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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之城千年之城 初显锦绣初显锦绣

除了大开大合的城市建设，温馨精致的宜居
环境也在精雕细琢中逐渐成型。

背街小巷的环境秩序直接关系到市民群众生
活舒适度。北京市2021年度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
升民意调查显示，副中心背街小巷环境整治提升工
作总体满意度全市第一。168条背街小巷整治提
升，实现了由里到外的“旧貌换新颜”，让更多市民在
家门口、于细微处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古色古香的青砖灰瓦、修饰一新的花箱花池、
墙面上是吹糖人儿等旧时百业图彩绘……走进中
仓街道莲花寺社区的胡同，一股宁静又亲切的生
活气息扑面而来。“几年前这里还设施陈旧，缺乏生
气，现在眼瞅着胡同越变越美。”胡同居民韩女士以
前上下班总是步履匆匆，但整治提升后，她每天都
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观赏如画般古朴雅致的美
好景色。

来自北京建工的现场负责人李大为还记得刚
来时胡同的样子，“老房屋表层涂料刷的平整度不
高，时间长了出现开裂、褪色、脱落等情况。墙体的
红砖、灰砖、白砖‘混搭’在一起，电表箱和空调机裸
露在外，高低不平，居民家的门窗也比较陈旧”。

鉴于此，工程方在改造过程中为沿街立面贴
上了仿古面砖，不但使观感更美，使用寿命也更
长。“我们还定制了带纹饰的电表箱罩和空调机
罩，让胡同面貌统一协调。”

胡同是老北京生活的缩影，一个“老”字，意
味着胡同整治不能脱离固有的历史风貌，不能抛
开一砖一木里的古风民俗、市井人情。中仓原是
古代漕船经大运河进京存放粮食的仓库，经过走
访和查阅文献，改造项目团队为中仓街道归纳出
了运河文化、仓储文化、民俗文化三大主题，中仓
区域每一条街道的提升改造都有自己的定位。

“熊家胡同的定位是民俗文化，而西大街的定位
就是运河文化。”项目负责人说。

通州西大街历史上是连接运河与京城最重
要的通道，是皇帝东游、万国朝拜、四方进贡、商
贾行旅、水陆进京的必经之地。古画《潞河督运
图》描绘了清朝乾隆年间，古通州城作为京东商
贸中心的繁荣气象。“要展示中仓地区的‘运河文
化’和‘仓储文化’，没有什么比《潞河督运图》更
传神和生动了。”来自宋庄艺术区的 8位画师，耗
时 30余天，在西大街完成了包括 64艘船只和 820
余个人物形象的《潞河督运图》全本手绘创作。

“使用手绘彩绘来装饰墙面，是因为这种装饰
手法对内容创意发挥度更高。”项目负责人介绍，在
中仓街道背街小巷提升项目中，手绘创作运用十分
广泛，总计有9条街巷的60余幅作品采用手绘完成。

道路宽阔整洁，建筑错落有致，环境美丽宜人
……目之所及，一幅天蓝、水清、地绿、宜居的城
市建设美好画卷在副中心徐徐展开。

地上是鳞次栉比的商务楼宇，地下是车水马龙的环形隧道
和商业街，半空中还有连廊串接……运河商务区是北京市创新
红线内外、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的项目。自建设以来，邀请
了国内外顶级设计公司和专家对区域规划进行提升，打破当前
绝大部分商圈市政道路与商业项目泾渭分明的“刻板印象”，让
每一寸土地都释放发展活力。

“地上地下空间一体化设计”不难理解，即通过建设地下环
隧，把车流引入地下，为街面让出步行和商业休闲活动空间。目
前，已经通车的北环环隧在地下二层将运河商务区22个地块连
接起来，驾车驶入地下环隧后，通过与相邻地块的出入口即可方
便进出商业建筑、写字楼和配套公寓的地下停车库。

实现地上地下人车分流后，地面更能充分打造连续商业空
间，因此就有了现在的“红线内外一体化设计”。运河商务区管
委会规划科科长郑健解释，很长时间以来，道路设计和开发项目
设计是各自进行，建成后彼此界线分明，风格迥异。而“红线内
外一体化设计”正是要淡化传统市政道路与商业空间之间的界
线，营造风格统一、没有割裂感、可以拉近人与商圈距离的更高
品质街区空间。

位于运河商务区的新光大中心，是率先启动红线内外一体
化设计的项目之一。“项目区内的北关中路（现惠济东路）南段，
沿线有美术馆、书店，我们的设想是打造成一条艺术大道。”新光
大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规划效果图来看，这条约 310米长
的道路不再像普通市政道路那样，机动车道、人行步道、自行车
道等通过隔断彼此分割，而是通过巧妙的空间设计，把道路本身
和两边的商业项目融为一体。

城市空间打造中，处处都是细节巧思。仔细看，路面铺设材
料和花纹与商业项目外围空间都保持了一致，虽然保留了马路牙
子，但是坡度小，不妨碍空间的连续性。而且，道路重新进行功能
分区，中间设计了8米宽的休闲带，休闲带中有绿化、艺术展览、休
闲座椅、市政设施，方便游客逛街的时候休息。

如此精巧设计的，在运河商务区启动区还有观音庵北街、北
皇木场北街等多条主要道路，未来将成为地区商业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

作为建筑的“脸面”，项目的外立面自然也少不了一番精雕细
琢。运河商务区组织建筑外立面专家审查会，规划、建筑、幕墙等
领域的顶级专家，从建筑风格、幕墙类型、设计标准、施工技术等
方面，为万科、新光大中心等14个项目外立面方案把关。邀请外
立面专家，对外立面施工图审查、安全性评审、视觉和性能样板等
关键节点进行控制，并在施工过程中巡查监管。

未来，运河商务区还将通过整体景观环境提升，突出片区特色，
传承通州古城及运河文脉，同时结合运河商务区开发情况、产业类
型、蓝绿网络，构建连续式、沉浸式的世界级景观与开放空间体系。

副中心规自局实施处相关负责人举例说，针对燃灯塔及周边
片区，将强化古塔核心，疏通观塔视廊，突出“一枝塔影认通州”的空
间意向；针对远洋新光精品商街、新光大中心片区街道要进行现状
街路景观提升，结合业主意愿与业态分布，升级地面铺装、植被种
植，增加艺术与交互装置，突显商业活力氛围；针对现状地铁周边非
机动车停车需求大、停放无序等问题，近期将对北关地铁站和北运
河西地铁站周边环境进行提升，打造功能复合高效、景观立体丰富
的非机动车、轨道交通接驳空间，进一步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精雕细琢的不仅是建设中的精工巧思，还有
为实现降碳减排的“斤斤计较”。冬暖夏凉、会“呼
吸”的超低能耗住宅，是不是听起来很酷炫？位于
宋庄镇的国风尚城共有产权房项目里，就有 4栋
这样的高科技住宅楼。

从外观上看和其他楼并无二致，但细细打量，
这里的房子都没有安装常规的暖气、分体空调等
设备，却能实现冬暖夏凉、四季如春。

怎么做到的？北京首开新奥置业有限公司项目
现场负责人带领记者参观超低能耗样板墙，展示其
工法，揭开神秘面纱：该墙体内部结构形似蛋糕层，
钢筋混凝土外墙被一层20多厘米厚的新型保温材
料——石墨聚苯板覆盖，保温厚度是常规住宅楼的
约2.7倍，如同给建筑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棉衣，充分
阻隔了冷热交换，降低了外部环境对室温的影响。

玻璃窗看上去平平无奇，实则大有学问。打开
一扇就会发现，窗户很厚重，光玻璃就有3层，“中
间充入的是惰性气体，玻璃内表面还贴了隔热

膜”。项目现场负责人说，这样设计冬季可以进入
更多阳光增加热度，夏季还能配合遮阳把热量挡在
室外。门窗和墙体的每一处接缝，也都贴上了特殊
气密性胶带，提高建筑气密性，让室内外隔绝开。

房屋内好似密闭空间，通风问题怎么解决
呢？该负责人表示，这其实是一栋“会呼吸的房
子”。房屋内均安装有新风系统，相当于给房子配
上了“呼吸阀”，集新风、净化、辅助供暖、供冷等功
能于一体，在持续给室内提供新风的同时，在极端
天气下还能给室内供冷和供暖。

当然，新风不是简单的空气交换，更具备高效
热回收功能。就拿冬天来说，屋内比较温暖但是
污浊的空气在通过这套系统排放到室外时，新风
设备会最大限度地将热量交换给新鲜的空气，然
后将温度适宜的新鲜空气送进房间。这样，屋内
在引入新鲜空气的同时还能保持舒适的温度。

经模拟计算，相比本市75%建筑节能标准，这
4栋建筑每年可节约能源约188吨标煤。

低碳生态城市承载要素之一是绿色建筑。据
通州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新建建筑均 100%执行绿色建筑标准，其中大
型公共建筑执行二星以上绿色建筑标准。

潞城全民健身中心是一座简约大气的体育场
馆，钢结构为骨，“外衣”是金属幕墙、玻璃幕墙，与
周边建筑风貌交相呼应。项目总工程师王少非介
绍，健身中心由玻璃和金属组成幕墙系统，不仅使
项目整体效果更通透、造型更新颖，而且幕墙采用
的是中空双银镀膜超白钢化玻璃，较传统采用单
银镀膜玻璃来说，可以阻挡高温场向低温场的热
流辐射，有效阻止夏季热能进入室内和冬季热能
的外泄，具有双向节能的效果。

在项目建设中，还摒弃了过去手工砌筑和现场
浇筑作业的方式，采用了装配式施工工艺。这也是
目前城市副中心新建建筑中广泛采用的新工艺。
钢结构在工厂规模化加工，运到施工现场后，像积
木拼搭一样组合在一起即可，不仅减少了现场的人
力物力，还大大避免了扬尘污染。记者了解到，该
项目最初设计时计划用钢量达8000吨。为了实现

节能运行，项目优化主体结构设计，通过合理的层
高组合，把建筑总高度控制在24米以下。同时，还
合理使用不同类型的钢梁，在满足结构安全和规范
前提下，适当减小钢柱的壁厚度。通过多种优化措
施，该项目用钢量降至6600吨。

在健身中心项目中，绿色节能的创新理念随
处可见。比如该中心将滑冰馆设置在游泳馆上
方，但游泳馆要求温度在 26℃到 30℃，滑冰馆则
是零下 5℃到零下 7℃，一冷一热之间，场馆间冷
热循环转换尤为重要。为此，项目创新采用了制
冰余热回收平衡游泳用热措施，在冰场的两台制
冷机组内设置了余热回收装置，在制冰的同时，
就可获得免费的高温余热。“通过热工分析，两台
制冷机组每小时可回收热量 200 千瓦。而这些
余热回收获得的热水（约 40℃）将用于泳池池水
加热、融冰池融冰、为冰车提供清理冰面热水等，
可降低能耗 20%，减少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
放量。”王少非说。

据统计，目前城市副中心执行设计绿建三星级
标准共计29个项目、建筑面积合计490万平方米。

细琢
本报记者 刘薇

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高点定位”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是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北京建城以来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2018年，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审议《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2016 年－2035 年）》，为副中心建设描绘

“大写意”和“工笔画”；2020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肯定“北京城市副中心生机勃发”，鞭
策副中心建设者“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座千年
之城，一砖一瓦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近年来，

城市副中心用“工匠精神”对城市精雕细
琢，力求将每一项工程都打磨成
精品，留下经典、不留遗憾。

雕精

地下空间别有洞天精巧设计

超低能耗“斤斤计较”精细计算

绿色建筑成副中心“标配”精心创新

美观宜居老胡同新生精致生活

城市会客厅以国际交流展示等为基础功能定位城市会客厅以国际交流展示等为基础功能定位。。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天蓝天蓝、、水清水清、、地绿地绿、、宜居的城市建设美好画卷在副中心徐徐展开宜居的城市建设美好画卷在副中心徐徐展开。。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运河商务区将打造成招商引资等功能集合高地运河商务区将打造成招商引资等功能集合高地。。记者记者 唐建唐建//摄摄

地下环隧为街面让出步行和商业休闲活动空间地下环隧为街面让出步行和商业休闲活动空间。。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