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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先完成全市首例抵押权顺位变更、率先迈入
“房证同交”新时代……2022年，区规自分局创新打造
不动产登记领域的“试验场”，实现多个全市“率先”，
辟新路、增活力、强引擎，推动北京不动产登记服务高
质量发展。

2022年4月15日，10位购房人在收房现场就领到
了“大红本”，这让通州区十里春风项目的购房业主们
格外开心。以前，房产证办理等待时间长，多跑路，材
料重复提交。“交房即交证”使居民在项目竣工收房的
同时就可以领取不动产权证书，实现了“住权产权无
距离，交房交证无时差”。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不动产登记全程网办，
提升城市服务水平。2022年，城市副中心共有近两万

四千件不动产登记业务实现了“全程网办”。自“全程
网办”业务开展以后，副中心还不断推陈出新，逐渐扩
大业务范围，扩充业务数量，目前新建商品房转移登
记、存量房转移登记、预告登记、抵押权首次登记及注
销登记等16类业务均已实现“全程网办”。除此之外，
主动对接金融机构、中介、房地产公司等企业，畅通交
流微信群及咨询电话，提供业务全程指导，帮助申请人
完成资料准备及提交，确保线上审核一次性通过。还
建立了多平台服务体系，依托“北京市不动产登记领域
网上办事服务平台”推行北京市不动产掌上登记中心，
形成了PC端、移动端与登记大厅共同组成的线上线
下融合互补的“多平台一体式”登记服务体系。

自历史遗留“房产证办理难”工作开展以来，“什

么时候能拿到房本”是众多居民关心的大事，城市副
中心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高位统筹、部门联动、多维创
新，攻克历史遗留难题。截至2022年12月，副中心累
计解决项目 31个，涉及房屋 23196套，除一个抵押查
封项目逐步消化外，已实现通州区台账项目的基本清
零，任务完成率全市第一，也是全市率先实现北京市
台账和自然资源部台账“双清零”的区。

在工程建设审批方面，区规自分局大力推进城市
副中心工程建设实行“多测合一”，精简测绘环节，建
立测绘成果数据“共享池”。北京城市副中心十余个
项目因此受益，涉及商业综合体、住宅、科研、教育、工
业厂房等多个领域，企业测绘成本平均降低 20%以
上，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时限缩短50%以上。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2018年，历经多轮修改完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规编制完成并获党中央、国务院批复，为城市副中心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明确了
要求。蓝图铺陈，城市副中心实现跨越式发展，开启了高质量新局面。

作为规自部门，近年来，区规自分局坚持党建引领，始终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引领、管控约束和要素保障作用，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守护城市副中心的蓝天绿水、良田沃土，推进城市建设规划实施和城市治理，
提升百姓生活空间品质，努力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双赢。在向着光荣和梦想的新征程中，将副中心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区规自分局党组书记、常务副局长郭宝峰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区规自分局将坚决以副中心控规为总标尺，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副中心控规实施；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统筹好发展与安全，探索超大城市耕地保护利用范式；紧抓重大项目建设，力促千亿固投任务落地；聚焦“七有五
性”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高城市活力和宜居水平，努力把城市副中心建设成新时代城市建设发展的典范，奋力谱写更加出彩的副中心绚丽篇章。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分局
将副中心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以副中心控规为总标尺，城市副
中心创新建立了“1+12+N”的规划
体系，其中，“1”为街区层面控制性详
细规划总成果，“12”为12个组团控制
性详细规划深化方案，“N”为城市色
彩、街道空间、滨水空间等N个规划设
计导则。“1+12+N”的规划体系在北京
尚属首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体现
了副中心体制机制和政策优势。

城市副中心还率先实现了区、
镇、村三级规划体系全覆盖。目前，
村庄规划已全部获得批复，乡镇国土
空间规划正在有序推进中。区规自
分局副局长黄超介绍，通州区的乡镇
国土空间规划延续副中心体系，创新
形成了全市首个“总控一体”的乡镇
国土空间规划成果样板，进一步细化
重点地区规划深度，有效指导乡镇发
展建设。并形成了“刚弹结合”的管
控体系，在严格落实上位规划各项指
标要求的基础上，明确弹性引导要
求，为未来发展预留空间。其中，宋

庄镇国土空间规划及控规获得了
2021年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奖——
总体规划一等奖，是一等奖中唯一的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落实副中心规划的过程中，区规
自分局坚持建设空间和非建设空间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路，在全
国率先编制《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
区）非建设空间土地资源管控规划及
行动计划》，体系化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文明思想，用主动保护引领城
市发展。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国
土宏观治理的要求下，聚焦顶层设
计，理顺建设空间与非建设空间“图”
与“底”的协调发展关系，通过全域、
全要素、全周期一张蓝图绘到底，“把
每一寸土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构建起
建设空间有序发展、非建设空间合理
保护利用、全域空间耦合发展的国土
开发保护格局，开启国土空间管理思
维定式的革新。

2022 年，区规自分局积极推进
耕地保护，加强土地管理，精心绘制
产业地图，推动副中心产业高质量发
展。截至目前，用签约即流转机制促
耕地规模化种植，圆满完成 19.28万
亩耕地保有量任务，形成占补指标
3500 亩。指标可用于耕地占补平
衡，为全区“粮袋子”“菜篮子”提供坚
强保障。全力实现林田融合，引导副
中心实现“田成方、林成网、水韵林
海、绿野田园”的生态空间格局，林田
水图斑精准落图，推动集中连片布
局，助力通州成为获评首个国家森林
城市的平原区。

分局率先编制《北京城市副中心
（通州区）非建设空间土地资源管控
规划暨耕地保护规划》，形成“规划引
领定目标+资源梳理保空间+集中连
片谋格局+统筹调度促实施+多措并
举助发展”的副中心经验，是全市首

个区级耕地保护专项规划。
促进区域减量提质发展方面，

结合整体实施情况和后续资金需
求，提出两版优化方案，为全区土
地资源整理实施提供保障。同时
在三调基础上继续做好年度变更
调查工作，高效完成土地调查监
测。2022 年分局荣获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先进集体称号。

精细化助力副中心产业“筑巢引
凤”，区规自分局率先编制并发布《副
中心产业空间地图》，整理汇总多部
门、多要素 26 大类 150 余项基础数
据，汇总形成约 1460 个产业空间图
斑，引导企业“按图索地”。牵头组织
邀请22家企业参与副中心土地推介
座谈会，并制定《通州区集体产业用
地统筹利用指导意见（试行）》，助力
通州首个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开工
建设。

激活绿色发展引擎严守底线

随着重大项目一一落子，城市副中
心通过“打基础、补短板”有序拉开城市
框架，登上“立长远、强功能”的新台阶，
首都的一“翼”已逐步进入蓬勃发展的
新阶段，控规中描绘的新时代城市建
设发展典范正从理想照进现实。

2022 年，区规自分局积极承接
市级赋权，会同副中心规自局等部门
多措并举，全力推进 M6 南延、M22
号线、M101线及 S6线等重大轨道交
通建设；东六环改造工程盾构掘进、
副中心枢纽建设进展顺利，继续搭建

“十一横九纵”骨干路网，完善区域交
通微循环，主次协调不断提升副中心
承载能力；推进完善重点区域配套道
路设计方案，保障行政办公区、绿心
三大建筑等重点区域交通出行；完成
甘棠、榆林庄船闸和武窑桥改建工
程，实现北运河京冀段历史性旅游通
航，京唐城际铁路取得阶段性进展，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城市副中心的百姓们将通过一
批重点工程感受到副中心的美好未

来。”黄超如数家珍，M101线、M6线
南延、M22线（平谷线）、新城联络线S6
线等轨道交通项目正在持续推进，逐
步落地，未来百姓能更直观感受到“城
市跟着轨道走”的新发展理念；副中心
站综合交通枢纽、环球影城北交通枢
纽、通马路交通枢纽已经陆续开工建
设，副中心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将更进
一步；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新校区项目、
清华大学通州金融发展与人培养基地
项目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火热建设
中，副中心将成为精英人才汇集、高校
科技引擎集聚的热土。

全面推进项目土地供应方面全面推进项目土地供应方面，，
20222022年通州区已有年通州区已有1212宗经营性用地宗经营性用地
实现入市实现入市，，建设用地面积建设用地面积2828..5858公顷公顷，，
建筑规模建筑规模6666..3333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其中其中77宗用宗用
地已成交地已成交，，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张家湾车辆段综合利用项
目目、、通马路及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通马路及环球影城北综合交通枢
纽纽、、华润万象汇均已取得规划许可并华润万象汇均已取得规划许可并
开工建设开工建设。。六家市属国企总部通过土六家市属国企总部通过土
地市场方式成功落地北京城市副中地市场方式成功落地北京城市副中
心心，，市属国企落地效应逐步凸显市属国企落地效应逐步凸显。。

城市副中心建设并非简单地造一个新城，而是要打造一个不
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在一个人口、经济密集的建成区推动城市
功能重组和资源优化配置。

为了让百姓生活更便利，副中心控规提出建设 36个街区级
家园中心，打造 15分钟生活圈，就近满足居民工作、居住、休闲、
交通、教育、医疗等需求，实现六类功能的平衡。在落实控规过程
中，城市副中心先期启动了体量更小、更容易推进的社区级家园
中心，补足民生短板，打造5分钟生活圈，与街区级别形成互补。

上午10点多，中仓小区的家园中心里迎来了一波买菜高峰，
临近午饭点，不少老人选择下楼就近购买食材。“这儿的蔬菜特别
新鲜，而且价格实惠，出家门到这儿才3分钟。”像往常一样，居民
庞淑英挑选了爱吃的西红柿、贝贝南瓜等，买一次能吃两天，“家
园中心里的食堂饭菜也很好，我们老年人办卡还有优惠，有事来
不及做饭，下楼就能吃上热乎的。”作为城市副中心首个家园中
心，中仓社区家园中心由小区闲置锅炉房改造而成，三层小楼集
商业功能、民生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体，可为周边近3000户居民
提供菜篮子、社区食堂、理发、超市、医疗等综合便民服务，打造了

方便的“5分钟生活圈”。“家园中心就相当于城市级物业，
有利于补齐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短板。”区规自分局实施
科负责人介绍。

除了已经建成投用的中仓社区家园中心外，2022年，
城市副中心又启动了两处社区级家园中心建设，分别为
怡乐园二区家园中心和西营社区家园中心。这几座家园
中心有个共同点，均在存量建筑的基础上改建。曾经的
小区闲置锅炉房、工厂礼堂、老厂房，在精心设计后，注入
养老、医疗、餐饮、超市等多元的社区业态，补齐民生服务
短板，为周边居民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园。

2020 年 8 月，区规自分局建立副中心责任规划
师、责任建筑师工作机制，组建一支由专家领衔，具有

“等级最高、专业多元、国际机构和高校协作”特点的
专业队伍，专业涉及规划、建筑、交通、市政等多个领
域，在深扎属地的过程中全力做好规划实施的“陪伴
者”和“参与者”，以专业的思维、百姓的视角、贴心的
服务，全程指导规划落地。

“责任双师”的推行过程中，区规自分局创建责师
临时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积极将政治优势转化为
治理效能，在与百姓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提升百
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有温度地推进规划传导，用最
朴素语言将城市规划理念讲给最朴实的群众，不断探
索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新路径。

“新芽项目”，是区规自分局带领责任双师创新搭

建的区级统筹协同平台，意为刚刚破土而出的萌芽，需
要不断培育孵化，茁壮成长落地的萌芽项目。其特点
是“小而新”，并由责任双师全程参与筛选策划、概念设
计、建设实施、运营维护。项目聚焦百姓身边微空间环
境，深度结合公众参与，推动“空间品质精细化”与“社
会治理精准化”的深度融合。以规划赋能和精工细作
得到了百姓、社会各方及专家学者的高度认可。

在天赐良园小区，城市副中心老旧小区首个湖心
岛改造项目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这是城市副中心

“责任双师”的代表作之一。改造后的“逍闲岛”，湖面
修了亲水平台，湖边建了个新亭子，木桥做了翻新，环
湖步道既美观又防滑。一片绿荫，一波碧水，两杯热
茶，在喧闹的城市中，闹中取静，共享风雅；在后南仓
小区，年代久远的中心广场完成改造升级，面貌和品

质都提升了一大截，让居民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家门口
的幸福与便利。通过多轮线上线下投票，最终大家选
出“后南仓广场”和“紫藤廊”两个最具特色的名称，由
小区书法爱好者兰恩林题写名称牌匾，笔墨间满是居
民几十年的家园记忆。

目前，新芽项目库已储备项目91个，其中2021年
实施完成 9 个，2022 年重点推动 20 个，储备项目 62
个。越来越多“小而新”的新芽项目正在提速副中心
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环境整治和公共空间改
造。项目“以人民为中心”推进空间改造提升的工作
实践得到市规自委领导大力肯定，并提倡全市推广借
鉴。其中九棵树地区责师工作实践案例荣获“2022年
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称号，并入选亚太城市可持
续发展目标优秀项目库。

强力推进项目落地落笔成章

规划编制实现多个率先顶层设计 家园中心补足民生短板城市更新

精绢细绣“新芽地图”首创“责任双师”

打造创新“试验场”优化营商环境

20222022 年年，，区规自分局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区规自分局不断提高执法能力，，大大
力 推 进 城 乡 违 法 治 理力 推 进 城 乡 违 法 治 理 。。 以以““ 零 容 忍零 容 忍 ””态 度 严 厉态 度 严 厉
打击打击““两违两违””行为行为，，正式启动运行正式启动运行““小卫星小卫星””遥感遥感
监测技术监测技术，，违法图斑整改工作成效显著违法图斑整改工作成效显著。。不断不断

推动推动““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基本无违法建设区””创建创建，，组织区级审核组织区级审核
专班以专班以““批次对接批次对接++点位调研点位调研””的方式的方式，，集中解集中解
决决““ 堵 点堵 点 ”“”“ 难 点难 点 ””。。 目前通州区目前通州区““一区一策一区一策””指指
标体系已形成初步成果标体系已形成初步成果，，为为 20232023 年创建成功年创建成功““保保

驾护航驾护航””。。全力开展公共公益项目专项整治全力开展公共公益项目专项整治，，根根
据市级最新数据统计据市级最新数据统计，，通州区通州区 10471047 宗项目已完宗项目已完
成整改成整改 739739 宗宗，，占比约占比约 7171%%，，其中其中 1919 宗已完成手宗已完成手
续办理续办理。。

大力推进城乡违法治理严格执法

（（区规自分局发布区规自分局发布）（）（陈施君陈施君）（）（本版摄影本版摄影 唐建唐建 常鸣常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