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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善之都持续焕发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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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

始。”

首都这一称号，表明了北京作为

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与此同时，在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首都之“首”还应

该是风气开创、举措革新之首。如今，

在我国城市纷纷转型发展的新阶段，

北京也在城市更新、基层治理等方面

贡献了高质量发展的“北京方案”。

近日，在北京“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主题采访活动当中，记者看到，从通州

区焕然一新的社区楼宇，到东城区舒适

宜人的老城街区，再到丰台区拔地而起

的新兴产业园区，北京用不同层次、不

同区位的大量案例表明，科学理念是城

市迈向“首善”的重要助力。

社区更新立足民生需求

社区建成 30年，在 2300余人的常

住人口中，有 6 成是老年人……位于

北京市通州区的云景里从各方面来看

都是一个“老”小区，但是来到这里，却

感受不到“暮气”。平整的道路、清爽

的楼栋外立面、别致的绿地，无一不彰

显着云景里小区的活力和综合整治的

成功。

通州区重大项目协调服务中心副

主任邱磊介绍，云景里小区综合整治

项目实现了两个“双百”：居民上下水

改 造 率 100% 和 外 窗 护 栏 拆 除 率

100%。“双百”实现的背后，离不开民

意的充分调研，以及小区居民对综合

整治工作的高度理解与配合。

“整治过程中，工作人员做了大量

调研。我们联合九棵树街道共同组织

了 10 余场居民见面会，利用小程序搭

建了线上‘意见箱’，通过多渠道与 600

余 人 次 沟 通 ，共 收 集 意 见 建 议 133

条。”邱磊说，正是基于对居民真实需

求和小区深层次问题的精准把握，才

使得社区综合整治项目得以顺利完

成。

“过去，我们的城市规划、社区建

设就像是在白纸上作画，设计只要跟

着城市扩张走就行。现在，特大城市

已经建成，城市进入了提升质量、更新

改造的新阶段。只有树立实事求是、

以人为本的科学思维，用科学的方法

做调研，获取人们的真实需求，才能做

好规划设计工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嗣斌说。

街区改造注重统筹兼顾

朝阳门是北京面向东方的门户，

如今，这里的街道已成为东城区环境

整治提升的先锋。今年，历时近一年

的朝阳门南、北小街整治提升工作圆

满结束，这条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老

街完成了又一次转型。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

所主任工程师李明扬告诉记者，2001

年前后，原本狭长的“小街”逐渐变成

了多车道宽马路、大绿地。然而，小街

格局“变大”的同时，“以车为本”的大

路、封闭的绿地给行人和商户带来了

诸多不便。

对此，东城区 2023 年底开展朝阳

门南、北小街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通

过打破隔离、禁锢，调整道路空间、细

化交通组织、改造市政设施、提升景观

节点、优化商业品牌形象等措施，实现

了从道路空间到城市公园、从环境美

化到社区营造的全方位改造。

“城市规划背后的科学理念，也体

现在统筹性上。街区的景观、设施与

社会治理存在普遍联系，好的改造提

升能带来大的政治经济效益。摆脱孤

立与片面的思维方式，在规划中引入

多元、发展的理念，是做好工作的关

键。”范嗣斌说。

回龙观、天通苑社区被戏称为“睡

城”。旨在通过提升街区软硬件设施

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回天行动计划”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今年，“回天行

动计划”在教育、交通、医疗卫生养老、

文体绿化、市政基础设施、社会管理、

城市更新等 7 个领域，全年滚动实施

了 105项重点项目。

曾经的高速发展阶段造就的“睡

城”，正在被“唤醒”。

园区规划放眼今昔风物

曾几何时，主打服装产业的大红

门地区是社会学家研究城市治理难题

的重要场地。如今，这里正在转型成

为北京南中轴上的产业新高地。

过去 10 年，丰台区累计疏解一般

制造业企业 365 家，疏解提升区域性

批发市场 216 家，完成了大红门地区

45家市场的疏解腾退。随着疏解腾退

与转型升级，区域环境秩序明显好转，

交通通行能力提升，拥堵报警数大幅

下降。城管举报数、110平台接警数和

刑事案件发案率都有了明显下降。

在此基础上，大红门地区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新建成的南中轴国际

文化科技园，园区总建筑面积 19.5 万

平方米，提供近 10 万平方米产业空

间，3 万平方米服务配套，近 500 套人

才公寓。截至今年 2 月，南中轴国际

文化科技园已入驻 170 余家高精尖企

业，包括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 家、上市公司子公司 1 家、国家高新

企业 40家。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和大红门地

区一北一南，都把发展前沿产业作为

区域转型升级的重要助力。

海淀区的东升镇是中关村东升科

技园的所在地，入驻了近 400 家企业，

涉及大信息、大健康、新能源、新材料

等领域。

东升镇党委书记赵仕伟告诉记

者，回望历史，东升镇从以农业为主导

产业的郊区农村，发展成为工业经济

发达乡镇，又逐步转型升级成“高精

尖”产业聚集、“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

型城镇。

城市形态与前沿产业彼此相因，

正塑造着古都北京的新面貌。

科学理念引领城区更新提质

编者按 10月 11日至 17日，“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举行。本报报道小组一行五人，深入街巷，观察老城整治提升的成效；走进园区、企业，寻找产

业快速崛起的秘籍；探访乡村，感受“百千工程”带来的蝶变……为了集中呈现记者们在这次采访活动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分享北京高质量发展的成就和经验，

现推出特刊，以飨读者。
北京作为首都，无疑是在媒体镜头下曝光率

最高的城市之一。但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

题采访活动中，北京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仍

然是变化。

曾经拥挤喧嚣的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华丽

变身为国际化金融科技中心；原来聚集大量拔丝

厂、锅炉厂、变压器厂的海淀区东升镇，蝶变为人

工智能企业汇聚的中关村东升科技园；曾以“西

瓜地”闻名遐迩的大兴区一隅，崛起大兴国际机

场临空经济区和国际氢能示范区……

除了这些“无中生有”的巨变，还有一些变化

表面上波澜不惊，但实际上已是沧海桑田：历经

700多年风雨的朝阳门南、北小街，在街巷整治提

升中焕然一新；回龙观、天通苑地区的居民乘着

“回天行动计划”的东风畅享美好生活；一度面临

“空心”尴尬的南山村，在“百千工程”加持下成为

“网红村”……

产业、民生齐头并进，经济建设、环境治理和

历史文化传承相得益彰。作为记者，我们在忠实

记录这些变化的同时，也在不停地追问：引发这

些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促成变化的动力是什

么？保证这些变化不背离初心的标尺又是什

么？我们发现，在不同身份的受访者口中，几组

词高频出现——

有求必应与无事不扰。“随时都在，无事不扰。”

“要么不来，来了就是给你解决问题。”这是我们走

访的几家高新园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高度一致的

操作。在他们看来，高新技术企业运营有自己的逻

辑，作为园区管理者最关键的是根据企业需求提供

简洁高效的服务；企业不需要的时候，不折腾、不添

乱，让企业专心致志搞研发、生产。亲清有为不乱

为，让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形成合力。这也许就是为

什么园区产业能从零起步迅速壮大的重要原因。

刚性规划与柔性执行。在记者调研采访中，

无论是城市更新还是产业开发，“落实《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被反复提及。“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贯

通历史现状未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让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永续利

用，同现代化建设交相辉映”——这份规划不仅统领了北京的城市发展

方向，更重要的是其理念被贯彻到了执行的细节。“我们有规划，但在执

行中还会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去发现、去沟通，分类施策，协调解决。”正

如清华同衡设计师张喆所说，调研发现问题和需求，按照规划的理念和

方向去疏导、解决问题，才是执行的真谛所在。因此，北京为每个区都

配备了责任规划师，随时调研对接需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通过居民

代表协商议事，汇集社区治理的“金域良言”；为了保证稳妥推进整治提

升，各级负责人不厌其烦地做群众工作，东城区委常委、副区长孙扬就

曾 8 次登门同一个单位进行协商……在科学规划执行的刚性背后，是

无数北京建设者坚持利为民谋的韧性和担当。

积极作为与有所不为。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

中，随处可见奋进的姿态：研发人员对标国际前沿分秒必争，管理部门

智慧服务细致入微，工程推进昼夜兼程……然而，更为难得的是，在这

发展的炙热中始终保有纵观全局的理性和克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城市更新分院院长范嗣斌说：“就像我们做规划设计，有的东西要

结合资源和发展去做，不能一开始就填满，给未来留出空间，才能经得

起历史的检验。”“腾笼换鸟”“留白增绿”，疏解非首都功能，忍受转型的

阵痛，看准的强力推进，但尊重规律，不搞一哄而上，不追求一蹴而就。

一路走来，我们看到，高质量发展的多元价值之间从来不乏冲突，

北京的可贵之处在于努力平衡、兼顾，实现和谐统一，让城市的巨变不

仅延展了历史的脉络，也落实成为人们可感可享的场景，保留未来无限

可能。这正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鲜活的辩证法，因为这些，北京的发展

才如此稳健有力，这座古老城市才如此朝气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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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这座历史悠久又现代感十

足的城市中，高质量发展的春风吹遍

了每一寸土地，从繁华的都市中心到

宁静的乡村田野，处处涌动着生机与

活力。

近日，记者跟随“高质量发展调研

行”主题采访团，深入探访了北京市丰

台区玉泉营街道草桥村和平谷区南独

乐河镇南山村。在“花园城市”“百千

工程”等措施的推动下，两个村庄实现

了美丽蝶变。

“花乡”身价大涨

位于北京西南三环边的草桥村自

古就是北京的花乡，种花养花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伴随着北京“花园城市”建设步伐

的加快，如今，草桥村已从一个小村庄

蜕变成产值数亿元的集体经济综合

体。

坐落在草桥村的北京花卉交易中

心—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北

京分中心，不仅是北京首个花

卉拍卖中心，也是全国首

个“销地”鲜花拍卖

中心。“自拍卖

中心运

营以来，已经有 520 多家商户入驻，个

人用户超过 11万，线下交易鲜切花 1.5

亿枝，线上线下交易额超过 2.4亿元。”

北京花乡花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巧玲说。

草桥村不仅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

展，也是北京“花园城市”示范片区之一。

位于草桥村村委会北侧的如琢园

就是利用大兴机场线修建后恢复的边

角 地 建 成 的 ，总 面 积 达 1.75 万 平 方

米。“它不仅集中展示了 800 余年花乡

的花卉文化脉络，还将成为北京区域

内最大的紫藤观赏区域。”丰台区玉泉

营街道办事处主任曹雪峰告诉记者。

草桥村的变化只是北京建设“花

园城市”的一个缩影。

“如今，北京已经形成了各类大

尺度绿色空间。同时，北京市 1000 余

处公园绿地也将成为绿色空间与休

闲、体育、科普等业态融合的‘城市会

客厅’，满足市民的多样化需求。社

区公园、小微绿地则将成为市民参与

城市美化、扮靓生活居住环境的‘实

践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

处副处长付丽说。

“空心村”变身“网红村”

10 月 14 日 ，记 者 来 到“ 网 红

村”——平谷区南山村。村庄四面环

山，桃树遍地，入村小道颇有点陶渊明

笔下“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的意境。很难想象，一年

前，这一备受网友喜爱的“网红村”，还

是一个经济薄弱的“空心村”。

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党委组织委员

贾静宇介绍，像很多传统的山村一样，

南山村曾深受“空心化”问题困扰，大

量房屋闲置，资源资产未能得到有效

利用，加之产业结构单一，村庄发展面

临诸多挑战。

2023 年 9 月，北京市启动“百村示

范、千村振兴”工程，即新一轮“百千工

程”，确定了第一批 19 个示范村、12 个

示范片区。

“乘着‘百千工程’的东风，平谷区

在南山村推行新型乡村社区建设，旨

在通过城乡融合破解发展难题。”平谷

区副区长李子腾说，“在南山村，我们

建设了‘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打

造了‘急时’的保障基础和‘平时’的高

品质休闲综合体。通过平与急的结

合，打造以平养急，以急固平的‘平急

两用’新型乡村社区。”

如今，南山村不仅是全国首个“平

急两用”新型乡村社区，同时也是北京

市首批“百千工程”重点建设村。

今天的南山村，已逐渐构建起一

个融合民宿、亲子活动、露营体验、研

学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文

化旅游产业体系。

“今年，南山村已接待游客 3 万人

次。”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南山村

第一书记孟超说，预计到 2030年，南山

村年均接待游客量将达到7万人次，同

时还将为当地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

南山村的美丽蜕变，正是北京市

“百千工程”建设成效的生动写照。

据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宣传与文化

处二级调研员梁井林介绍，自北京市

“百千工程”实施以来，市级出台 55 项

政策专项支持示范创建，政府综合投

入超过 10 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入约

10 亿元。截至目前，2024 年度第一批

示范片区 200 余个项目全面实施，项

目已经完成 80%，预计 10 月底将全部

完工。

按照“百千工程”的规划蓝图，到

2027 年，北京市将重点建设 100 个左

右示范村、1000个左右提升村，引领其

余 2000 个左右村庄巩固美丽乡村建

设成效。

如今的北京乡村正绘就出一幅

村美、民富、业兴、人和的乡村振兴新

画卷。

重大工程加快乡村美丽蝶变

③③

图① 为北京花卉交易中心—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北京分
中心。 本报记者 马爱平摄

图② 为钟鼓楼广场。 受访者供图
图③ 为大美中轴线观光巴士。 受访者供图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