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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之变 新三年计划更重“造血”
去年城南地区GDP同比增长10%，南北差距开始缩小；城南行动计划明年起再续三年

城南今昔

建新路通地铁，骨
干交通网络将基本形成

沿蒲黄榆路从北往南，
到刘家窑桥后，路名变成了
榴乡路。

“从刘家窑桥往南延
的这段，以前是居民区，拆
迁以后修的路。”昨日下午，
石榴园北里小区的王先生
说，这条连接南三环至南五
环的新路有两个名字，从南
三环到南四环叫榴乡路，从
南四环到南五环的一段叫
德贤路。这条延长线的开
通让王先生深感出行带来
的便利。

他说，以前出门上三
环只能走光彩路，高峰时
特 别 堵 。 从 旧 宫 进 城 也
特麻烦，不管向东还是向
西，都得绕。这条路开通
后，也减少了从郊区到三
环的时间。

彩虹城三区的李晴说，
彩虹城一区、二区挨着光彩
路，但三区离光彩路较远。
蒲黄榆路开通后，她开车上
班不用绕远光彩路上三环，
而是走离家较近的蒲黄榆
路，一出门就能上主路，“省
油，也省时间。”

“城南交通这几年的确
变化很大。”家住房山长阳
的徐先生说，以前进城都是
坐公交车，等车和坐车的时
间较长。在房山线和 9 号
线南段相继开通后，进城更
方便了。

此前，缺少跨区的骨
干交通。今年年底，骨干
交通网络将基本形成。京
石高铁建成后，城南地区
拥有京石、京津、京沪 3 条
高铁。9 号线北段、10 号线
二期建成后，城南将拥有 5
条轨道交通线。

另外，还将建设京良路、
马家堡西路南延、京石二通
道、梅市口路西延等一批跨区
通道。“道路建设可以方便产
业的流动，公共交通的建设则
为市民出行提供了便利。”市
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说。

城南两年多的发展并
不 止 于 此 。 在 生 态 环 境
上，城南继南海子一期工
程建成后，又完成了永定
河“四湖一线”工程、大兴
新城滨河森林公园建设，
向市民免费开放，“加起来
有 2 万多亩。”他说，在公共
服务、产业园区建设和重
大产业项目实施上，这两年
也颇有亮点。

城南之变

218名市人大代表
联名提议案城南谋变

然而曾经的城南，曾让
人们抱怨“积弱之久”。

2009 年 9 月，北京市常
务副市长吉林表示，城南五
区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相
对较低。城市南部地区大
型、优质的公共服务设施相
对缺乏。优质教育资源较
为不足。医疗卫生机构数
量不到城市北部地区的三

分之一。路网系统性、整
体性不强，跨区连接通道
少，仅有京石、京开两条快
速放射线；主干路网仅实
现规划的 48%；路网密度每
平方公里 1.9 公里，仅为全
市平均水平的 59%；断头路
多，微循环不畅。城市南
部地区缺水、少绿，影响环
境整体品质。

城南的发展引发各方
关注，加快城市南部地区发
展的呼声近年高涨。

在 2009 年初的北京市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城
南五区的代表团共 218 名
市人大代表就“加快城市南
部地区建设和促进首都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联名提出
议案，从功能区建设、产业
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作为联名代表之一的
任继明回忆，该议案联名代
表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很罕
见。这也是五区第一次联
名提交议案，不再划地割
据，自说自话。经大会主席
团同意，市人大常委会将五
个代表团所提议案合并为

“加快南城建设，促进首都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议案，
交市政府办理。

同年 11 月 5 日，北京市
《促进城市南部地区加快发
展行动计划》正式公布，涉
及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
功能区、重大民生工程、重
大产业项目、重大项目配套
政策等多个方面。

2010 年 1 月的北京市
两会上，市长郭金龙参加丰

台团小组审议时说，“我过
去说我是北京市长，不是京
北市长，现在是不是实现
了？”这一年，城南行动计划
正式开启。

城南出路

吸引高端要素聚
集，进行业态升级

在北京市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看来，城南发展并非
仅靠一味地砸钱。他说，目
前实施的城南三年计划虽
然成效显著，但实际上是在

“打基础”，有了好的基础才
能支撑未来一段时间城南的
发展。目前，政府主导和市
场跟进共同促进城南发展的
格局基本形成。“巢”筑得差
不多了，就该引“凤”了。

该负责人认为，城南发
展应该“输血”和“造血”并
重，如果说现在是通过给设
施、项目、政策“输血”，那么
在新的城南三年行动计划
中，保证继续“输血”的同
时，将更加注重“造血”功能
的提升。

“这样才能可持续发
展。”他说，如果仅靠“输
血”，将来永远不会形成自
我良性发展的态势。未来
城南的发展应该和城北城
东城西，在全市统一的平台
上统筹规划。

新三年城南计划如何
提升“造血”功能？该负责
人称，这就要增加城南产
业发展的力量，以及公共
服务和生态环境的建设，

以进一步吸引高端要素加
快向城南地区聚集，进行
业态升级。城南发展需要
新的业态，但不能是传统
的、特别是高耗能高耗水
的业态。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
中提到要构建“两城两带，
六高四新”的创新和产业功
能格局，其中“一带”即南部
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带。

该负责人说，由于与
“十二五”同步，新三年城南
计划将根据“十二五”规划
的目标和任务，结合城南发
展新的需求和特点进行谋
划。肯定不会放弃规划的
产业布局，而是通过政府政
策支持、资源支持来推动这
些产业的发展，尽快实现这
个格局，目前高端制造业基
地已经落成。

“城南发展并非一蹴而
就，需要一个长期持续的推
动。”该负责人同时坦承，目
前城南各区在发展中克服
了很多困难，也遇到了一些
问题，由于发展需求的旺
盛，可能矛盾更加突出，建
设任务集中、资金压力集中
导致资金困难，工作难度
大，比如拆迁等。

“只能靠创新方式，加
大工作协调力度来解决。”
他说，在融资方式、建设模
式上需要调整方式，不能
仅仅等着政府给钱才干。
城南五区也在想尽办法去
谋求新的发展方式，像重
大项目的带动，跟央企的
对接等。

2008 年 ，占
北京总面积五分
之 一 的 城 南 五
区，GDP总量仅为
城北五区的五分
之一；人均 GDP、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额、社会消费
品零售额相当于
城北五区的三分
之一；财政收入仅
相当于城北五区
的四分之一。

2009 年 11
月 5 日，北京市
《促进城市南部
地区加快发展行
动计划》正式公
布。这个被称为

“绘制城南新蓝
图”的三年计划，

背后是高达500
亿元的政府投
资，加上带动的
社会投资，总投

资 可 达 2900
亿元。

2011 年，城
南地区固定资产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9.4% ，高 出
全市 6.1 个百分
点；GDP同比增长

10%，高 出 全
市1.9个百分点；
财政收入同比增

长 28%，高 出
全市 0.3 个百分
点。“如今，城南、
城北的差距已经
开始缩小。”北京
市发改委相关负
责人说。

据 报 道 ，城
南行动计划明年
起 还 将 再 续 三
年，投资规模应
该不低于目前的
三年计划规模。

“城南发展光靠
钱砸不出来。”该
负责人表示，城
南发展需要提升

“造血”功能，而
非 一 味 地“ 输
血”，新三年城南
计划将更加注重
这一点。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汤旸 刘春瑞

昨日下午5时，从刘家窑桥上俯视，新建的榴乡路十分宽阔，这条路的开通给附近居民带来出行便利。 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