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进“文旅商”融合发展，成为了文旅
区产业谋划的基调。

根据草案，在产业谋划方面，文旅区将
植入新经济业态、培育新消费场景、提升新
消费体验，抓住“两区”建设契机，发挥环球
主题公园外溢效应，建设城市副中心新型
消费圈。同时，做好二次消费配套和产业
链延伸，打造文旅新地标，塑造城市消费新
客厅，形成新的消费增长极。

为此，这里要充分发挥“文化+科技”的
融合示范效应，用科技为文化旅游赋能，用
文创引领科技升级。文旅区还会发挥中关

村科技、人才和创新成果优势，引进设计、
创意等业态，推动智慧应用场景建设，培育
良好科技创新生态。

聚焦“北部产业带”，这里将打造现代
时尚文旅商融合发展示范街区，打造顶级
消费街区、开放街区与活力街区。

与产业发展同步，文旅区还要推动“高
品质”活力宜居，在环球主题公园外围结合
商业、休闲等功能打造24小时活力街区；打
造副中心品质的城市街道；挖掘萧太后河
历史文化内涵，塑造蓝绿空间体验网络；进
一步营造更亲近的绿色空间。

产业篇产业篇 建副中心新型消费圈

按照草案，今后文旅区发展将围绕园、
水、街三大因素展开，打造“一核融城、一脉
串城、多坊塑城”的空间结构。

其中，围绕“园”将以环球主题公园为
引领，打造产城融合典范，发挥环球主题公
园城市中心区位优势，加强与周边区域的
多层次融合；环绕“水”将以萧太后河、萧太
后河分洪渠和南大沟三水交汇的水系脉
络，营造高品质蓝绿空间；依托“街”要打造
多个慢行友好、复合开放的精致街坊，形成
凸显时代风貌、活力人文融合的产居文坊
特色街区。

在整体风貌上，草案提出，将协调环球
主题公园与周边城市风貌，形成新建景区+

高品质城市风貌区，打造“多元文化交融、
国际现代时尚”的整体风貌。

其中，特色街道将依托街道空间进一步展
示文化旅游区的公共生活客厅、形象展示窗
口、多元文化界面，打造城市副中心品质的城
市街道。同时，强化蓝绿空间的收放及向两侧
地块的渗透，沿岸形成自然生态、活力产业、环
球主题公园等不同主题分段，引导出活力滨水
的风貌氛围。

不仅如此，副中心文旅区还会谋划构
建“一湾、一岛、一港”的特色空间形态，预
留承接环球主题公园外溢，考虑布局影视、
媒体、金融、科技、会议、旅游、高端接待等
多种功能。

空间篇空间篇 围绕园、水、街发展

布局社区公园7处

身处文旅区，今后市民将享受多元化服务。草案提出，
基础教育方面将保障优质、均衡、公平的基础教育设施配置，
文化体育领域要建设高品质、多元化的文体设施，提供便捷
丰富的活动场所；医疗养老方面会高标准建设综合医疗卫生
机构、社区卫生及养老助残设施。

这里的绿色生态未来也将让居民享受到绿色生活。草
案显示，副中心文旅区会规划建设约11公里的河道绿廊和约
7公里交通绿廊；布局社区公园7处，实现5分钟步行全覆盖；
见缝插针，建设小而精的口袋公园，服务半径可达 200米；建
设城乡兼顾、布局合理、技术先进、资源循环的现代化生活垃
圾治理体系；全面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应用，大力发展以
电力和天然气为主，地热能、太阳能等为辅的绿色低碳能源，
有效降低区域碳排放。

服务生态篇服务生态篇

城市副中心文旅区规划实施方案公示
本报记者 赵鹏

文创科技新高地

昨日，市规自委《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对外公示，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按照草案，未来副中心
文旅区道路网总长度将达到65.46公里，建设5个轨道微中心，规划建设约11公
里的河道绿廊和约7公里交通绿廊，助力文旅区站上发展新高点。

未来，文旅区将打造文化旅游新地标、文创科技新高地和国际交流新窗口，
预留承接环球主题公园外溢，并考虑布局影视、媒体、金融等多种功能。

据了解，这次公示期限是30天，从2022年4月7日持续至2022年5月6日。

2022年4月8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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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旅游区位于副中心西南部，其用
地位置在通州区文景街道，城市副中心 12
组团。这里的用地四至为北至万盛南街，
南至京哈高速，西至通马路，东至东六环，
用地面积约为12平方公里。

草案提出，环球主题公园是国家重大产
业项目，是北京最大的服务业外资项目，也
是副中心文化旅游功能的重要支撑项目。
文化旅游区将依托环球主题公园，建设新型
文体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打造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示范区。这对于北京扩大开放合
作、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城市副中
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伴随着去年9月环球主题公园

的盛大开园，这里已成为了国内“最热门景
区”之一，各种外溢效应已初见端倪，成为
副中心文旅功能的重要承载地。

规自部门透露，未来的文旅区将被建设
为文化旅游新地标，文创科技新高地，以及
国际交流新窗口。这里将高质量建设环球
主题公园，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及台湖演艺小
镇、张家湾古镇等协同发展，构建城市副中
心文化旅游产业集群；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
融合，全面提升文化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智
慧应用场景建设，打造线上数字化度假区；
引入国际知名的文旅机构和活动，打造具有
全球张力与吸引力的文旅生态圈，促进世界
多元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

交通保障无疑是区域建设与发展的重中之重。草案提
出，副中心文旅区交通保障综合体系要建立包含道路、轨道
交通、公交、小汽车、步行和自行车的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停
车设施，全方位提高交通支撑能力，提升出行品质。

草案中提到了诸多令人期待的交通规划：文旅区的道路
网总长度将达到65.46公里，营造舒适宜人的街道空间；公共
交通要建设M7线、八通线南延等轨道交通线路，以及地面公
交专线、微循环等多样化公交系统，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服
务；公路立交方面会设置4处立交，实现文旅区与京哈高速、
六环路的高效衔接；停车慢行系统以地块配建停车位为主、
社会公共停车场为辅，加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网络，保障行
人和自行车的路权。

规自部门表示，为实现综合利用，文旅区计划建设5个轨
道微中心，包含 2处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和 1处车辆段综合利
用项目，推进区域站城融合发展。同时，率先建设20条综合
管廊，为环球主题公园建设和周边居民生活服务提供高效有
力的保障。通过互联互通构建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的慢行
交通网络，增强相邻地块之间的立体可达，提升城市公共环
境品质。

定位篇定位篇 打造北京文旅新地标

文旅区路网达65公里

规划用地12平方公里

文旅区发展的大幕正在揭开，通过创新管理机制，加强
规划建设管控，发挥联席会统筹协调作用，将可促进各部门
在规划管控、财政投入、土地供应、项目推进等方面的相互协
调。草案还提出，要发挥责任规划师、责任建筑师和第三方
团队作用，对城市风貌、建筑品质、公共空间、环境景观等进
行全方位、全周期、一体化管控。

规自部门披露，整体来看，未来文旅区要严格落实上位规
划规模总量控制要求，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2平方公里，规划的
地上总建筑规模约为613万平方米。

细分来看，文旅区会被划分为27个细分单元，在地块、细
分单元管控的基础上强化城市设计、产业引导、规划实施等相
关内容。这里的整体层面领域还将加强分区引导，建立产业
准入机制，提升用地在细分单元层面的适应能力。

此外，未来文旅区整体在 36米的基准控高基础上，还要
打造北高南低的区域高度格局，结合轨道微中心在轨道交通
站点周边有序提升，滨水沿线的建筑也要适度降低高度。

交通篇交通篇

管控篇管控篇

文化旅游新地标

国际交流新窗口

未来未来，，文旅区将打造文化旅游新地标文旅区将打造文化旅游新地标、、文创科技新高地和国际交流新窗口文创科技新高地和国际交流新窗口。。

打造活力滨水风貌氛围

提高交通支撑能力

路侧修建步道花园

营造高品质蓝绿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