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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展绘新篇协同发展绘新篇

立秋之后，暑热渐消，大运河即将迎来最美的季节。
乘坐运河游船的市民，在穿过玉带河桥之后，会看到河东
岸那几片高高扬起的“京帆”屋盖。这充满力量感的钢结
构造型下方，就是在建的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未来从这里出发，15 分钟可达首都机场和北京中心城区，
35 分钟到达大兴机场和河北唐山，一个小时到达河北雄
安新区。

“轨道上的京津冀”越来越畅通快捷，北京的地铁什么
时候能修到河北？一直以来，环京地区的通勤族对京冀轨
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翘首期盼，跟北京通州仅隔着一条潮白
河的河北廊坊北三县百姓心情尤为迫切。随着国务院《关
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
快建设通州区与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示范区”，通州与
北三县之间的地铁工程实现了提速。

这条修到河北的北京地铁线路就是 22 号线，串联了
CBD核心区、定福庄组团、副中心、燕郊、平谷新城等重点功
能区，目前已有近一半车站实现主体结构封顶的目标。建
成后北三县老百姓最快 9分钟就能抵达副中心，到CBD地
区（东大桥站）最短时间约为32分钟。

已开通5条地铁，规划中的22号线将通向廊坊北三县

地铁为副中心暑期经济立功
本报记者 陈强

从传统工业园区转向时尚活力的设计
高地，张家湾设计小镇正加速更新蝶变。
近日，记者重访张家湾，得知一系列好消
息：首旅怡禾酒店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年
底前北咨大厦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北建
院完成地下结构施工……一批重大项目的
迅速推进，为小镇发展再添活力。

数字化转型
创新城市更新路径

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前身是通州工业开发
区西区，1992年开发建设，是通州最早的一批
工业开发区之一。2019年，张家湾被赋予新
的使命——建设“设计小镇、智慧小镇、活力小
镇”，自此拉开了城市更新蝶变的序幕。

近年来，张家湾不断夯实基础设施建
设，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成功吸引了众多高
质量设计产业项目入驻，共同促进了小镇
创新设计、城市科技与先进制造等多业态
并存的产业格局形成。

2022年底，张家湾小镇又一全新城市
更新项目——首旅怡禾生物园区更新改造
项目开工建设。项目在怡禾生物有限公司
原生产办公厂房基础上进行改造，引入首
旅集团旗下“建国璞隐”酒店品牌，可提供

客房470余间，将为张家湾设计小镇国际交
流、商务活动提供商旅服务。目前，该项目
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预计将于今年年底
投入使用。

作为全国首例建筑业数字化转型集成
创新试点，该项目在城市更新路径上进一
步升级，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并应用了
全过程数字孪生创新建设理念。这不仅是
城市副中心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首个试
点，也是北京市作为全国智能建造试点城
市的首个创新实践项目。通州区住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种创新的智能建造方式
将最大程度解决传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突破资源浪费、投资失控、信息孤岛、功能
折减等传统建筑业瓶颈问题。

国企总部
带动设计产业集聚发展

以“创新设计+城市科技”为产业双翼，
张家湾设计小镇还是建筑设计类市属国企
的重要承载地。2022年底，北京建院和北
咨公司联合打造的新总部项目——环球建
筑科创中心开工建设，落地张家湾设计小
镇。如今，北京建院新总部已进入主体钢
结构施工阶段，年底前将完成地下结构施

工；北咨公司新总部已顺利冲出“正负零”，
年底前将完成主体结构施工。

在“设计小镇、智慧小镇、活力小镇”的
定位下，环球建筑科创中心项目以“设计要
面向未来，拥抱科技，融入市民美好生活”
为目标，遵循“以人为本、绿色低碳、智慧高
效、空间复合”的原则，打造高标准设计、高
水平建设、低成本控制的样板工程，成为副
中心的标杆建筑。

北京建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环球建筑
科创中心项目建设将吸引和带动国内外高
端设计咨询、城市科技和信息技术应用等
相关企业，向张家湾设计小镇聚集，形成创
新引领、协同发展的建筑科创产业体系，支
持北京国际科创中心建设。同时，作为设
计小镇的示范样板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
将与中国自主的科技创新公司合作，全面
拉动设计小镇的建筑科技产业，实现设计
与科技产业的集聚融合发展。

政策支持
为小镇发展注入新动能

着眼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实现土地资
源高效集约利用，今年以来，通州区还发布
多项产业支持政策，为张家湾设计小镇产

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其中，《通州区城市
更新项目实施方案申报及联合审查的实施
意见》已于 2024年 4月 30日印发。通州区
住建委副主任王练雄介绍，该实施意见通
过“实施方案联合审查”的方式，将设计方
案审查、立项、施工及运营等审批环节由

“串联”变“并联”，极大提高了审批效率。
同时还实现了城市更新项目从设计到运营
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覆盖前期项目申报、实
施方案编制以及后期竣工验收、使用运营
等全流程，打通城市更新“最后一公里”，有
效避免了项目“能建不能用”的问题。

通州区发改委制定出台了《关于北京
城市副中心支持低效产业空间提升改造的
实施细则》，明确了在符合北京城市副中
心战略定位和控规前提下，项目实施单位
可通过自主、联营、租赁等方式对低效产
业空间开展绿色低碳改造、数字基础设施
提升以及片区基础设施改造等，带动区域
产业升级。

通州区委常委、副区长吴孔安表示，城
市副中心将继续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更高站位、更宽视
野、更实举措，全力推进张家湾设计小镇产
业发展与城市更新，努力打造具有国际影
响力的“设计之都”新名片。

本报讯（记者 曹政）近日，国家发改
委发布《京津冀一流营商环境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从国家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推进京津冀一流营商环境建设。

方案提出，经过三年时间，京津冀区
域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
障碍有效破除，贸易投资和政务服务更
加便利，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经营
主体活跃度和发展质量显著提高。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也写进方案，明确将推动
京 津 冀 三 地 医 疗 机 构 检 验 检 测 结 果
互认。

方案提出，持续规范市场环境，打破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其中，在优化经
营主体登记管理方面，三地将推进企业
开办、变更、注销规则和流程统一，清理
取消对企业跨区域经营、迁移设置的不
合理条件和缺乏法律法规依据要求企业
在特定区域注册的规定，推动京津冀跨
区域投资企业登记注销信息共享。

协同是针，创新是线，京津冀正在加
速协同创新。这份方案也明确了要素流
动和产业发展的具体措施。围绕科技要
素，提出建立完善三地科技成果转化供
需对接清单机制，在梳理盘活存量专利
的基础上加快转化和产业化，建设共性
技术平台等；围绕人才要素，重点是为人
才流动提供良好条件，包括加强三地人
力资源服务协作等消除流动障碍的措
施，也包括定向支持雄安新区发展的人
才支持政策。

政务服务是营商改革的关键，也备
受企业和百姓关注。随着协同步伐越来
越快，到三地布局的企业也越来越多，如
何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

根据方案，三地将提升异地办事便
利度，梳理推出“同事同标”政务服务事
项，实现三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为异地办事打开方便之门；按照“高效办成一件事”要求，探索推动
一批高频“一件事”在京津冀地区实现跨域通办、异地可办；深入推
进京津冀资质资格互认、电子签名认证服务互通互认，推动更多事项
实现三地互认。

值得一提的是，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也写进了这份方案。
其中，在促进教育资源协同发展方面，三地将推动京津优质中小

学、幼儿园与河北省学校开展跨区域合作办学，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组
建京津冀高水平大学等不同类型的高校联盟，促进高等教育资源集聚
优化；稳步推进京津冀高职院校开展跨区域高职单独考试招生试点和
职业院校跨区域中职三年加高职两年联合培养。

在推进医疗资源共建共享方面，三地将加快建设京津冀医联体，
增强卫生服务整体能力；继续扩大异地就医住院、普通门诊和门诊慢
特病直接结算定点医药机构范围，为三地参保人员提供便捷的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服务；推动京津冀三地医疗机构检验检测结果互认；为社
会办医预留发展空间，个体诊所设置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对于符合规
划条件和准入资质的社会办医疗机构配置大型医用设备，不得以任何
理由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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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光山色水晶晶

大运河成功申遗十年特别报道

地铁如长龙穿梭城市脉络，每一站都藏着故事。北京城市副中心至今已开通5条地铁线路，区域内共建设
近30座地铁站。今年，随着一系列民生项目、重大工程实施，“地铁上的副中心”迎来更多新变化。副中心首条
内部线路 M101 线的 14 个站点将全面开工、花庄站周边商业配套设施明年落成、跨越京冀的 22 号线加速建
设……助力暑期经济乘“热”而上，持续释放活力。

一批重大项目加速推进，小镇发展再添活力

张家湾小镇擦亮“设计之都”新名片
本报记者 孙云柯

城里人到通州安家置业

“乘客朋友们，开往古城方向的‘时光列车’即将
进站……”上周五中午，地铁八通线通州北苑站响起
广播，许文永一家三口和很多乘客一样，往列车驶来
的方向张望。

坐上“时光列车”，看着窗外火热建设的家园中
心，许文永有些感慨：“一转眼，搬到通州都20年了，时
间过得可真快。”他今年50岁，30岁之前一直和父母住
在东城的大杂院里。2003年年底，地铁八通线开通运
营，作为北京市第4条地铁线路，八通线把通州区与中
心城区连接到了一起。

“结婚需要新房子，可是预算有限，当时只能往郊
区看，通州有地铁，最有吸引力。”2004年年初，一个下
着雪的周末，许文永和爱人正是坐着八通线，在通州
北苑选定了心仪的婚房。几个月后，二人就搬了进
去。“当时，通州的商场全都集中在新华大街。八通线
沿线甚至有点荒凉。”夫妻俩回忆。

20年过去了，通州已经从曾经的郊区升级为北京
城市副中心所在地。八通线沿线小区越来越多，通州
北苑、九棵树、梨园、土桥站更是发展成了区域性商
圈。“到了节假日，通州万达广场那人流量，一点也不
比王府井步行街差啊。”许文永说。

走出地铁感受古韵今辉

“10年前我参加工作，公司在西城，早晨坐八通线
根本挤不上去。”通州姑娘高岩说，当年有这么一句话
形容八通线的早高峰：胖子坐地铁——挤不上去，“说
到底，还是因为那时候的通州没有像样的产业，大家只
能每天起大早往城里赶。”

迈入城市副中心时代，数字经济、现代金融、先进
制造、商务服务、文化旅游、现代种业被确定为通州重
点发力的产业方向。两年前，学金融的高岩在家门口
的运河商务区找到了新工作，成为一名货币经纪人，公
司楼下就是通州北关地铁站。

2014年底，地铁6号线草房站至潞城站开通运营，
通州北关地铁站就在这条线上。地铁站周边，古香古
色的燃灯塔、大光楼与西海子公园交相辉映，通惠河
碧波荡漾，运河商务区的高楼错落有致、气势非凡。

未来，随着“地铁上的副中心”持续建设，还会有更
多地铁站能让市民领略副中心的古韵今辉。今年，副
中心首条内部线路——途经北京大剧院站、体育中心
站、张家湾西站的M101线，14个站点将全面开工。其
中的北京大剧院站，将被城市绿心三大文化设施环抱，
游客走出地铁站不远，就能透过钢化玻璃近距离观察
小圣庙遗址。通州文史学者任德永说，这座小圣庙是
大运河北京段首次考古发现的祭祀河神庙宇遗址，对
研究漕运史、民俗史具有重要价值。

千年大运河和开园即将3年的北京环球影城主题
公园，是副中心两张亮眼的旅游文化名片。按照《北京
城市副中心（通州区）“十四五”时期文化和旅游发展规
划》，大运河与环球影城未来将实现水上连通。

今年暑期，北京环球影城再次迎来客流高峰，大
量游客从地铁环球度假区站鱼贯而出，奔向期待已久
的“大片世界”。环球度假区站东北方向，可实现八通
线和7号线换乘的花庄站周边商业配套设施，同样备
受游客期待：一座时尚、文艺、未来感十足的“湾里”项
目将于明年在这里落成。由于“湾里”项目的部分主
体建在了张家湾车辆段上，所以微度假小镇可以与花
庄地铁站“无缝衔接”。

地铁7号线进入通州后，沿着万盛南街一路向东，
在通过高楼金第小区后，轨道往南甩出一个大大的弧
线，直奔环球影城。高楼金第，也被称为“离环球最近
的小区”，直线距离只有400米。更令人期待的是，地
铁7号线途经的环球影城北部已经规划了一条文旅产
业带，将通过充分发挥环球主题公园外溢效应，做好

“首店经济”“夜间经济”两篇大文章。

沿着地铁线规划产业带 地铁列车奔向北三县

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是环球主题公园的主要入口，游客在站厅透过通透的玻璃幕墙即可观赏公园美景。杜智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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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现代化 改革再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