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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
备的使用，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是有效保护地球
的方法之一。在城市副中心，有这样一个会“吃”垃圾的工厂，能将
垃圾转化为人们所需要的清洁电能，为助力城市副中心实现“双
碳”目标贡献力量。

走进位于永乐店镇的绿色动力通州循环经济产业园，优美洁
净，鸟语花香，看不见烟气、闻不到臭味、听不到噪声。园区红黄蓝
三种主色搭配的生产大楼格外醒目。在这里，城市生活垃圾运输
至垃圾库储存，经过 5-7天的发酵、沥水后送入焚烧炉充分焚烧，
焚烧温度被控制在 850—1050℃之间，有效减少二噁英的生成，同
时，烟气通过脱硝、脱酸、除尘、吸附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净化处理
后，达标排放。流程中粉尘、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排放的数
据，都可实时监控。

该项目整体规划充分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垃圾焚烧产生的
电力除保障园区正常生产外，全部输送国家电网，焚烧产生的热量
可供当地居民使用；污水处理后全部回用，实现零排放；焚烧后产
生的残渣可为社会提供筑路、制砖等用料；废铁等金属材料经磁选
回收后又可为社会提供金属原料。不仅为社会节约了资源，还创
造了财富。截至目前，项目一期累计处理生活垃圾376.75万吨，发
电量 12.58 亿度。真正实现了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无害化、减量
化、资源化，为城市副中心生态环境“无废化”绿色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除了这条绿色循环能源通道，在副中心，全国十佳环保设
施对外开放企业、市级环保教育基地——华新绿源环保公司，
还可以实现一站式将电子垃圾变废为宝。

华新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位于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
金桥科技产业基地，已形成从电子废弃物、废旧电子设备和报废机
动车的回收，到对其资源化利用得到再生材料和回收再利用产品，
再到将此过程中产生的部分危险废物和其他危险废物进行无害化
处置的较为完整的业务链条。

作为绿色科普基地，常有学生走进这里。隔着幕墙玻璃，孩子
们看到回收的废弃空调、电视、冰箱等电器被预拆解后，再放到专
业设备中逐一拆解，分体后的纽扣电池、塑料组件、金属器件以及
细小的电路板及导线，最终都被放在对应的收集器中。在培训室，
孩子们也亲自动手拆解废弃手机，用螺丝刀对手机小心拆解后，将
手机壳、电路板、电池、金属零件等分类上交。这样变废为宝的体
验活动，让孩子们收获颇多。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紧紧围绕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
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生态、绿色文化六个方面，突出源头
控制、系统控制，狠抓建筑、能源、交通等重点领域减污降碳、
协同增效，以较低的能源消耗支撑了副中心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2022年，城市副中心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较 2015
年下降26%，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

绿色低碳能源结构建立上，城市副中心大力推进压煤
减碳，在全市率先基本实现“无煤化”。副中心浅层地热能
供暖制冷等在施项目面积累计约420万平方米。运河商务
区和张家湾设计小镇成功入选国家能源局全国整区（市、
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名单。同时，推动世界先进节
能环保技术、标准、材料、工艺在市政能源设施建设中的应
用，开展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试点。

海绵城市也为副中心“吸饱水”并随存随取。副中心系
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已有29.9平方公里，
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比例为40.1%。

绿色金融也在持续加大对绿色低碳经济活动的支持力
度。副中心绿色金融市场主体不断丰富。全市首支百亿规
模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首笔CCER（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质押贷款落地。中美绿色基金、北创绿色低碳科技基金
等一批以绿色、双碳为特色的产业主体落户发展，三峡新能
源、中际联合、华新绿源等绿色企业相继上市。北京银行、
中国银行、华夏银行、北京农商银行四家驻区银行成立了绿
色金融专营支行，上半年副中心发放绿色信贷 146笔，累计
发放金额约110亿元，季末贷款余额约318亿元。

目前，区生态环境局与区金融办、区发展改革委、北京
绿交所等部门和机构密切配合，加快构建投资、金融、产业、
能源和环境一体化的气候投融资体系。建立气候信息披露
机制，引导更多资金投入气候相关领域。

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正加快推进气候
投融资项目库建设，制定气候投融资项目支持目录，明确入
库范围，并形成气候投融资与金融、产业、能源和环境等各
领域的政策协同机制。现在已新增14项与气候减缓相关项
目类别，并充分考虑企业和项目碳减排贡献，结合绿色金融
支持领域目录做出适应性调整。6月，北京绿交所与北京银
行共同设计推出“碳 e贷”贷款产品，试点首单成功支持入库
的北投生态地源热泵项目融资。

城市副中心在不断优化调整能源结构的同时，也在建
筑领域大力推广绿色标准和节能技术应用。一座绿色宜居
之城，正在北京东部崛起。

宋庄镇国风尚城共有产权房项目包括四栋节能低碳的
超低能耗住宅。这四栋楼从设计到验收，全程按照绿色环
保的建筑标准建设，采用装配式建筑施工工艺减少扬尘污
染，保温+新风系统减少热交换。建成后，不仅冬暖夏凉，还
能减少能源消耗。

项目现场负责人李岚超介绍道：“超低能耗建筑全年供
热、供冷能耗显著降低。经计算，本项目建筑能耗水平相当
于我国建筑相对节能率的 90%左右；运行期间，超低能耗建
筑比普通节能建筑平均每户每年减少碳排放2.3吨；整个住
宅区超级能耗建筑相比普通节能建筑平均每年二氧化碳排
量可减少650吨左右。”

位于永顺镇的在建项目易宝大厦，同样拥有“绿色建
筑”的身份。大厦按照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设计建造，外形
似一艘启航的邮轮，航行在外部水系营造的“大海”之上，整
体建筑风格具有现代感、科技感。大厦内部设计突出灵活、
多元和交互，拥有水景中庭和局部挑空，水景内外循环，结
构自然通风，交互空间灵活多样。“大厦的设计初衷是与周
围环境融合，带动周边整体提升。建成后，项目一层的商业
区将向居民开放，提供生活类便民服务。”公司创始人、CEO
唐彬表示。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内的博物馆、图书馆、剧院被市民亲
切地称为“三大建筑”，也是城市副中心绿色建筑的代表之
作。据了解，三大建筑投入运营后，相比同类型未采取节能
减排措施的公共建筑，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0207
吨。很快，这里将成为城市副中心率先亮相的公共文化设
施和北京市绿色建筑科技应用的最新典范。

建筑领域是我国能源消耗的三大领域之一，据相关数
据统计显示，建筑全过程的碳排放占据全国碳排放的“半壁
江山”。副中心作为首批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地区之一，无
论是国风尚城共有产权房项目这样的普通住宅，还是城市
副中心“三大建筑”、综合交通枢纽这样的“超级工程”，为了
促进建筑领域低碳化，城市副中心明确提出新建民用建筑
100%达到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新建公共建筑100%执行绿
色建筑三星级标准的要求。

区生态环境局二级调研员刘志平介绍，截至2022年底，
副中心范围内共有67个项目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建筑面积约
1005万平方米。目前，副中心范围内3个在建项目将达到超
低能耗建筑标准，2个项目将达到近零碳排放标准，总计面积
达18万平方米。“十四五”期间，副中心还将在张家湾镇、宋庄
镇、台湖镇等特色小镇打造一批绿色低碳示范项目。

日前，通州区正式发布“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
案，将“无废城市”建设与碳达峰碳中和、循环经济、工业资源综合
利用、大宗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生活垃圾分类、废旧物资回收利
用、建筑垃圾治理、塑料污染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等专项工作
相互关联、协同推进，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持续提升固体废物减量
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水平。

多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高标准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
让绿色成为城市副中心看得见、可体验、有内涵的深厚底色，各领
域共同发力打造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推动副中心高质量发展。
如今，“无废城市”理念贯穿在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各领域、全过程，
未来，还将陆续创建“无废学校”“无废医院”“无废工地”“无废景
区”“无废商场”“无废社区”等“无废细胞”。

绿色能源

较低能耗支撑了高质量发展

绿色金融

支持绿色低碳经济活动

绿色循环 垃圾变废为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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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能耗低碳减排

本报记者 田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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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调光技术方便阅读节电

北京城市图书馆又名“森林书苑”，设计
理念源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赤印”，以

“雕刻场所”为出发点进行设计，屋顶的树状
建筑结构以银杏树叶片为灵感来源，宛如

“森林伞盖”，营造出“临山间、于树下、勤阅
览”的读书环境。国内外首例自承重互为支
撑的玻璃幕墙，由单块重量最高达 11.5吨、
具有高透明度的幕墙玻璃组成，营造出内外
一体的“透明书苑”，到了夜晚更会化身璀璨
剔透的“水晶艺术品”。

走进图书馆，大厅内木制风格的“山体”
已经完工，面积达 18000平方米的全球最大
单体阅览室在柔和的光线中静候四方来
客。登临“山体”最高处，窗外的北京艺术中
心和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交相辉映。阅览室
内安装了投光灯的“银杏树”更是美丽壮观，
其“树干”采用了GRG（玻璃纤维增强石膏）
包柱系统，柱身内藏有机电系统、消防水系
统、强弱电管线等功能，集多种用途于一
体。“树冠”顶部的“银杏叶”安装了太阳能薄
膜光伏系统，铺设面积达 960 平方米，年发
电量可达25万度。

一系列新工法与新工艺的落地，不仅让
图书馆的屋顶跨越式建筑物形成了优美的
挑檐姿态，还能减少太阳能增益和阳光直
射。图书馆屋顶共设计了 126个采光顶，上
面安装带有人字坡的玻璃，阳光可从这里直
接照进图书馆内，极大地降低了建筑物日间
照明所需用电量。与此同时，采光顶玻璃还
运用了调光技术，可以在中午等光线充足时
降低透光率，在早晚增加透光率，保障读者
阅读时的光线需求，这项调光技术还能节省
照明电量、空调能耗和取暖用电量。

图书馆总建筑面积达 75221平方米，除
阅览大厅之外，还分布着诸多专项阅读区
域。在少儿阅读区，木制书架和房屋型构件
组成了一片宁静素雅的“童话天地”。在古
籍阅览区，庄重沉稳是装修风格的主旋律，
整体来看这里毫不花哨。当您细心观察，地
毯上的传统纹样和将月亮门元素融入其中
的玻璃门丰富了观感，屋顶的照明更是采用
了现代风格，实现古今交融。不仅如此，非
遗展示区、24小时图书馆、休闲阅读区、艺术
文献区、会议室……各个区域都已完成装

修，只待书籍和家具等布置到位就能满足各
个群体的阅读和学习需求。

智能书库实现便捷借阅

北京城市图书馆的藏书规模预计可达
800万册，其中90万册分布于地上的阅览大
厅和各个阅览区，其余 710万册则位于地下
的全自动化智慧机械书库。书库的库区总
面积达 3413平方米，拥有 13台堆垛机，8台
AGV 搬运机器人和成套自动分拣设备，能
实现图书自动出库、自动分拣、自动搬运。
据计算，这座智能书库在8小时内出入库图
书的吞吐量可超过2000箱。

未来，这一智能书库还将推出配套软件
系统，支持手机端和触摸屏，待与业务系统
打通后，读者从手机设备上即可在上百万册
图书中进行检索和借阅，每次仅需十来
分钟。

这座新颖的图书馆不仅有上佳的阅读
环境，还有更高效的阅读布局。在“河谷区”
中，您可以找到许多能拾阶而上的阶梯状阅
读空间，这些阅读平台同时兼具书本收纳和
现场阅读两大作用。在其中大显身手的是
一排排智能书柜，这些书柜利用了阶梯状空
间的布局，内部用来收纳，顶部用作书桌，未
来其也将接入智能系统，成为整座图书馆智
能体系的一部分。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还利用 BIM
与GIS等技术，结合建筑三维模型和地理信
息，形成综合智慧平台，实现工程智慧管
理。这助力钢结构施工阶段实现了设计、加
工、运输、安装的一体化管理，让建筑实体与
模拟过程一般无二。

每日接待量可达8000人

记 者 从 首 都 图 书 馆 相 关 负 责 人 处

了解到，北京城市图书馆以 12 月底亮相
为目标，目前正在全面推进开馆筹备工
作，推进文献资源建设与采购，以及设备
设施安装调试、展览策划与布置、智慧
化服务场景设计、后勤保障等各方面的
工作。

为建设好面向未来的公共图书馆，不断
优化读者体验，首图将充分听取读者需求，
并计划逐步邀请市民读者、专家学者、媒体
从业者等参加公共测试，提前体验各种亲
民、特色、智慧的公共文化服务。

据介绍，当这座气势磅礴的图书馆投入
使用后，每日接待量可达 8000人，将成为集
知识传播、城市智库、学习共享等功能于一
体的文化综合体。首都图书馆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4年，北京城市图书馆将通过讲座、
展示、体验、交流互动等方式，开展 1000 场
丰富多彩的活动，供市民乐享文化生活新
体验。

通过验收有望下月亮相有望下月亮相 全力以赴准备开馆迎宾全力以赴准备开馆迎宾

北京城市图北京城市图书馆明年有千场活动
本报记者 赵鹏 池阳

沐浴阳光，大运河畔北京城市图书馆宛如“银杏叶”般的“森林伞盖”染上了金黄的色彩。144棵“银杏树”与276块“超级玻璃”共同支撑起这座拥有全球最智慧书库
的“绿心赤印”。近日，历经4年施工，由北投集团全过程代建、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北京城市图书馆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作为首都图书馆的新馆，首都图书馆方面表示，
北京城市图书馆以12月底亮相为目标，目前正在全面推进开馆筹备工作。

在古塔凌云之畔，跨过正在修建的地下车道，
迎面就能看到地平线上扬起一面钢筋作骨的“京
帆”。近日，记者从北京城建集团副中心站枢纽项
目部获悉，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首面“京帆”屋盖建设已进入钢结构施工。不久后
将有10面“京帆”在此升起，传承运河“千帆竞渡”
历史记忆。该综合交通枢纽预计2025年建成，构
建多层次全覆盖的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

见证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第一片屋盖施工

待到扬帆起航时 阳光入地洒金辉
本报记者 赵鹏 池阳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的屋盖造型采用运
河文化元素，仿若连绵灵动的“京帆”，寄托扬帆
远航的美好寓意。“京帆”屋盖工程所在的副中
心站枢纽02标段西临芙蓉路，北靠玉带河大街，
是枢纽站房主体结构的西部。目前，该标段主
基坑区域主体结构已顺利封顶，北侧地块结构
施工接近尾声；南侧地块开始筏板基础施工，桩
基施工即将全部完成。“京帆”的第一片“主帆”
按计划将于2024年春节前落成。

“京帆”屋盖分为上下两层。上层钢架向一
端挑起化作“风帆”的帆面，下层钢架呈椭圆形
倒扣在地，是泡泡采光顶结构的主体。在“船
帆”两侧，车载吊机高举着钢梁，建设者们在吊
笼中焊接风帆骨架。

“要精准定位上层钢架的焊点并不容易，‘帆’
的结构是向上抬高的弧面，每一段钢梁都必须在

没有参照物的半空精准焊接才能成型。”北京城
建集团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02标常务副
经理南贵仁介绍，为了确保“京帆”施工按计划推
进，项目施工团队使用了以全站仪为主的智能测
绘系统，通过数字手段实时搭建三维模拟平台，
让钢梁位置在数据坐标锚定下分毫不差。

“施工建造一座‘京帆’，需要经过8个流程，
仅目前正在进行的帆屋面钢结构安装，前后就
要启用5台不同吨位的车载吊机，从不同角度施
工。安装上方横梁时，难度还会随着帆屋面从
低到高有所提升。”南贵仁说。施工细节十分关
键，在等待吊装的钢梁上，能看到大小不等的预
留凹槽，其内部已安装好固定型材，是未来紧固

“京帆”ETFE膜的关键，一些较大的预留凹槽还
能起到排水沟作用，两者结合，最大程度节省结
构空间。(下转2版）

“京帆”结构照亮32米深枢纽车站

本报记者 韩梅 通讯员 陈春丽

近日，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三环五融
通十百千万”京廊起点工程在河北省廊坊市
启动。

京津冀中医药协同发展“三环五融通十
百千万”京廊起点工程，是京津廊中医药相关
部门协同发展合作项目之一。“三环”是指人
才环、服务环、产业环，“五融通”是指医疗服
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旅产业、智力资源
五融通，“十百千万”是指深度实施十大工程、
对接百个项目、赋能千人技法、培育万名
人才。

廊坊市委书记李国勇表示，廊坊将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京津冀三省市卫健委和中
医药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为京廊起点工
程顺利实施创造最佳条件，要努力把廊坊打
造成为健康京畿·环京中医药协同发展示范
城市。

会上，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副局长、二级巡
视员罗增刚发布环京中医药三环五融通廊坊
起点“十百千万”工程项目目录。北京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香河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分
别就推进京廊中医协同发展进行经验分享。

廊坊市副市长张春燕与北京市卫生健康
委党委委员、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一级巡
视员屠志涛签署了《环京中医药协同发展三
环五融通廊坊起点工程暨健康京畿中医药协
同发展十百千万工程框架协议》；北京市中医
管理局、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和河北省中医药
管理局签署《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医
药合作协议》。

屠志涛表示，此次启动大会是三地同频
共振、同向发力的结果，此次在廊坊吹响集结
号，我们要按清单落责、按清单工作；抓住关
键，把自己的规划做起来、把自己的资源利用
起来，把自己的评价体系建立起来，要不断转
变理念，重视人才发展、开展多元、闭环发展，
提高工作效率、效益、效果，推动中医药事业
发展迈上新台阶。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党委副书记、副主任、
一级巡视员韩晓芬表示，天津市委、市政府和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天津市中医药管理局高
度重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发展取
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医药管理机制和政
策体系、中医服务体系、中医药人才科技支撑
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不
断提升，下一步，将全力以赴推动京津冀中医
药协同发展再迈新台阶，再成新典范。

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王现坤表示，河北省
卫生健康委、省中医药管理局将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在国家
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力指导下，在京津两市的
大力支持下，坚持全域对接、全面承接，以更大力度深化拓展
京津冀卫生健康合作，推动在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京津
冀医联体、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中医药“定量化标准化数
字化”研究、环京津地区医养康养、公共卫生联防联控等方面
取得新成效，促进医疗卫生服务共建共享、医疗信息互联互
通，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切实肩负起实施
重大国家战略和办好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责任使命，携手
京津、融合互促，切实推动京津冀医疗卫生协同发展不断取
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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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图书馆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北京城市图书馆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正在全面推进开馆筹备工作正在全面推进开馆筹备工作。。记者记者 常鸣常鸣//摄摄

阳光穿透椭圆形钢架倾泻而下阳光穿透椭圆形钢架倾泻而下，，照亮了整个地下结构照亮了整个地下结构。。记者记者 党维婷党维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