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老通州”陈宪迎感受深刻的，不仅仅是生态环境的改善，还有“洋气十足”的产业生态。“不是这
个总部，就是那个总部。过去挺落后的一个地方，现在鸟枪换炮了嘿！”

每次听到居民这样的评价，中关村通州园管委会主任，运河商务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林正
航都会很开心。他告诉记者，运河商务区的发展还刚刚起步，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对标银行总部云集的
英国伦敦“金丝雀码头”，打造一处国际范儿的金融高地。

五河交汇处，历史上就有金融产业的基因。
600年前，这里曾是京城东部著名的码头，每年约有600万石军粮从南方运抵。据史书记载，早在

清朝末年，五河交汇地区包括票号在内的金融机构就有将近300家，是一处区域性的金融中心。
今天的五河交汇处，金融产业再次兴盛，不过靠的不再是水运和码头经济，而是不污染环境、占用

空间小、产值较高的金融类机构。近年来，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北京银行的财富管理相关总部等相继
落户，运河畔的金融城渐渐崛起。

绿色金融是运河商务区最具特色的金融板块。所谓绿色金融，是通过投融资、金融产品创新等方
式为环境保护提供支持，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林正航告诉记者，“十四五”时期，运河商务区要打造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集聚金融
科技企业超过110家；吸引绿色金融机构落地超过10家；绿色信贷规模突破200亿元；实现碳配额、自
愿减排量等累计成交超1亿吨；集聚财富管理机构力争超过200家。

今年，绿色金融领域的一件大新闻，就发生在五河交汇地区：从中心城区疏解、落户于运河商务区的
北京绿色交易所，升级为面向全球的国家级绿色交易所，为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助力。

还是在五河交汇地区，工商银行北京通州分行辖属运河商务区绿色支行，今年也成为全国首家通
过“绿色网点”服务认证的金融机构。截至目前，工行北京通州分行已为通州区多个水环境治理及改
善项目提供全方位融资支持。

运河商务区持续擦亮绿色发展金名片，也令很多业内人士欢欣鼓舞。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研究中
心主任程琳说，运河商务区的发展方向、战略定位与绿色发展的方向是高度契合的，“我们有足够的信
心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与绿色相关的企业研究院甚至投资机构落户。”

要当中国“金丝雀码头”

早上8点，在运河商务区管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与企业代表有个例行早餐会。边吃
边聊，氛围轻松。大家有一说一，开诚布公，协商解决问题。

窗外，盐滩路上，手拿咖啡、身着西装的金融从业者脚步不停；通惠河边，“老通州”陈
宪迎正在健身步道上晨走。

运河商务区的幢幢高楼在通惠河北岸，陈宪迎住了 30年的天桥湾小区在南岸。“过
去，北岸是盐滩、新建这几个村，房屋低矮，路也坑洼，环境不好。一场大风过去，树上能
挂不少塑料袋。”那时，陈宪迎总盼着搬家，“通惠河也有一股味儿！”

话锋一转。“多亏没卖房子！老伴儿退休后爱拍鸟，这两年在家门口就拍着过白鹭、
银鸥。”说话间，一条形似乌篷船的智能清理船来到眼前，两条柔性臂，巧妙地把河面上的
絮状物收集起来，利索地“吞”进滤网。

随着近年来水环境治理力度的加强，五河交汇地区近50万平方米的水域已经还清，
从曾经的劣V类恢复到了地表Ⅳ类水质。

河道还清，生态改善，让一度陷于发展“洼地”的五河交汇，有了向高质量发展跃升最
为雄厚的“绿色资本”。“可着全北京市，伴着运河而生的商务区，我们是独一份！”运河商
务区招商负责人冯宇语气中透着自豪，“几乎所有来运河商务区考察的项目团队，都对这
里的生态环境特别满意。”

水清岸绿的运河水道自不必说，周围簇拥着西海子公园、运河文化广场、运河奥体公
园等优质绿色空间，不远处就是燃灯塔、大光楼、文庙、紫清宫这种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还
有那颇具艺术气息的“千荷泻露桥”，以及可以搭乘运河游船的码头……

就在不久前，运河商务区注册企业突破2万家，其中有不少是从中心城区疏解来的重
点项目，多一半的企业都相中了这里的好环境。

“绿色”运河带火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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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都北京“新两翼”的重要一翼，
城市副中心承担着疏解非首都功能、带动
周边交界地区协同发展的重要职责使
命。2019年以来，北京市级机关 1.7万人
迁至城市副中心办公，一批交通、水利、能
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项目逐步建成，“千年之城”的城市框架有
序拉开。

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副中心作为
“桥头堡”具有示范作用。“这几年的实践
表明，绿色发展是城市副中心最鲜明的底
色，也是最宝贵的经验。”北京城市副中心
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胡九龙表示，
北京城市副中心坚持规划引领，突出绿色
发展主基调，以生态治理、城乡建设、产业
转型、社会文明为重要抓手，打造了“蓝绿
交织、水城共融”的城市风貌，探索走出了
一条以绿色为鲜明特征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目前，城市副中心已经启动国家绿色
发展示范区建设。

五河交汇处，运河商务区的崛起正是
副中心绿色发展的缩影。这样的生动故
事还有很多：

曾经的东方化工厂原址变为副中心
最大绿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被污染
的土壤经过几年生态修复，已经成为 50
多种野生动物栖居的生态乐园；图书馆、
博物馆、剧院等三大建筑在万亩林海中拔
地而起，历史上的化工厂区变成了副中心
最具生命力的地标。

东六环入地改造，地面原有的主路将
建成“高线公园”，“缝合”城市空间、串联
多个功能区的同时，还能为副中心增加绿
化面积约 50 公顷，新增绿化每年可吸收
约23万吨二氧化碳。

过去的工业重镇张家湾，华丽转身成为
潮流时尚的设计小镇。2022年底，落户于此
的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联手英国零碳工场，
在这里建立了“零碳工场中国研究院”……

绿色发展理念渗透了城市副中心发
展的每一个细节。“未来，副中心将坚定不
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加快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
发展样板。”胡九龙说。

新城

在生机勃发的城市副中心，“高精
尖”产业集群稳步构建。传神语联是一
家定位于人工智能语言服务商的创新企
业，拥有发明专利 100多项，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超过200项，2021年入驻运河商务
区，成为“高精尖”产业集群的一员。近
日，本报记者对话传神语联副总裁傅强。

记者：作为一家快速发展的创新型
企业，传神语联为什么会选择入驻城市
副中心运河商务区？

傅强：驻地的选择对于一家公司来
说很重要。实话实说，我第一次来到五
河交汇地区，就认为这是我们要选的地
方。这里不光有不错的生态环境，而且
还是北京市“两区”建设的重要承载地。
北京城市副中心就像一块巨大的“磁
石”，吸引着大公司、大企业入驻，让我们
的产品能获得丰富的应用场景。更重要
的是，副中心正在与河北廊坊北三县协
同发展，这将让我们拓展业务变得更加
便利。

记者：住在北三县的同事多吗？跨
省上班方便吗？

傅强：公司住在北三县的同事还是
不少的。据我了解，作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桥头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廊
坊北三县之间的连通路已达10条。就拿
公司门口的通燕高速来说，自驾回家的
同事，开车10多分钟就能到燕郊了。

记者：公司入驻后，与运河商务区管
委会有哪些互动？

傅强：这方面简直太多了。比如，运
河商务区管委会在商务区地标建筑城市
会客厅大厦的18层，规划了近50平方米
的“全球多语会客厅”，向我们公司免租
金开放。我们给“会客厅”接入翻译系
统、翻译机等智能软硬件设置，为商务区
全球产业招商提供多种语言信息转化服
务，与管委会共同打造运河商务区连接
全球资源的共享平台。

绿色发展
是副中心最鲜明底色

17 所市级优质教育资源批量入驻，
2016 年以来新增中小学学位数 2.6 万余
个；7家市级医院陆续落地，三甲医院达
到 4家；PM2.5累计浓度降至 33微克/立
方米，改善率近 90%，居全市前列；森林

覆盖率从 2016 年的 28.5%提高
到 2022 年的 34%左右，提高 5.5
个百分点，快于全市 4.5个百分
点，成为北京首个平原地区国家
森林城市；绿色出行比例已达
74.5%，至2025年，城市副中心慢
行系统里程将突破1500公里。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有一处全市知名的胜景：五河交汇。北运河与通惠河、温
榆河、小中河、运潮减河在这里汇聚，见证千年漕运兴衰的燃灯塔也坐落在此。“一
枝塔影认通州”的古诗句流传至今。

今天，古塔脚下，新城崛起。登临五河交汇处的高楼观景平台，凭栏眺望，只见
运河水道两侧，现代化楼宇鳞次栉比。这里是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所在地，
20679家注册企业入驻、包括国家级绿色交易所在内的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户，为
其注入勃发生机。

在“老通州人”的记忆里，五河交汇处曾是低矮的棚户区、污染的河道，还有落
后的配套设施，跟“繁华”不沾边儿。

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北京市抓住这一重大机遇，6年多来，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创业者在这片热土
挥洒汗水、只争朝夕，一座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新城拔节生长。位于城市副中心西
北角的五河交汇地区，也吸引着高端要素加速汇集。

“数”说副中心

2020、2021、202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分别完成 1027.7、1000.6、1005.5 亿
元，连续 3年保持千亿规模；建安投资连
续 4 年排名全市第一；“十四五”期间副
中心固定资产投资每年都将保持千亿。

“千亿投资”筑基“千年之城”

公路里程达2485公里，城市路网密度从
2018年的3.5公里/平方公里增至2022年的4.4
公里/平方公里，提高26%，快于全市平均水平22个
百分点；已开通6条轨道交通，是除中心城区外线路
最多的区；副中心绿色建筑面积达1005万平方米；运
河商务区总计完工建筑面积440万平方米。

城市框架全面拉开

产业高质量发展

累计落地央企二三级企业58家；6家
市属国企新总部开工建设；注册金融企
业超 360 家，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从 2016
年的 6.6%达到 2022 年的 10%左右；运河
商务区注册企业超过20000家。

城市功能品质显著提升

塔影

本报记者 陈强

副中心
像一块巨大的“磁石”

现在的五河交汇处，已经是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一张“金名片”。让“老通州们”欢欣鼓舞的，还有城
市面貌的巨大改变。产城融合，一处具有未来感、渗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现代化街区，正在运河畔悄然成型。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正在建设中的未来亚洲最大的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副中心站。站在位于地下
二三十米深的站台，一抬头还能看见蓝天白云、明媚的太阳光线。这浪漫、大胆的创新设计，把自然光线直接
引入地下，大大节省了照明费用，并且让人与自然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城市副中心站地面的“京帆”屋盖设计，同样创意无限。副中心站站体最深位于地下约32米，如果采用
传统车站的大屋盖设计，将会带来不必要的碳排放。“京帆”方案巧妙地将下部幕墙和上部物面切开来，一方
面可大大提高下部车站空间的保温效率，另一方面也让上部的“帆”形态获取最大的自由度，以便更灵活有效
地满足声光热等多种节能运维的需求。

“京帆”屋盖结合城市空间设有七片“主帆”，下方容纳车站屋盖、城市景观、公共客厅等多种城市功能。
起伏连绵的“帆”屋面将创造大量的城市共享空间，并与四周绿地相连，市民可穿行其中，并由此进入地下配
套商业空间——未来，这里不仅仅是通达京津冀主要节点的车站，还是一处市民共享的公共花园、烟火气十
足的商圈。

不止是副中心站，运河商务区所有开发项目全部按照绿色建筑要求设计，在空间规划上，创新性地把交通
体系和保障城市运行的设施引入地下，地上腾出的空间布局慢行系统和商业体系。由东关隧道、北环环隧、南
环环隧（在建）三大隧道构成的一座3平方公里的“地下城”，将大大减少地面车流，让街区环境更加舒适宜人。

曾经的商业设施短板，也在这两年加紧补足、完善。这不，陈宪迎和老街坊们很快就会迎来一个“逛吃购游”
的新去处：乐堤港。这是一处大型商业综合体，就矗立在五河交汇处西岸，整体造型宛如“运河之眼”，预计下个月
就能开业。乐堤港南侧，新光大中心也将迎来新商业空间开放，富力广场、合景悠方天地也在火热招商……

五河交汇处，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活力商务新区正在崛起，以绿色为基底的高质量发展，让这幅画卷生
机勃勃、历久弥新。

活力街区满满“未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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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与运河商务区现代化楼宇古今辉映燃灯塔及周边古建筑群与运河商务区现代化楼宇古今辉映。（。（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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