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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客户端 融汇副中心客户端

本报讯（记者 孙云柯 陈强）国务院日前
发布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
示范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的批复，
表示原则同意该方案。

批复指出，《方案》实施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

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牢固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的资源观，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聚
焦建筑、交通、产业三大关键领域，强化能源、生
态、文化三大重点支撑，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
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北
京城市副中心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形

成有利于绿色发展的国土空间利用格局，使北
京城市副中心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重要践
行地、绿色发展制度改革先行先试区、绿色技术
示范应用创新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引领区。

批复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
导，完善工作机制，制定配套政策，落实工作责
任，加强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河北省人民政府
的协调合作，确保《方案》各项目标任务如期实

现。重要政策、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要按程序
报批。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强化
协调配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政策实施、体
制创新、项目建设等方面做好指导支持，帮助
解决《方案》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此外，
国家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做好指导服务和跟踪
分析，适时组织开展《方案》实施进展情况评
估，重大问题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复

新春伊始副中心喜迎利好消息

今天是新春开工第一天，龙马精
神开工大吉。本报记者在家乡、在返
京路上采访那些心中有梦与光的人
们，听他们讲述新年的愿景，讲述他们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感受，听听他
们聊心目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

第一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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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织，大国工匠忙，催生京城新
盛景。看官要问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
枢纽在哪里，正是京师正东五十里的副
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此工程奇迹地下交汇，乃京津冀协
同发展之战略高点所在，落实《副中心控
规》之大计，疏解非首都功能之举。这
一综合交通枢纽站城融合，呈现地下
枢纽地上城，上下高度融合之势。 车
站“京帆”屋盖，以运河之“帆”为题，打
造檐下绿色城市会客厅，为市民提供
丰富多彩活动场所，向四海宾朋展示
副中心古韵京腔城市魅力。市民步入
这座人文枢纽，感受活力之城“千帆竞
连”历史文化韵味，将在阳光引导下进入
32 米地下“花园”式站台，开启“阳光枢
纽”奇幻之旅。

神奇之处不止于此，地上地下交通
一体化将实现多进多出立体接驳，最小
换乘距离仅数十米。在北运河东岸，枢
纽还规划一处运河码头，未来乘一叶扁
舟，市民即可开启乘船畅游京津冀的燕
赵之旅。

老话说，知易行难也。超级工程崭
露头角，盖因大国工匠之心，在此落地生
根。昔时，赫赫有名之全国BIM大赛，竞
技场上英豪辈出，京师巧匠建工集团教
授级高工金大鹏等遂研发一技术，高精
至每千米仅偏离一米，钢管柱承插施工
也，力压 2559个对手夺全国最高奖。副
中心站枢纽正凭借诸多科技与狠活儿，
冉冉托举，屹立于大运河北岸。

今日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京哈线紧邻工程忙碌运营，白色高铁与
绿色客车交错穿梭，百台塔吊与铲车、罐
车、货车立体化交叉作业，各司其职。光
说不练“假把式”，城建集团千余名建设
者，或捆扎钢筋，或持焊枪作业，忙而有
序，多面“京帆”初升已露真容，传承运河

“千帆竞连”记忆。您可别小看这些建设

者，他们可是个顶个的棒。“这几年经我
手捆扎的钢筋，就算往少了算，起码也得
有个十几吨了。”钢筋工小孙憨厚地说。

南贵仁，城建集团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工程 02标常务副经理，说起工程
技术，那可头头是道。他言道：“‘京帆’
屋盖系双曲面空间薄壳结构，安装精度
至毫米级。‘京帆’表面ETFE膜，类似水
立方外立面材质，透光避晒，保地下光照
柔和，平衡冷热负荷，年减热负荷约 520
万千瓦时，照明用电省约48.6万度。”

言及未来，京投枢纽公司副总经理
吕高峰博士欣慰称，泡泡钢结构屋架安
装、风帆膜结构安装等，系 2024 年施工
重点。“说到这儿，给您透个家底儿。”吕
博士言道，未来京唐、京滨铁路、城际铁
路联络线、M6、M101、平谷线等，皆将引
入此地。市民由此出发，15分钟达首都
机场，35分钟至大兴机场，雄安新区和天
津滨海开发区 1小时可至。建一枢纽通
达京津冀，燕赵都市圈交通，由此不过 1
小时矣。

要问国际先进水平啥模样？京师正
东副中心。坐看风起云涌时，超级工程
接连落地，副中心不仅硬件与京师主城
遥相呼应，在文化、生态、经济等多方面
也实现高质量发展。副中心的崛起，不
单单是一座城市“拔节成长”“蝶变重生”
的转变，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缩影。

说一千道一万，故事还在继续。副
中心的未来，正如春日里的东风，吹破了
寒冬枷锁，带来无限生机希望。这一切
变化，不仅在建设者眼中一一映现，更植
根于每位市民心中。

千年之城副中心不会停住脚步，“高
质量发展步伐加快”新阶段已融入这座
城市血脉，激励每位市民共创辉煌明天。

这正是：“浩荡工程激扬千年之城，
副中心蝶变领航京津冀。”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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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千年之城
列位看官堂前坐，话说北国风光，京城繁华。想那紫禁城向东 60里，昔日京师

东郊田畴连绵，运河跨越千年，串联古今。春秋荏苒，十年磨一剑，通州，这座京城
东大门，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6年-2035年）》绘就蓝图、超级工程竞相落地，千年之城奏响建设序章，漕运之
都转瞬成为国家战略布局下北京城市副中心，首都新“一翼”强势起飞。

自古帝都之地，历经烽烟，京城东郊乃宁静
恬淡村落稀疏之所在，然而不过十年光景，这千
年之城何以由“生机勃发”迈向“高质量发展步伐
加快”新阶段？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五年磨一剑的《北京
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
年-2035 年）》横空出世。一亮相就是全国首
个由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控规，代表着 21 世
纪中国城市最高水平规划。

您说这该怎么做？规划师们握笔如持剑，勾
勒出一道道宏伟蓝线，每一笔都承载着对未来遐
想。忆往昔参与编制时，市规自委相关工作人员
意气风发，研讨每处细节，从宏观到微观，无不精
益求精，只求将这副中心打造成京城新高地。

一朝宏图现，副中心展新颜，京郊谱华章。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编
制中有关部门组织了12个国际知名团队参与，包
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与国内外设计大师，为副中心
控规提供全方位支撑。

您听准喽，副中心控规不仅让副中心高质量
发展有了方向与主心骨，这势如破竹的重要一
步，更让副中心发展的“四梁八柱”搭建起来步入
新阶段。京师东郊副中心逐渐框架成型开枝散
叶，已成为金融、科技、人才竞相涌入的热土。

通州土著老杜，这几年一直在拍摄副中心崛
起后的天壤之别。和老杜一样，更多的通州居民
同样在观望，对这座矗立起的千年之城充满好
奇。老人们回忆着往昔漕运之都的变迁，少年们
憧憬着未来的文化生活。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
个属于自己的副中心形象。

说到老通州城，不得不提这里原来有座化工
厂。曾经让居民闹心的它，随着规划落地今日昨
昔早已云泥之别。化工厂拆除后化身一片绿海，
落子其间的剧院、博物馆、图书馆陆续变身京城

“新地标”。
列位看官，须知文化自信才是真的自信。北

京艺术中心、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图书
馆，三大文化设施自规划之初，便已备受瞩目。

建设者们，或系蓝领，或披黄马，皆在这一刻，
心潮澎湃。遥想2019年开工时，中铁建工集团城
市副中心图书馆项目部总工程师王国鹏手持设计
图纸，与同事行走在即将变为施工现场的土地上，
他们环顾四周，仿佛能看到未来建筑的雄姿。建
筑师们在一旁仔细研究着施工方案，他们知道，今
后每一次挥动的锤击，都是对未来的一次叩问。

刹那间，施工现场一片繁忙，机器轰鸣，土石
喧嚣。建设者们身着工装，或站于高高脚手架
上，或深入层层坑道中，滴滴汗水滚落在每寸土
地里，铸就未来辉煌。

从初入职场的技术员到中铁建工集团城市
副中心图书馆项目部的项目生产经理，与副中心
共同成长的“95后”王佳乐对这里如数家珍。“副
中心要建一座世界级图书馆，这项目很有挑战
性，你过来吧。”2019年接到公司方面电话当天，

王佳乐就收拾行囊奔向北京。图书馆幕墙要安
装 276 块玻璃，单块玻璃最大高度 16 米重量超
11 吨，无论外形还是受力体系在国际上均无
先例。面对这不走寻常路，甚至带点梦幻色彩
的设计，施工团队以“BIM+3D 扫描”技术深化
设计，设计“互为肋”玻璃支撑结构体系，打造
最大幕墙吊装吸盘……种种创新迅速填补国
内空白，攻克这座“超级工程”各项难关。

“图书馆提前20天完成车库环氧树脂自流平
及地面标识施工，这也是最后一批工程，忙碌四
年终于胜利在望。”王佳乐欣慰地说。

建设者手持蓝图，心怀壮志，市民望着土木
起伏，迎来无尽繁华。如星辰般耀眼的三大文化
设施依次落成盛装开放，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也喧
嚣热闹起来。“真舍不得离开呀，这座‘森林书苑’
值得记一辈子！”四年来见证了美轮美奂的三大
文化设施拔地而起，酸甜苦辣依然藏在王国鹏和
王佳乐这些建设者心中。

斗转星移，甭说第一次来副中心的，眼跟前
就是住了几十年的“老通州”陈师傅也不无感慨：

“变化真大，好多地儿我都不认识了！”当走进北
京艺术中心观看演出，陈师傅便觉得自己的心也
随着乐曲一起跳动。期待着副中心继续绽放，成
为市民共同愿景。

第二回 】【

东风破 土石喧嚣 三大筑基业

副中心万象更新，未来之城前景可期。然
京畿东六环虽为副中心之脊梁，高架桥如铁链
横卧，却压制通州脉络，致交通拥堵。

东六环六合桥畔，中交隧道局匠人巧夺天
工，搭起巨型电梯，深入地底数十米。中交隧道
局东六环项目技术负责人吕计瑞，为您揭秘地
下奥妙。首发集团联合中交隧道局，打造盾构
巨兽“运河号”，突破多项关键技术，成大国重器
之里程碑。远观钢铁巨龙“运河号”，长约一百
四十五米，重达四千五百吨，直径逾十六米，乃
国之瑰宝，蔚为壮观。

于六环路与通三铁路交叉之南二百米地
下，轰鸣声骤起，湿热与泥土气息交织，技术之
士吕计瑞指示盾构巨兽自北向南掘进。吕技士
言道，此超级工程首创同步双液注浆技术，提升
隧道稳定与防水质量。

列位听我细细说，敢情这“运河号”全球首
次将光纤磨损检测技术应用于盾构刀具检测，
实时监测刀具磨损量；还坐拥“刀盘脱困、带压
换刀”等自主研发和多项国产核心零部件设计

制造，突破多项超大直径盾构机“卡脖子”关键
核心技术，成国际技术领跑者。

一朝启动，巨龙掘进时技术优势尽显，左侧
双管巨制，泥浆流入盾构刀头，掘土液化，渣
滓排出，工程得以顺遂，现场井然有序。

吕技士又言，隧道内还设有应急车道，高约
三米七，事发之际，救援车辆可迅速到达。隧道
内每隔八十米设疏散楼梯，以备不时之需。

今时东六环地下，单向三道之隧洞光洁如
镜，两侧灯带如白昼，地下奇迹建设者依然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2024年内，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
有望建成通车。此盾构高速公路隧道全长十六
公里，隧道深达七十五米，乃京城最深之地道。
一旦达成双线贯通之盛举，这一国家级工程将落
实《副中心控规》之重点，须臾间打通副中心血
脉，重构六环公园，完善路网与绿色空间，让地面
恢复往日宁静与和谐，副中心环境品质大幅跃
升。伴随通州城区与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融为一
体，这对京津冀协同发展，构建综合交通体系，同
样极具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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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蹄疾 规划启幕 谋篇绘鸿图

第三回 】【

盾构忙 地脉激荡 东六环蝶变

第四回 】【

京帆扬 枢纽筑梦 燕赵脉络畅

策 划：金 可 姜 煜 撰 写：赵 鹏 题 字：郭晋丽 设 计：仲晓丹 摄 影：常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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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北京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明
确了北京在新形势新时期的战略定
位，提出了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
居之都的奋斗目标，发出了推动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总动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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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是北京建城立都以来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一件大事，是新时代北京
发展的重大机遇，对于落实首都城
市战略定位、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
宜居之都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

如今，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引
的前进方向，城市副中心正由“生机
勃发”迈向“ 高 质 量 发 展 步 伐 加
快”新阶段。每年保持千亿元以
上投资强度，“超级工程”梯次建
成打造北京新门户 ；紧扣“一体
化”和“高质量”，助力推进京津冀
世界级城市群构想加速实现；副
中心速度、副中心质量、副中心标
准令人惊叹，乘势而上的副中心
正被建设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的典范。在绵延千年的大运河畔，
城市副中心外在“颜值”焕然一新，
内在“气质”明显提升。

新年传喜讯，国务院日前发布
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国家绿
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的批复，表
示原则同意该方案。

充满活力、创新发展的北京城
市副中心结出累累硕果，正努力打
造首都的科技创新“高地”、文化旅
游新“地标”、国际交往新“平台”。
以“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的良好态
势加速跃升，成为优质资源“强磁
场”，未来之城的壮美画卷徐徐
铺展。

十年来，副中心控规绘就蓝图、营商环境不断优
化、“高精尖”产业竞相落地，城市副中心栽下梧桐树，
引得凤凰来，汇聚优质资源；

十年来，随着大尺度林地、绿地的建设，城市副中心
的生态格局日益完善：林在城中，城在林中，林水交融；

十年来，悠悠运河贯古今，千载文脉焕新生。千
年古塔“层层高耸接青云，朗朗铃音空里鸣”，古今交
融的千年之城文旅繁盛，迎来新机遇；

十年来，万象更新、朝气蓬勃。活力之城的一组
组亮眼数字、一个个重大项目，透射“千年之城”拔节
生长的磅礴力量，记录首都发展版图又一个增长极的
强势崛起；

十年来，更多惠民生、暖民心、解民忧的举措，温
暖这座城，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幸福感、获
得感不断攀升；

十年来，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副中心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取得
新成效。瓣瓣不同，瓣瓣同心。

今天起，本报推出《沿着习总书记指引
的方向——2 ·26 重要讲话十周年特别报
道》，从规划落地、生态环境、文旅建设、活
力之城、民生福祉、协同发展等领域，全景
展现“千年之城”一步一个脚印的高质量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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