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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CBD，晚上运河边
9月24日，早晨7点，王娟在

通州北苑站外的早点摊上买一
块煎饼，一杯豆浆，边走边吃，急
急忙忙赶八通线。瞅准地铁车
头人少的位置，王娟灵活地将
身体插进拥挤的缝隙中。她经
常觉得，“在站里排队像贪食
蛇，在车里被挤像罐头鱼。”

家住新华大街北区的王娟，
2005年大学毕业后，在CBD的
一家外资保险机构工作。像很
多国贸的上班族，王娟每天就这
么来往于国贸和通州。

第一个通地铁的郊区

有数据显示，目前每天近

20 万人来往于通州与城区之
间，八通线每天客流量近28万
人次。尽管还显得拥挤，但在
很多通州人看来，地铁使得通
州的出行得到改善。“通州是第
一个开通地铁的郊区”，王娟
说，2003年轻轨八通线的开通，
使得更多年轻人逐渐接受“白
天CBD，晚上运河边”的日子。

最近，6号线一期（五路居
至草房）开始为期 3 个月的空
载 试 运 行 。 该 线 通 州 段 预
计在明年底通车，设新华大
街站、通州新城等 7 个站点，
届 时 只 有 一 条 地 铁 八 通 线
与 中 心 城 区 相 连 的 情 况 将
得到缓解。

绿皮车退役地铁成主力

在八通线成出行主力，6
号线呼之欲出之际，今年 7
月，一趟运行于北京至承德区
间的绿皮车“退役”，唤起了许
多“老通州”心中的怀旧情
绪。在高速公路建成以前，这
趟绿皮车几乎是连接通州和
北京城区的唯一公共交通。

6417/8 次列车从 1960 年
开始投入运营，运行区间为北
京至承德，途经通州西站。“退
役”当天，有很多人都特意赶来
和末班车告别。“很难忘的记
忆”，王娟说很多通州长大的80
后，坐的第一趟火车就是它。

刨地种菜变逗狗遛弯儿
9 月 22 日，东关大桥，运

河两岸绿柳夹岸、清波粼粼。
运河文化广场、运河森林公园
等场所内，不少游人在放风
筝、散步、划船，运河成了居民
娱乐休闲的公共场所。

运河的水清了

“20 年前，运河就是条臭
河沟子，是附近居民的排污
沟。”在生长在运河旁的老通
州人聂云鹏心中，大运河的旧
貌并不那么让人怀念。“小的
时候，运河的护堤是水泥直墙
护岸，堤岸很高，河道很浅，有
的地方都已经干涸。堤上每
周开有市集，有鸟市、狗市。”

如今运河两岸，楼盘云集、
工程工地一片繁忙。很多通州
人都觉得，现在运河沿岸环境
非常宜居，老城区比不了。

五河交汇处成核心区

新华大街，是通州老城的
核心商业街，家住张家湾的老
叶印象中，华联商场、人民商

场、通州百货等，都是当年的
繁华所在。

事实上，通州新城的发
展，正围绕着水系大做文章。
通州新城的核心区，过去沿新
华大街两侧发展，如今已北移
至五河交汇处，即温榆河、通
惠河、小中河、运潮减河、北运
河交汇处，总占地面积 16 平
方公里，是新城建设的先行启
动区和窗口，而核心区域超过
九成以上位于永顺镇。

今年通州核心区动工的4
个重大工程。富华水乡区项
目南区建设如火如荼。其他3
座地标式建筑，北京中心、彩
虹之门、“大船项目”，将塑造出
白天因商务而繁荣、夜晚因娱
乐休闲而繁华的“不夜水城”
形象。目前，“彩虹之门”项目
概念设计方案获市政府批准，
这里将崛起北京“新CBD”。

“希望在家门口上班”

“变了，生活肯定是变好
了，你想想，就十年前，这一带
的人还靠刨地种菜，现在大家

都住上楼房，逗狗遛弯，不愁
吃不愁穿，能不是好吗？”正在
马路旁歇脚的李大姐捶着腿，
一脸笑意，她就住在新城的三
元村小区。

车站旁四五层高的小楼
错落有致，一楼的底商贩卖着
林林总总的小商品，颇具生活
气息。在这一带，还聚集着京
贸国际城、K2 清水湾、新华联
运河湾等楼盘。

据链家地产一名经纪人
介绍，这一带交通方便点的小
区，两居的出租均价达 2500
至 2600 元/月，明显高于周边
区域。和运河核心区其他几
个楼盘类似，在通州楼市最
好的 2009 年，这里的房价曾
一度超过 30000 元/平方米，
而经过本轮调控，从动荡回
归了平稳。

“让通州人家门口上班，
才算动真格。”老通州人王娟
说，因为每天通勤的时间成本
太高，她一度打算辞掉国贸的
工作，回到通州当地就业，她
希望政府能加大招商引资，让
通州人在家门口上班。

新城规划，有城也有业
来自通州官方的消息显

示，通州的一核五区构想，已
经逐步有了雏形。位于梨园
地区的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
实现对外开放。潞城的北京
国际医疗服务区已经初成规
模，9 月 17 日，规划面积 15 平
方公里的北京国际医疗服务
区正式落户通州，并将力争年
内开工建设。

高端总部基地落户台湖

台湖位于通州区西部，京
沈高速路、京津塘高速路、北
京 六 环 路 三 条 国 家 级 公 路
在 此 交 错 通 过 。 很 多 台 湖
人介绍台湖，都会说起一个
歇后语：姐俩送水——抬壶
（台湖），说明台湖人和睦勤
劳，互相帮助。

“过去通州侧重发展梨
园、马驹桥，但这几年台湖的变
化最明显，新楼起来了，平房消
失了，台湖很多工厂拔地而起，
还建了北京国际图书城。”服务
于台湖某物业公司的老陈陪
着记者转了半天，他说，几年
前的台湖，除了赶集的时候人
多一些，平时街上没什么人。

如今，作为通州高端产业
的标签，总面积 17.21 平方公
里的北京环渤海高端总部基
地，未来将重点吸引中心城区
企业转移总部、全球 500 强企
业在此开设地区总部。

14个村住上回迁楼

“台湖镇的土地开发以前
叫‘两站一街’，现在叫环渤海
高端总部基地。”负责台湖区

域土地一级开发的北京星湖
投资开发公司行政管理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说，“两站一街”
的项目是从 2009 年正式开始
的，首先就是进行土地的拆
迁，原来是 14 个村，发展到现
在都能住上回迁楼了，已经拆
了90%。争取九十月份会有第
一批土地上市，大概有5块。

这意味着，环渤海高端总
部基地已从拆迁腾地阶段进
入到了全面建设和招商的新
阶 段 。 目 前 该 基 地 与 韩 国
SK、联东投资、天骥智谷、浙江
贝达药业、协信集团等多家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最近，
台湖的环渤海高端总部基地
即将启动北部湿地公园景观
建设，其城市湿地公园设计方
案已顺利通过市园林绿化局
专家审核。

“家门口，啥都有了”

我在三元村小区住了十多年，
最大的变化是，高楼盖起来了，路
也宽敞了。

早年间三元村马路对面就是
工厂的大围墙，有一人多高，里边长
满了杂草。小区前的马路修了有5
年了，对面的楼是前年才盖的。

原来的一条小路变成了现在的
六车道，有了隔离带，绿化条件变好
了。运河的水现在已经变清了，在搬
到三元村之前，我家住在河边时，无论
阴天晴天都能闻见河水散发的臭味。

如果不是要走亲戚，几乎不需
要进城，所有的东西在家门口都有
了，真的觉得挺好的。就说配套
吧，附近的三元村里就有华联超
市，再往北几百米有上海生活超
市，地上地下好几层。这里的社区

医院很方便，大型的医院因为拆迁
现在还尚未建成。

这边“农民上楼”早，上个世纪九
十年代就开始了。这片最热闹的在
京贸国际城小区附近，那是运河核心
区拆迁的第一批地段，拆迁后，通县
三中也搬到了那边，北京二中分校也
相继搬来，今年还新开了芙蓉小学。

平常，人们晚上早早地就出来
遛弯儿，近处马路斜角有个小公
园，再走一点路就可以到运河文化
广场。在运河文化广场里，早上遛
弯儿，晚上跳舞的人都很多，还有
滑旱冰的、玩旋转木马的小孩，每
天都很热闹。以前带小孩儿玩，只
能说“上中山公园吧，去北海吧。”

现在往家门口一挪步，啥都有
了，要出门就说，“走，咱们上广场去。”

李华 通州三元村小区居民

一条轨道“通县”变“通州”

这十年来，通州区公共交通、
特别是轨道交通的发展令人印象
深刻，这是支撑区域发展的重要力
量。目前，通州区和朝阳区的发展
几乎连成一片、同步接轨，通州能享
受到 CBD 东扩和功能转移带来的
福利和机遇。

随着交通优势的不断增强，从
整个大京津冀发展来看，通州日益
成为京津冀的枢纽，区位优势明
显。同时，交通便捷了，心理距离也
缩小了，如今人们对通州“郊区县”
的传统观点早已经发生改变，“通
县”变成了“通州”。

另一方面，以北京奥运会为重
大契机，通州启动了对大运河等区
域内水系的整治建设工程，不仅令
区域的景观面貌焕然一新，也为通
州新城建设寻找到了新的落脚点。

目前，通州提出要打造首都城

市副中心和现代化国际新城建设，
这需要城市硬件的保障、更需要在
软实力上有大幅提升。所谓国际
化的新城，不必看有多少高楼大
厦，不必看有多少高端资源配置，
而看重城市的功能是否健全、发展
是否平衡、运转是否高效。

同时，要实现区域的长足发展，
必须大力培育产业。只有强大、完
善的产业集群，才能支撑起通州新
城的未来发展。按照规划，通州运
河核心区将建成集文化商务休闲、
高端商务住宅、会展综合服务于一
体的典型区域。目前来看，通州的
宋庄、张家湾等地，都以深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为依托，大力发展本土的
文化、艺术、旅游等复合型产业。

通州的产业发展，要找准自身
的差异化优势，规划先行，明确定
位，体现出独特的区域特色。

翟宝辉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城乡规划处处长

读这十年

我这十年

【下期预告：平谷乐谷】

新京报记者 龚晓锋 胡敏 包怡 徐进 通州新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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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9月1日，6418次列车驶入通州西站，顶上开过一辆八通线地
铁。今年7月该趟列车退役。 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