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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办事“新方式”
朝阳区与通州区实现不动产登

记业务“跨区通办”

今年上半年，不动产登记领域的一件大事，
莫过于在通州区与朝阳区之间办理不动产登记
业务可以不用跨区跑了。

2024年5月30日起，符合条件的办事人可以
在两区任意不动产登记中心完成跨区业务。首
次办理这项业务的张女士欣喜不已。“听说目前
全市只有朝阳区和通州区试点‘跨区通办’，太巧
了，让我赶上了！”张女士说。不到20分钟，她便
顺利在线领取了新的电子证照，并在自动制证机
前拿到了新鲜打印的“大红本”。

不动产登记业务“跨区通办”是如何实现
的？通州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主任王修庆介绍，工
作人员可以登录“互联网+不动产登记”受理系
统，进入“跨区通办”专区，选择申请业务的“异地
代收”，对申请人进行人证合一验证，录入全部申
报信息，并上传所有申请材料，待朝阳区不动产
登记中心完成审核、登簿即可。

“跨区通办”大大节省了群众办事的时间成
本。这也是通州区与朝阳区开展的不动产登记

“跨区通办”合作试点。朝阳区与通州区地域相
接，处于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枢
纽地带。按照两区合作协议，申请人可以自主选
择两地的不动产登记大厅办理登记业务，并明确
了收件地和办理地的职责及业务流转程序。

完善服务保障“新速度”
首例临建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

单”项目半日完成报备

上半年，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赛道”上，通州
规自分局又创造了一项“新纪录”——仅仅半
日，高精尖药品产业化建设项目施工暂设完成
备案。

北京福元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高精尖药品
产业化建设项目位于漷县镇中心区西区产业
用地内，是集国内外先进药品研发、生产、检验

于一体的高精尖药品产业化园区。该项目拟
在自有用地范围内建设施工暂设，建筑面积约
1500 平方米，用于施工现场的物资储备及人员
办公。

“我们主动对接了建设单位，了解到该项目符
合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豁免清单相关要求。”通
州规自分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些项目在满足特定
条件下可以免于办理规划许可手续，简化行政审
批流程。通州规自分局安排专人全程“一对一”服
务，仅用了半个工作日便出具了工程规划许可豁
免公告，建设单位可凭该公告开展后续手续办理
及工程施工，企业好评连连。目前，通州规自分局
已完成该项目的豁免清单备案项目的抽查，确保

“副中心速度”和“副中心质量”。

规划老城“新面貌”
创城中村改造“副中心经验”

以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城市为目
标，推动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通州区宋庄镇、
潞城镇多个村庄被纳入 2024 年城中村改造
计划。

规划引领，城市副中心始终在探索城中村改
造的“副中心经验”。“为了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我
区会同市级规划部门深入开展项目规划研究工
作，并组织各行业主管单位、属地政府、项目主体
单位，从规划入手，对项目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进
行多次探讨研究，解决项目中的裉节问题，探索
形成副中心城中村改造经验。”通州规自分局相
关负责人说。

今年上半年，通州规自分局发挥统筹协调作
用，与 30 余家单位组建区级城中村改造工作专
班，调动各单位合力推进。厘清资源盘底账，通
州规自分局梳理城中村项目的限制性要素，挖掘
空间资源。重视民生绘细账，率先谋划安置房建
设，实现百姓从老宅搬新居的期盼，摸清公服配
套、交通、市政等设施缺失短板，打造家园中心，
顺应百姓新期待。统筹实施算实账，“一把尺子
量到底”，通州规自分局还研究出台了资金政策，
接下来将精细化制定开发计划，不断完善工作机
制和措施。

副中心的“三新”让人眼前一亮

老百姓办事不用跑
企业办审批不用愁

本报记者 曲经纬 实习记者 谢佳航

你好，中轴线。祝贺你啊！
正当我们欢庆纪念中国大运河成功申遗十

周年之际，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传来好消息，“北
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正式
收录于《世界遗产名录》。祝贺中国，祝贺北京。

中正和谐，承古通今。历经 700余载沧桑的
北京中轴线正迸发出新的生命力，永定门向南，
世界规模最大的单体机场航站楼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以开放的姿态联通世界，钟鼓楼向北，贯通
鸟巢、水立方、冰丝带、奥森公园，也连接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工艺美术馆……在首都北
京未来的城市规划里，南中轴将延长至永定河水
系，北中轴则直达燕山山脉。在山水和岁月中不
断生长的中轴线，如同树木的年轮，记录着首善
之区的建设史发展史。历史与当下，自然与人
文，在这条线上交织交融，延续着瑰丽的文明，开
创着崭新的未来。

中轴线向东 20公里，一条运河千古流淌，它
第一时间向你发来贺信。

10年前的盛夏，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北京通
州作为大运河的北首之城从此开启了新的航
程，十年呵护，运河焕新，北京城市副中心，一座

“千年之城”蓄势腾飞。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
大运河文化带生机勃发，一座巨大的活力空间

锚定了城市副中心蓝绿交织的发展底色，也成
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生动
缩影。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自己的
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中轴线不
只是丈量历史赓续文脉的文化线，也是记录新时
代首都之变、城市之治的发展线，这些年老城蝶
变、新城崛起同频共振、相辅相成，这得益于大城
之治与减量发展，得益于疏解整治，得益于一核
两翼伟略。一幅清晰有序、庄重大气的画卷正铺
展于整个京华大地。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
源。大运河与中轴线双遗并辉，展现了中华文明
的博大精深，阐述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精神。
它们都是活态的遗产，属于过去，属于当下，既是
中国的，更是世界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社
会发展与文化遗产、文物古迹之间的关系处理，
水迢路远征途漫漫，在这运河之上、建筑之中，探
寻答案是我们不懈的努力。

悠悠运河，润泽众生；一线纵贯，撑起“脊梁”。
中华文明赓续不绝，文明活水奔涌向前。
你好，中轴线，欢迎你！今后，我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 张钊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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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办理不动产登记业务跨区不用跑、企业开建新项目审批不用愁、城中村改造有
盼头儿……副中心规自领域上半年多个重点项目让人眼前一亮。打造为民办事的“新
方式”、完善服务保障的“新速度”、规划老城的“新面貌”，今年上半年，北京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委员会通州分局“三新”促“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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