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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试 

北京通州区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和创新，在组织机构、

规划编制、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加强城市管理和基层

治理等方面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成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

实践地和示范区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通州功能定位经历了从卫星城到重点新

城、现代化国际新城、城市副中心的发展过程，在北京市、京津

冀区域乃至国家层面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提升。 

“多规合一”构建“统一坐标系” 

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重要道路之一的宋梁路（通

济路），不仅串联起周边重要交通节点，将公共交通走廊与城市

绿道相结合，还通过同步开展的智慧交通建设，实现全路段视频

监控，车辆排队长度检测、车道可变标志、交通路况信息发布、

桥下积水状态监测等多项功能。 

这种将以往需要多次施工才能布局的多种功能“一次性”完

成建构方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并不鲜见。北京城市副中心创新

市区联动的规划编制工作机制，同步推进总体规划、专项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设计导则以及区域规划、镇域规划，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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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规和街区两个层面的“多规合一”。15项专题研究、通州区总

体规划、17个专项规划和区域层面规划、街区层面规划、地块层

面规划、23个规划设计导则、老城区改造方案设计、城市副中心

155平方公里重点地块城市设计等工作同时启动，相互接力，整

体推进。 

城市副中心总体规划由单一的城乡规划向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规划、生态环境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

转变，实现“多规合一”。将街区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的基

本单元，实现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绿色交通、韧性

市政、民生共享、景观风貌、土地利用等多规划，在街区层面要

求衔接、内容统一、管理协调，构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统一

坐标系”。 

“先行先试”成为“动力之源” 

今年夏季，已经完成海绵化改造的紫荆雅园项目经受住了暴

雨的考验。作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通州区海绵

城市改造不断加速。在运河以东片区 19.36平方公里的试点区域

内，20余个改造项目已全面启动，年底前，改造项目 75%的雨水

径流将会就地消纳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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