流域治理，开展水土流
失综合治理。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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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设计博物馆投用后效果图中国设计博物馆投用后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