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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本报讯（记者 李安琪）昨天下午，城市副
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召开全体会议，研究北京
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实施工作方案落
实情况和韧性提升规划等事项。副市长，城
市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谈绪祥主
持会议。市政府副秘书长程建华，城市副中
心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孟景伟、郑皓参加。

会议研究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
划实施工作方案（2023 年—2025 年）落实情
况时指出，规划建设城市副中心是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正处于“立长
远、强功能、全面上台阶”的关键阶段，控规实
施工作方案是分阶段落实城市副中心控规的
重要抓手，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坚持“举全
市之力建设副中心”，上下齐心、各方努力，细
化方案、完善措施，进一步增强副中心规划建
设治理工作合力。进一步强化统筹协调，夯

实工作责任，明确阶段目标，加强对规划实施
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要强化组织保障，狠
抓工作落实，把握实施节奏，努力实现清单式
管理、项目化实施、标准化考核，以高标准督
查推动高质量实施，全力以赴把城市副中心
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

会议研究北京城市副中心韧性提升规划
及行动计划时指出，韧性城市建设是一项系
统性工程，需要久久为功、持续发力。要一以
贯之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韧性城市的工作
部署，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实施导向，持
续筑牢城市框架，统筹拓展城市空间韧性，全
面提升城市管理韧性。要将副中心韧性提升
规划及行动计划落实为具体行动，打造强韧
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打造多尺度协
同、多层级互通、多功能复合的生态韧性网
络，夯实副中心应对重大风险灾害的抵御和

恢复能力，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要
坚持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区域联动，加强与
北三县战略协同、规划衔接，突出重点、聚焦
难点、分类优化，一体推进减量发展，以空间
的确定性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补齐城市短板，统筹实现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安全。

会议研究北投集团 2023 年投资完成及
2024年投资计划时指出，北投集团立足新发
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高质高效谋划拓展城市更新，推动项目投资
持续落地，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北投集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
新时代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
副中心建设发展主业，加快推进六环路高线
公园建设等重大项目落地，高质量完成投资
建设任务，力促城市副中心千亿固投任务目

标实现。
会议研究部署城市副中心党风廉政建设

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岁末年初是党风廉
政建设的关键节点，要压紧压实政治责任，认
真履行“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和纪
律规矩意识，自觉抵制不良风气，推动党风
政风持续向好。要坚决纠治“四风”问题，敢
于动真碰硬，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施治，立足
抓早抓小抓准，加强监督检查，坚决遏制不
正之风，确保监督取得实效。要牢牢守住安
全底线，切实强化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坚决防止
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切实维护副中心安全
稳定，让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
春节假期。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召开全体会议

研究城市副中心控规方案落实等情况
谈绪祥主持 程建华孟景伟郑皓参加

2024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发布：共300项总投资1.2万亿元

副中心瞄准科创聚焦惠民生建基础设施
本报记者 曲经纬

本报讯（记者 金耀飞 实习记者 谢佳
航）年货特产、民俗文化、运河文创……昨天
下午，城市副中心“龙年有吉市”大运市集活
动在运河商务区世界侨商中心公共空间开市
迎客，一场为期 7 天的主题市集把美食、潮
玩、艺术展演等各类时尚元素汇聚一堂，市民
身处城市副中心便能沉浸式感受春节丰富的
文化和独特的魅力。

“龙年有吉市”大运市集活动由运河商务
区管委会、团区委、区商务局、区投促中心联合
主办，由北京运河商务区产业发展服务有限公
司、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走进市集，现场弥漫着新年气息，红彤彤
的新年装饰、琳琅满目的商品、各式各样的美
食、冰糖葫芦等产品摆满了摊位货架，各类活
动广告牌和新年标语随处可见，前来选购的
市民络绎不绝。市集还以中国传统农历春节
及小年为整体设计元素，通过场景化、游戏化
的空间设计彰显年轻力与城市活力。

特别是“城市副中心青年跑”定向趣味跑
活动，集合了运河商务区内侨商、保利、新光
大、市集四大点位，通过设计具有挑战性和趣
味性的路线及打卡任务，让参与者可以在运
河商务区的地标性建筑中感受户外活动的乐
趣，解锁运河商务区新体验。

当夜幕降临，白天的热闹告一段落，夜晚
的喧嚣登场。“龙年有吉市”大运市集活动前两
天的18：00-20：00，活动演绎区还有乐队表演。

活动现场还专为夜间市集打造亮化效果，
灯光长廊，冷暖交替的灯珠烘托梦幻效果，让
市民沉浸式领略华灯璀璨下的城市副中心。

此外，在 2 月 2 日至 4 日的新春潮车展
上，汇聚了品牌潮车，市民朋友可拍照打卡，
来一场“极速体验”。

运河商务区党工委副书记车欣薇表示，
大运市集活动旨在通过场景化的空间设计和

消费娱乐，充分彰显运河商务区的年轻力、创
新力与城市活力，持续提升运河商务区的人

气、烟火气和商圈消费氛围，助力城市副中心
营商环境优化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大运市集喜开市 运河商务区做东

首旅张家湾设计小镇服务综合体、轨道
交通 M101 线一期工程、城市副中心六环高
线公园项目……新的一年，重大项目建设打
响“发令枪”。记者昨日从市发改委获悉，
2024年北京市重点工程计划发布，集中推进
100个重大科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100
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和 100个重大民生改善
项目。延链补链强链带动产业发展，扩大有
效投资促进新需求。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3个
100”市重点工程中，包含 120 个新建项目和
180 个续建项目，力争当年竣工项目 65 个。
项目总投资约1.2万亿元，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2811亿元，对全市投资的支撑比例保持在三
成以上。

科技创新：西部“985”高校布局东部

重大科技设施平台集群、先进制造业、服
务业扩大开放、数字经济、金融业、科技创新
空间资源、文化旅游产业……今年，100个科
技创新及现代化产业项目包括七大方面，当
年计划完成投资 551 亿元。其中，携手津冀
打造产业链，围绕“数字经济”“现代金融”“文

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关键词，为今年的副中心
“划重点”。

瞄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不断深化
数字产业化，加快布局工业互联网，今年安排
数字经济项目15个，其中就包括中国信通院
产业创新基地，助力副中心推进数字产业
培育。

推进科技创新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高效
配置，安排科技创新空间资源项目共计 22
个。西部“985”高校，布局东部——西北工业
大学北京研究院项目的名字出现在这份名单
中。这所重点参与了我国大飞机、载人航天
与探月等国家重大专项论证及科研攻关的双
一流高校研究院项目，落户国家网络安全产
业园区（通州园），将在园区内组建四大功能
平台，有望助阵新的“大国重器”从副中心踏
上“腾飞之路”。

文旅消费利旧挖新，孕育了台湖图书城
提升改造项目。作为今年5大文旅产业重点
项目之一，改造提升后的 8字楼、B库和创意
楼将“自我造血”，成为副中心文化、演艺、会
展和消费的新亮点。首旅张家湾设计小镇服
务综合体项目也赫然在列，其北邻城市绿心，
西靠张家湾古镇，怡禾老厂房变身智慧酒店

综合体，书写了全国建筑业数字化转型集成
创新的历史第一页。

此外，华夏银行总部写入今年的重点工
程计划。目标成为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球
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重要承载地的副
中心，高端金融和总部功能加快集聚。

基础设施：轨道交通 M101 线
14个站点今年开建

去年6月，轨道交通M101线一期工程环
评报告公布，今年一开年，这条线路便迎来最
新进展。作为副中心区域的首条内部地铁线
路，轨道交通M101线一期工程今年 14个站
点将全面开工建设。

加快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一体化交
通体系，保持高强度轨道交通建设，今年12个
轨道交通项目中，还包括轨道交通6号线二期
（南延段）、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北京地
铁开进河北的理想距离现实越来越近。

今年 100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含八大
方面，当年计划投资 571亿元。其中，侧重扎
实推进京津冀协同交通一体化，搭建市郊铁
路“一干多支、对角交叉”主骨架，安排铁路项

目 6 项，包括续建市郊铁路 S6 线（T3 航站
楼－大兴新城）。S6线北起首都机场T3航站
楼，向南经过顺义、城市副中心和北京经开
区，终至大兴新城，可实现快速通勤。

京唐城际铁路与津秦客专、秦沈客专连
通，是《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实施后
的首个运营项目，可构建北京、唐山、秦皇岛
之间快速高效的交通骨干体系，加强京唐秦
发展轴的交通联系。

重大基础设施比重最大的属公路项目，
共20项。其中涉及副中心的，包括连接河北
香河到城市副中心的石小路，沟通大厂与城
市副中心的厂通路，通往怀柔的通怀路，串联
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台湖演艺小镇的九德路，
以及接驳厂通路的春明路都将在今年迎来全
新进展。

城市副中心南北“大动脉”东六环路，串
联起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副中心站综
合交通枢纽、行政办公区、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北京环球度假区，但也一定程度上割
裂 了 两 侧 产 业 带 、生 活 区 的 联 系 。 2019
年，北京启动东六环加宽（入地）改造工
程，城市空间将得到缝合，预计今年具备通
车条件。（下转 2版）

本报讯（记者 关一文）年味京津
冀，三地一家亲。昨天，“欢乐京津冀，
一起过大年”2024京津冀新春文旅系列
活动启动仪式在天津举行，北京市文化
和旅游局、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河北
省文化和旅游厅三地共同谋划，围绕

“欢乐京津冀，一起过大年”主题，联合
发布了戏曲过大年、非遗过大年、冰雪
温泉过大年、乡村过大年、博物馆里过
大年、图书馆里过大年共 6大主题文旅
系列活动和10条精品旅游线路，共同以
文旅为契机，引人气、聚财气、振士气。

2024京津冀新春文旅系列活动，集
中推介了三地新春期间具备共性的文旅
产品和服务。天津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从1月25日“天津始‘钟’‘响’你”
世纪钟重新鸣响报时开始，天津新春文
旅活动陆续登场，将推出春节“畅游津
城”十大系列活动、“漫步津城”十大旅
游线路、“爱在天津”十大暖心服务、100
项“津彩”亮点、1000余项文旅活动。十
大系列活动特别设置了相声、灯会、展
览、民俗等板块，突出天津欢乐的特质，
重点推出 338 场相声演出；以“五彩灯
会 津彩斑斓”为主题的五大灯会将陆
续拉开帷幕，用全新形式讲好天津故
事；文博展览、民俗文化、研学实践等
241项系列活动，尤其关注青少年儿童
节日需求。

北京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北
京的新春文旅“大餐”异常丰富，共推出
六大系列 7000余场活动。龙潭、地坛、
厂甸等庙会今年将重新精彩亮相，展现
传统年味儿。近 2000场戏曲、话剧、音
乐会等精品演出打造北京演艺之都的

“春节档”。保利院线京津冀区域的8家
剧院也将上演“欢聚京津冀——保利院线京津冀区域·新春
演出季”，推动三地文化艺术资源共建共享。北京微度假目
的地、文化旅游体验基地等将举办 130余项节日活动。260
余家酒店推出近400项年味节庆活动和产品。围绕龙主题，
北京文旅局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荐一批与龙主题有
关、各具特色的景区景点，带领市民、游客开启春节“寻龙”
之旅，感受“京”彩无限的城市魅力。还有北京城市副中心
三大文化设施（北京城市图书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
艺术中心）和冬奥场馆等地标性建筑，推出溜冰滑雪、品读
建筑、寻梅赏樱、工业遗产四大主题 10条精品线路。10个
新款“北京礼物”和“龙墩墩”等“佳节好礼”，让游客留下更
好的游览记忆。

河北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这么近，那么美，
周末到河北”冬游河北过大年主题，河北推出了冰雪温泉过
大年、戏曲过大年、老字号里过大年、逛集过大年、村晚过大
年、古城过大年、民俗过大年、博物馆里过大年、图书馆里过
大年、景区里过大年等十大场景喜迎新春系列文旅活动，活
动总数将达万场以上，实现省、市、县上下联动，一直持续到
3月中旬。

眼下，三地正在健全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工作机制，通
过推进长城、大运河等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签订客源互
送协议，制定旅游直通车、自驾驿站等服务规范，推出三地
联动的精品旅游线路等一系列“组合拳”。京津冀“同城效
应”在文旅领域得到充分彰显，京津冀旅游圈已成为我国文
旅市场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区域之一。未来，三地文旅部门
将推动京津冀互为资源、互为市场，并积极建设全媒体宣
传、全平台合作、全视角展现的宣传平台，多角度多形式地
宣传三地旅游资源和活动，形成京津冀文旅融合发展大声
势，推动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先
行区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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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发布春节
旅游消费提示

京城博物馆将
延长开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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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市集开市迎客，市民络绎不绝。记者 常鸣/摄

好戏连台环球同喜
花好月圆通州享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