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州：从卫星城到“千年大计”

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面积约155平方公里，

加上拓展区覆盖到通州区全域的906平方公里。

从北京历史上的“东大门”到城市副中心所在地，

这一“千年大计”绝非一蹴而就。

通州区位于京杭大运河北端，历来为交通要冲

和漕运仓储重地，其名即取自“漕运通济”之意，明

清时期素有“一京、二卫（天津）、三通州”之美誉。

通州的定位也随着北京的发展经历了几番

变化。在1983版《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

中，就提出“积极发展远郊，着重发展卫星城镇”，

当时的通县即4个重点规划建设的卫星城之一。

在1993版总规中，明确指出“东部和南部是北京

未来发展重点”，通州也再次入选规划确定的14

个卫星城。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

中，进一步提出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

间新格局。“新城”的概念也在这版总规中提出，

其中通州新城被定位为“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

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在南苑或通州潮白河与

北运河沿线的地区预留行政办公用地”，更是为

未来北京市级行政中心的搬迁埋下伏笔。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2010年左右，北

京人口增长过快、交通拥堵等导致的“大城市病”

也逐渐显现。为缓解“大城市病”，城市副中心的

概念雏形逐渐清晰。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副中

心步入实质化的操作阶段。按照新的定位，北京

“举全城之力”建设的城市副中心，将作为北京新

两翼中的一翼，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

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

发展示范区。

从“东大门”到卫星城，再到城市副中心，每

一步深入都体现了城市副中心规划的严谨和创

新。除了行政功能和中心城区压力的疏解，城市

副中心也将带动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以首都为

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呼之欲出。

4月24日，通州硬科技产业示范基地项目负

责人倪大伟来到通州区政务服务中心领取树木

砍伐许可证明。所领取的证明上，右下角盖章单

位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管理委员会”；右上角则有

“副中心建管工伐（2020）0001号”的字样。

这是市级赋权副中心生效后的首个审批事

项办结，仅用了1个工作日。

行使市级赋权是副中心在改革中的一项创

新探索。4月14日起，由副中心管委会行使17项市

级行政权力，加上市级相关部门发文授权的13项

其他事项，形成市级首批赋权“17+13”基本架构。

市级赋权意味着什么？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党

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胡九龙看来，这是副中

心行政体制的一次重要改革，真正实现了“副中

心的事副中心办”。

副中心管委会综合局副处长徐俊告诉北京商

报记者：“市级赋权也意味着副中心规划建设更加

高效。现在副中心正处于重大工程项目建设的密

集期和重大产业项目落地的加速期。通过此次赋

权，副中心不仅可以直接面向企业和社会，提高审

批服务效率，而且可以减少政府部门间协调程序，

简化中间环节，有效打通市区两个循环。”

同时，按照“六里桥能办的事在副中心也可

以办理”的目标，副中心政务大厅各项建设工作

也在全力推进中，确保2021年投入运行。

从“副中心的事市里办”到自己办，再到六里

桥的事也能在副中心办，不仅是服务建设效率的

提高，更体现了副中心作为北京两翼之一，在设

立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之后的又一实质性体制

机制创新。

与副中心党工委、管委会揭牌几乎同时公布

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

（2016年-2035年）》，历时五年编制，是中央层面

批复的首个控规。

规划明确，作为北京新两翼中的一翼，城市

副中心未来将打造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

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

示范区。到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初步建成具

有核心竞争力、彰显人文魅力、富有城市活力的

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现代化城区的发展目标。

·“副中心的事副中心办”·

·“举全城之力”建设一翼·

7月，北京环球度假区已实

现结构封顶，进入骑乘与表演设

备安装调试阶段； 城市绿心内，

园林绿化建设工作基本已经完

工。这些位于城市副中心的重大

项目，即将在几年的高速建设后

揭开面纱，于近期正式运行。

“新两翼”的确立、北京市级

行政中心的搬迁、一系列重大工

程的推进，城市副中心的每一步

进程都聚焦了大量目光。 但在

“千年大计”背后，城市副中心的

定位规划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深

入和细化。

应治理首都“大城市病”而

生， 往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而去。

北京城市副中心承载希望，蓝绿

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图

景徐徐展开。

总体定位明确、建设快马加鞭的同时，副中

心的规划还在不断细化完善中。胡九龙透露，目

前副中心“1+12+N”规划编制体系基本建成，规

划深度在全市处于领先位置。

副中心管委会规自局副处长李涛介绍，“1”

是作为统领的城市副中心控规，已于2018年12月

27日正式批复，是未来副中心的一张蓝图。“12”

是在155平方公里中划分36个家园为基础的12个

组团。12组团的深化方案，目的是把控规系统性

的要求进一步细化。“N”则是从城市精细化管理

角度出发，结合国际国内的先进案例，形成若干

个专题专项导则，比如街道设计、滨水空间的设

计。通过“1+12+N”的体系，让控规真正能“一张

蓝图绘到底”，而且能够实现好。

副中心首个开始建设的社区家园中心位于

中仓街道。“咱们这儿原来是个上世纪80年代建

的锅炉房，占地800平方米左右，从2011年引入热

力公司之后就废弃了。因为社区有2000多户人，

原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太小了，就想能不能把

这片区域进行改造。作为老年活动室、棋牌室等，

形成一个家园中心，来丰富居民的活动。这个规

划从2018年底开始谋划，今年4月正式开工，预计

年底竣工。”中仓街道社区建设办副主任李迪阳

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众星拱月”统筹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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