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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马”倒计时系列战报之三

副马的硬核篇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实习记者 王雪乐

活
一场马拉松，成就一座城。
2024年北京城市副中心马拉松将于4月21日开跑。
马拉松，表达出一种健康的城市生活方式，向世界展示了城市积极向上的理想价值与文化旅游形象。
2023年，城市副中心实现了“一年双马”，跑友们为之狂欢。精心设计的比赛路线也充分展示了通州老城区与城市副中心完美交融的景观风貌，体

现大运河文化带的丰富内涵。
从半马到全马，副中心马拉松已成为城市发展的见证官，活力之城的代言人。马拉松赛道，更成为展示副中心蝶变的“城市会客厅”。
今年赛事路线的整体设计仍巧妙融合副中心的生态美景与文化精粹，途经运河商务区、行政办公区、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及成为城市副中心“新名

片”的三大文化设施，充分展现副中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现代化发展建设成果，大大丰富跑者体验。参赛者将在奔跑中亲身体验城市副中心的历
史底蕴与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果，共同见证这片土地的蜕变与发展。

高端产业高端产业路线路线

滨水金融排头兵滨水金融排头兵

近年来，城市副中心重点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现代
金融、先进制造、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现代种业六大重点
产业，建设完善十大重点功能区，着力打造具有特色和核
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形成与城市副中心主导功能定位
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

沿着本届马拉松比赛的赛道，参赛者和观众可以看
到运河两岸一幢幢楼宇拔地而起，坐落在五河交汇处的
运河商务区，正是城市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集中展示
了副中心的发展速度和无限可能。运河商务区规划设计
突出“低碳环保、以人为本、一体化设计、建筑亲水性”四
个特点，致力于打造绿色、森林、海绵、智慧城市示范区。
近十年来，运河商务区从一张时代蓝图，加速蝶变为一个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高端产业集中区。

作为北京自贸区国际商务服务片区重要承载地、城
市副中心金融创新和高端商务功能的主要承载区——对
标伦敦金丝雀码头的运河商务区功能定位非常清晰。目
前，这里已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经济发
展态势，一批大型商业综合体陆续开业，为区域更添活
力。同时，道路、绿化等公共配套设施加速完善，进一步
提升居住和工作的环境品质，成为北运河畔的一颗耀眼
明珠。

如今，副中心现代金融产业围绕五河交汇处，以运河
商务区为核心，已形成多个特色金融服务节点，打造滨水
金融排头兵。数据显示，经过多年集聚发展，运河商务区
近3年新增企业数量年均4100家，一批绿色带动效应显著
的头部企业形成示范效果。围绕“总部+金融”，运河商务
区正全力打造总部经济集聚区及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全
球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建设以金融
创新、高端商务为重点的综合功能片区。

在刚刚过去的一季度，迁入或在运河商务区完成注
册的重点企业 52家，注册资本金共计 11.72 亿元，包括
国合新力（北京）基金管理、北京华禹共赢三号创业投
资基金、中工信融（北京）网络科技在内的一批央企以
及金融类、商务服务类企业。

精品文旅精品文旅路线路线

““塔影塔影””下鸣枪起跑下鸣枪起跑

马拉松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发展至今越发多元，
越来越多的跑者以旅游、观光、健身的心态参与马拉松。人
们在努力奔跑的同时，也在品味各个举办城市的独特风景。

本届副中心马拉松赛事的起点位于司空分署街，运
河商务区拔地而起的现代高楼与传统的燃灯佛舍利塔交
相辉映，在勃勃生机中彰显副中心的文化底蕴。明清两
朝，漕运昌盛，万舟骈集，南来的货船看到了燃灯塔，便知
到了通州。清代诗人王维珍写下的“无恙蒲帆新雨后，一
枝塔影认通州”，让这处地标名流千古。

从 2019年开始，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实施整体
景观亮化提升工程，秉承“修旧如旧”的原则对燃灯塔精
心修复。“复古”同时“引新”，夜幕降临，在全息图像视听
的加持下，炫彩灯光照亮整个区域，燃灯佛舍利塔的清晰
轮廓在夜色中如梦如幻，重现“古塔凌云”的雄伟壮观。

景区内，由儒教的文庙、佛教的佑胜教寺、道教的紫
清宫，再加上燃灯佛舍利塔共同形成的古建筑群是体
现运河历史文化传承、凸显通州人文地标符号的重
要承载地，也是创建首都中轴线以东首个国家 5A 级
景区——北京（通州）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核心组成
部分，为马拉松赛事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文化旅游是副中心立足区域功能定位，科学谋划的
“3+1”主导功能之一。流淌千年的运河穿城而过，形成城
市地图上的一条美丽项链。以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为重
要载体，在整体创建国家5A级景区的基础上，通州区积极
探索文旅高质量发展道路，引入“数字化”概念和经典 IP，
持续构建创意空间和品牌活动，坚持打造品牌、擦亮名
片，塑造城市副中心文旅新形象。

文化旅游是副中心产业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园
便成顶流的北京环球主题公园，更是副中心文旅的一张

“金名片”。
自开园以来，环球主题公园就成为文旅顶流。哈利波

特魔法世界和小黄人乐园景区人山人海，城市大道成为北京
夜经济的标杆地区，烟火气和消费活力在这里充分展现。

随着马拉松等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大运河文化旅
游景区、环球主题公园、运河游船、张家湾设计小镇、台湖
演艺小镇、宋庄艺术创意小镇等各具特色的新兴文旅消
费场所也不断冲上热搜，成为副中心文旅产业的新名片，
吸引着包括跑友在内的市民来探索、消费、打卡。

绿色生绿色生态路线态路线

碧水蓝天柳色青碧水蓝天柳色青

马拉松赛道还将经过一大片绿色森林，其中就包括
作为副中心绿色新地标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北京城市副中心锚定“两带、一环、一心”的发展格
局。其中，被称为“一心”的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就坐落
在原化工厂和散乱污的工业遗址上。这片绿洲不仅见
证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历史变迁，也象征着未来生态城
市的发展理念。

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以“千年惠林”为规划愿景，是
“先植绿，后筑城”的创新绿色示范区，是副中心重点功
能区之一。建设面积 11.2平方公里，设计理念新颖，以
绿色为底色，融入“海绵城市”理念，成为全市首座“近零
碳公园”。这里不仅是城市的生态中心，还是市民日常
休闲、运动游乐、生态观光的重要场所，形成了具有绿心
IP的长、短期活动，冬有冰雪嘉年华、夏有欢乐水世界。
主园区 5.5公里的星型园路，更成功通过了中国田协的
审定，成为全国首条中国田协认证的四星级健身步道，
为举办定向越野、马拉松、健步走等丰富的体育赛事活
动提供平台，成为体育爱好者的一处打卡胜地。园区
里，老年休闲漫步、亲子娱乐运动、少年科普研学等各具
特色的场景一应俱全。

奔跑中，一路拂面而来清新自然的空气，运河边水
清岸绿的宜人风景，想必也会让参赛者格外身心舒畅。
近年来，副中心坚持把绿色作为自身鲜明特色和发展基
调，探索走出了一条以绿色发展为鲜明特色的高质量发
展道路。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全区细颗粒物（PM2.5）累
计浓度为 38微克/立方米，与社会经济活动和扩散条件
水平相似的2019年相比，同期下降8微克/立方米。可吸
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氮（NO2）、二氧化硫（SO2）浓度
分别为69、32、3微克/立方米，较2019年分别下降11.5%、
23.8%、40.0%。全年扣除沙尘影响，累计优良天数 267
天，较2019年增加41天。

水环境质量也稳中向好。目前，全区 8个国市控考
核断面水质均值均达到Ⅳ类及以上，其中达到Ⅲ类水质
的 4个，达到Ⅳ类水质的 4个。土壤环境质量方面，2023
年，全区土壤环境质量安全稳定，全区重点建设用地安
全利用率等重要指标始终保持100%。

重点工重点工程路线程路线

尽览新地标风采尽览新地标风采

“文化粮仓”北京艺术中心、“森林书苑”北京城
市图书馆、“运河之舟”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北京城市
副中心三大文化设施刚刚迎来“百天”。这次的路
线，也将“三大”囊括在内，奔跑中可一睹首都文化新
地标的盛世容颜。

三大文化设施总建筑规模约 60 万平方米。自
2023年12月27日全面开放运营以来，已经成为副中
心的新亮点，更成为解码文化自信的城市新样本。
作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吸引了无数市民和游客前来
参观体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
桥梁。

这处新地标，可谓城市副中心众多超级工程的
一个缩影。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三大文化设施、
东六环入地改造项目等一批气势恢宏的“超级工
程”，勾勒出城市副中心的未来图景。

东六环入地改造项目是一项在地面上看不见的
“超级工程”。该工程今年将全面进入加宽段和路基
明挖段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将具备通车条件，届时城
市副中心多条东西向道路将实现连通。土桥立交还
将建成北京首个地下互通立交桥。

作为北京市重点工程，东六环改造工程实施后，
东六环路的交通将从地上进入地下，城市副中心东
西两侧的11条规划道路和5条现状道路将实现直接
连通，将有效织补城市空间，对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
协同发展、构建综合交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1小时直达雄安新区、天津市，35分钟直达北京
大兴国际机场和唐山市，15分钟直达北京首都国际
机场——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
枢纽近日也有新进展。截至 3月底，其主体工程土
方施工接近完成，结构完成至 87%，最具标志性的

“京帆”屋盖已有2片亮相。工程预计于2025年开通
投入使用，开通初期将接入地铁 6号线、平谷线、京
唐城际铁路等三条轨道交通。

在这次的副马路线中，参赛者也将与这些超级
工程“擦肩而过”。

森林城市森林城市路线路线

““副马副马””全程入绿景全程入绿景

多年来，副中心马拉松的赛事路线设置一直备
受好评，曾先后获得“中国田径协会铜牌赛事”“银牌
赛事”“金牌赛事”和“最美赛道特色赛事”“自然生态
特色赛事”等称号，深受社会各界一致赞誉。给跑友
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滨水路径外，还有沿途被各
类树木串起的绿波。

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平原地区首个获得“国家
森林城市”称号的区域。作为北京市首个建成的新
城万亩滨河森林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其广袤的
绿色空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市民休闲体验的
理想去处。公园绿化面积约 8200亩，设计灵感源自
清代江萱的《潞河督运图》，公园东西两岸建有湿地，
园内种植的乔、灌、花、草、地被、水生植物多达两百
余种。将大运河的自然美景与都市风貌巧妙融合，
创造出“一河、两岸、六园、十八景”的壮丽布局。今
年的马拉松路线就将穿行这片被誉为“生态大氧吧”
的绿洲。参赛者将经过潞河桃柳、月岛闻莺、银枫秋
实、明镜移舟、高台平林等景区，尽享春日的生机与
活力。

当然，副中心的绿何止一处公园，截至目前，通
州 区 森 林 总 面 积 已 达 45.79 万 亩 ，森 林 覆 盖 率
33.7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8.75平方米，公园绿地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率 91.24%，城区绿化覆盖率
50.95%。可以说，本届副马路线全程皆绿，向世人充
分展示副中心多年绘就的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
共融的生态城市图景。

通过创森对标对表，副中心“两带、一环、一心”
绿色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东西部生态绿带初现雏
形，环城绿色休闲游憩环逐渐闭环，城市绿心森林公
园万众瞩目。400余公里绿道横贯南北，8个万亩森
林组团串联东西；口袋公园、小微绿地，星罗棋布；村
头微型公园、全龄友好化公园，异彩纷呈；4万平方米
屋顶绿化、20条风景林荫路，促进区域绿化美化提档
升级。全区已建成国家森林乡村 22个，首都森林城
镇4个，首都绿色村庄12个，森林村庄8个，花园式社
区 8 个，建成并对外开放各类公园 54 处，百姓出门

“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处处绿意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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