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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有幸·携携手未来

秋风习习，层林尽染。千年大运河北
首，百里长安街东端，一座千年之城，加速
崛起；首都新“一翼”，强势起飞。时间，在
这里浓墨重彩，铺展斑斓画卷。

寒来暑往、三载春秋，北京城市副中心
报，不断蝶变，又初心未改。记录时代，见证
历史，始终与千年之城同心同行。

（一）
从宏大处着眼，于细微处落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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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千年大计，记录国家大事，北京城
市副中心报应运而生。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北京城市副中
心砥砺前行。“以副辅主、主副共兴”蓝图精
心勾勒，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框架有序展开。
写就建设记录、改革记录、发展记录，呈现副
中心经验、副中心样板、副中心典范，“超级
工程”拔地而起，古都新城熠熠生辉。

一路风雨兼程，一纸笔墨留香。大
国首都的发展日志常写常新，镌刻着千
年之城的崛起之姿。城市的“四梁八柱”
渐次成型，三大文化设施盛装开放，城市
绿心森林公园喧嚣热闹……每一个重大时
刻，都有我们饱含深情的记录；每一个辉煌
瞬间，都有我们直抵人心的报道。火热场
景定格在纸墨之上，宝贵经验凝练于字里
行间。奋斗者的剪影、建设者的脚步，写进
了时间，融进了历史。

立足副中心、面向京津冀，透射拔节生

长的磅礴力量，感受首都发展的铿锵步伐，
展示京畿大地的奋进潮涌。跟随我们的笔
触，更多读者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在陌生中
熟悉、在熟悉中知新。用心用情用力，这份
报纸担负起了历史责任，扛起了伟大使命。

（二）
运河悠悠贯古今，幽燕风华岁岁新。
城市发展的乐章，雄浑有力又温馨婉转，

于百万人的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文脉相
承，熔古铸今，五河交汇处现代气息与悠长古
韵相互映衬，城市底蕴愈发深厚；向“绿”而
行，“绣花”筑城，“一个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
城”轮廓渐清，城市温度持续提升；瓣瓣同心，
协同向前，产业布局、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城
市空间不断拓展。运河蜿蜒流淌、古城伴心
而生、空间疏密有致、街巷尺度宜人，美丽画
卷徐徐铺展。

与时代同行，为历史注脚。我们在这
座城市深耕厚植，勾勒过“一枝塔影认通
州”的盛景，描绘过万顷翠帘绘大地的震
撼，回味着楼台古渡边，讲述着暖阳照耀幸
福巷的故事。经由这份新闻纸，我们探寻
城市的过往，也遥望发展的未来，关注着每
一个“你”，也表达着每一个“我”，生动呈现
千千万万人努力奋斗、幸福生活的模样。

观山河巨变，见烟火情浓。纸端指尖之
间，铅字荧屏交错，我们时刻不忘，所有的工
作是“为了谁、依靠谁、利于谁”，努力成为服
务“千年大计”建设，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
的重要宣传阵地。

（三）
于千秋伟业、千年之城，三年时间不

长。于我们而言，是一千多个日出日落，是
砥砺，是成长。

从“第1号”到“第786号”，不变的是初
心。三年前，我们迎难而上，接过重任；三
年间，我们策马扬鞭，笔耕不辍。“一刻也不
能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我们
秉持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工作
紧迫感，充分展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城市副中心落地生根结
果；每天四版、每周五期，近 800份报纸，始
终坚持内容为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
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

从“第1号”到“第786号”，见证的是精
进。创办北京城市副中心报没有先例可
循，我们开拓“蓝海”，紧扣重大历史节点，
围绕重点领域，精心策划，深入挖掘，新闻
产品供给持续创新。三年来，我们积极融
入副中心传播矩阵，精心打造精品内容，力
求版面庄重大气，图片精致悦目，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提升，让社会
各界见证京津冀协同发展桥头堡的风采。

一路同行，一路见证。这三年，感恩您
的陪伴。是每一位读者的关爱目光，给了我
们拥抱梦想的热忱；是每一位读者的专注阅
读，赋予我们精耕细作的动力。

（四）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城市副中心 2016 年启动，到 2035 年

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利用
这20年时间把城市副中心打造成为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二十年
之问”，是对高质量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规
划建设的战略思考和有力鞭策。

山长水阔不辞其远，崭新未来不改其
志。带着新的使命、新的责任，北京城市副
中心报开启新的征程。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阶段，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攻坚阶
段，逆水行舟的奋发竞进阶段，千年之城将
如何描绘未来，绽放出怎样的精彩？下一
个路口，我们将遇见什么样的城市副中
心？这里的人民，将创造什么样的发展
奇迹？

前进的道路上不会铺满鲜花，但历史从
来不会辜负奋进者。这座城市的未来，呼唤
每一位奋斗者铆足干劲、奋勇争先、全力以
赴。一张报纸的突围和创作，同样需要坚定
心中信仰，无畏向前而行。持续书写新篇章，
讲好每一个副中心故事，时间终会回馈追
梦人。

（五）
历史的笔尖，轻落在蓝图之上。
昔日的水陆要冲、左辅雄藩，正蓄势而

起。向上向前的力量，蕴藏在生机勃勃的
土地上，向未来无限伸展。更多的惊喜与
精彩，必将写进大国首都的发展日志。

何其有幸，能以吾辈之青春，与伟大进
程同频共振；何其自豪，我们书写时代，也
推进时代。

妙笔敬时代 同心向未来
——写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报正式公开出版发行3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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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读者诸君书
——写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报正式公开出版发行之际

亲爱的读者朋友：
今天，我们共同迎来了一个好日子。
一年前的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开始

试刊；一年后的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报正
式公开出版发行。

这一年，有您陪伴真好。您温暖关爱的
目光，鼓足我们前行的勇气；您专注阅读的
神情，激发我们前进的动力。“一刻也不能
停、一步也不能错、一天也误不起”的政治责
任感、历史使命感、工作紧迫感，油然而生。
同时，也在时刻警醒我们，我们所有的工作
是“为了谁、依靠谁、利于谁”。暑往寒来、春
华秋实，有您陪伴，一路同行，是一种幸福。

这一年，我们不敢懈怠。创办北京城市
副中心报寄托着市委的期待、读者的期盼，
是一项战略创举，没有先例可循。没有先
例，我们便去创造先例，只有敢于走别人没
有走过的路，才有可能收获别样风景。我们
立足副中心，深耕厚植，开拓“蓝海”，致力于
更多读者对副中心在陌生中熟悉、在熟悉中
知新。我们辐射京津冀，打开视野，拓展覆
盖，坚决扛起“进一步将副中心打造成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的历史重任。

这一年，在磨砺中成长。开弓没有回头
箭。我们倾心尽力，接受考验。紧扣建党百

年等重大历史节点，围绕城市副中心功能定
位和发展方向，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副
中心规划建设管理等重点领域，精心策划，
深入挖掘，追求精品。北京城市副中心报已
经成为服务“千年大计”建设，激发干部群众
干事创业的重要宣传阵地。

亲爱的读者朋友：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从今天开始，北

京城市副中心报开启了新的征程。我们深
知，距离市委的要求、读者的期盼，还有很大
差距；前进的道路上不会铺满鲜花，尤其在
新媒体时代，一张新生报纸要想破局突围，
更多的是寂寞与坚持。但心中有信仰，脚下
有力量。这是因为：

我们有底色，这个底色就是党报的红色
基因。传承百年的红色基因，蕴藏着制胜密
码。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更创造了
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
稳定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从伟大建党精神
中体悟初心使命，从回望百年党史中汲取奋
进力量，旗帜鲜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价值取向，用好制胜密码，与“千年之
城”共成长，书写新篇章。

我们有底数，这个底数就是生机勃发的城
市副中心。千年大运河北首、百里长安街东
端，作为协同发展桥头堡、北京发展新高地，城
市副中心规划统筹取得新成果，城市框架建成
新节点，产业聚集形成新动能，协同发展取得
新成效，民生福祉得到新提升，各方面都发生
了深刻变化，成为北京深度转型的生动写照。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这一方热土，正是
我们策马扬鞭、奋发向上的新疆场。

我们有底气，这个底气就是读者朋友的关
注和支持。副中心报之所以是副中心报，而不
是其他的什么报，就在于“副中心”这三个字。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在“特”字上下
功夫，讲好副中心故事，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
量，更好满足读者朋友对优质新闻供给的需
求，努力做读者朋友最忠实的伙伴。

亲爱的读者朋友：
古人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

傲。”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现在所处的，是一个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
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
非进不可的时候。

知重负重，勇毅笃行，是唯一选择。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编辑部

2021年10月19日

朋友们，3年前 10

月 19日北京城市副中

心报正式公开出版发

行。当天发表的《与读

者诸君书》是我们不变

的初心，今天，让我们重

温与君书，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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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陶
涛）一“核”辐射，“两翼”
齐飞。昨天，北京城市
副中心代表团利用一天
时间，赴河北雄安新区
考察学习。河北省委常
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
与北京市副市长，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谈绪祥座谈。

张国华首先代表雄
安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对谈绪祥一行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对北京市
及城市副中心长期以来
给予雄安新区的关心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
示，雄安新区经过7年多
的建设发展，承接北京
非首都功能疏解势头良
好，重点片区和重大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成果丰
硕，城市公共服务品质
持续提升，各项工作取
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北
京市始终把支持雄安新
区建设当成自己的事来
办、雄安需要什么就支
持什么，推动“三校一
院”、中关村科技园等一
批标志性合作项目落
地，京雄同城化加力提
速，雄安新区的承载力
和吸引力得到大幅提
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成
果更广泛惠及人民群
众。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是北京发展新的两翼，希
望两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交流互鉴，在交通互联、协
同创新、产业协作等领域深入对接，形成更多互利共赢的合
作成果，为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贡献
力量。

谈绪祥对雄安新区一直以来给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近年来，雄安新区坚定不移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各项工作成效显
著，一幅雄伟壮丽的“未来之城”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此次
考察学习，为城市副中心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
深化改革、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带来很多启发。城市副中
心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借鉴雄
安新区改革创新经验，深化完善城市副中心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和智慧城市运营管理，努力打造未来城市高质量发展
样板。学习借鉴雄安新区推动绿色发展城市典范建设的
经验做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发展、低碳转型实施
路径和推进模式，推动城市副中心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建
设取得新突破。深化落实“两翼”联动工作机制，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治理经验共鉴，在城市建设、绿色发展、项目推进
等方面开展更多实质性合作，共同推动北京“新两翼”建设
取得更大突破，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再上新台阶。

当天，代表团一行来到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雄安新
区城市计算中心、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剧村“1+5+X”智慧能
源融合站、东西轴线调度指挥中心等地考察学习。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程建华，雄安新区领导吴波、于
国义、门扬，北京城市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孟景伟、
郑皓、姚伟龙、陈晓峰、王永杰、李晋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