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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安门街道

右安门街道位于区境中东部。北至

护城河，与西城区隔河相望；东至北京

南站，与东城区相邻；南至京山铁路，与

玉泉营街道、马家堡街道相连；西至菜

户营南路，与太平桥街道接壤。曾用名右

安门乡、马家堡乡、右安门办事处。右安

门街道1949年前属北平市郊三区。1949

年4月，建右安门街政府。1957年初设立

右安门办事处，将右安门、西铁匠营、花

园划归右安门办事处管辖。1958年3月11

日，马家堡乡撤销，其管辖的果园农业社

划归大红门办事处，马家堡农业社划归

右安门办事处；6月南苑区撤销，右安门

办事处划归丰台区管辖。1960年6月右

安门办事处从南苑红旗人民公社划出。

1979年办事处改称右安门街道办事处。

20世纪50年代，辖区为城内拆迁居

民的安置用地，填苇塘，平迁墓地，在右

安门外大街两侧建成建安里、东头条至

三条、一街至五街、幸福里等大片简易

平房。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

玛钢厂、北京叉车一分厂、北京微电机总

厂在此相继建立，同步建成为居民生活

服务的粮店、百货店、副食店、菜店、药

店、医疗门诊部、邮电所、储蓄所、中小

学校。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东二条为

中心建成燕南大厦、交电大楼、侨园饭

店、饲料公司、国家教委留学生招待所。

1990年，北京市第一个危改项目—建

安里危房改造工程启动，建成玉林东里

一区。2000年，右安门外地区危房改造启

动，对关厢、东头条至三条、一街至五街

约0.33平方千米的危旧房进行改造，属北

京市三区五片之一，建成后更名为开阳

里小区。有现代化城市居住区东庄小区、

玉林小区、开阳里小区、翠林小区。凉水

河以北以右安门外大街为界，西北部为居

民区，东北部临近北京南站为第三产业

综合区，凉水河以南为居住区。

凉水河贯穿辖区。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金中都水关遗址，1995年在金

中都水关遗址上建成北京辽金城垣博

物馆。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顶庙，原名

“护国中顶岱岳普济宫”，为明代建筑。

有传统的民间花会高跷、耍坛子、少林

会、十不闲、双石头(类似举重)等。辖区内

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国时代经济出

版社等中央单位，市残联、凉水河管理处

等市属单位，丰台区供暖所、丰台妇幼保

健院等区属单位。辖区紧邻北京南站。
■  区党史办 供稿

右安门街道

本报讯（通讯员 曲栏）右安门街道在“倍增

追赶、合作发展”的战略契机下，加快推进地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街道深挖辖区资源禀赋，

以破解制约辖区发展的关键问题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积极建设活力地标，打造右安门发展的新

名片。重视民生，为城市更新注入生态绿色、智

慧科技的新基因，以文体产业和文化事业为牵

引，为辖区居民打造文化精神栖息地。

经过多年努力，右安门街道经济稳中有进，

基础设施建设初见成效，环境品质全面提升，民

生福祉更加殷实。今年以来，右安门街道已实现

财政收入3.5亿元，超额完成年度任务，增速排

名全区第三。

深挖空间资源禀赋 
打造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

右安门街道位于丰台区中东部，辖区交通区

位优势明显。北京南站坐落辖区，驱车一刻钟即

可前往北京西站和丰台火车站，形成“三站联动”

的高效交通圈。目前辖区共有企业3100余家，其

中高新企业15家，有9栋较为成熟的商务楼宇，总

面积近40万平方米。除此之外，还有产业空间19

万平方米，包括今年刚刚入市招商的二环边南站

旁的京印国际中心，以及另外在建的3栋楼宇。

右安门街道深挖辖区空间资源禀赋，依托

独特的区位条件，精心谋划、推动发展，形成“一

体五翼”发展布局，聚焦东部TOD、中部智能制

造、西部楼宇经济、北部医养健康、南部文创中

心的五大功能片区，一体化推进整个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

在辖区东部，充分利用北京南站在全国“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在

产业定位和功能设计中充分考虑“站城融合”因

素，以建设“城际城市人文商务综合体”为目标，

借助周边京印国际及侨园饭店更新改造项目，打

造高端商务和精品商业空间，吸引优质企业入

驻，不断增强南站周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活力。

在辖区中部，着力破除产业园区“吃瓦片”

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托京仪敬业产业园和第三

街区数字经济产业园（丰台园）建设，积极发展

智能制造业，着力打造创新驱动的前沿阵地。同

时，通过“园区+基金”模式，不断培育办公与融

资支持于一体的中小微数字企业孵化器。加速

形成助推数智制造业发展的产业生态，实现传

统产业园区数字化、智造化转型，建设高质量发

展新高地。

在辖区西部，聚焦金融、科技、商务、高精尖

等领域，凭借佑安国际、新时代、昆仑中心、西铁

营万达、华商科技等楼宇资源，充分发挥优势企

业带动作用，引进华润置地投资有限公司、国内

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旗下公司陆续

进驻辖区，持续推动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

将“智慧+运动”的时尚话题引入街区设计，汇聚

片区网红聚集效应的强大合力，加快建设集绿色

消费、文化运动高度融合的高品质活力中心。

在辖区北部，依托辖区丰富的医疗资源和科

研优势，坚持创新引领、抢抓发展机遇，推动首

都医科大学、北京营养源研究所及辖区各医疗机

构在生物医药、康养结合等领域深入合作；结合

右安门街道丰富的养老资源，规划建设智慧康养

示范基地，持续为科研团队在专利研发、成果转

化等方面提供更加丰富的城市应用场景，推动打

造独具优势的大健康创新示范平台。

在辖区南部，通过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

建设，汇集出版发行头部企业和旗下文创品牌，

形成集“文创经营+文化交流+展览展示”于一体

的国家级主题出版文化交流中心。同时，在借助

集团企业聚集优势的基础上，谋求文物保护和

活化利用机遇，对“中顶庙”文物保护场所进行

合理开发利用，挖掘“中顶庙”历史内涵，打造特

色传统文化品牌，综合开发参与度高、趣味性强

的文化产品，强化商旅文体等消费跨界融合，为

文化产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以“大气”历史底蕴为牵引 
打造群众文化精神栖息地

870年的金中都，独特的历史文化和自然禀

赋赋予右安门街道“大气”历史底蕴。坐落于右

安门街道辖区内的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是一

座建在金中都水关遗址上的专题遗址博物馆，

博物馆内陈列有各历史时期文物百余件，辽金石

刻展厅有近20件辽金时期的珍贵石刻文物。今

年6月“纪念北京建都870周年考古成果展”在

右安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金中都水关遗址）

举行。游客们通过这些展览更加深入地了解到

右安门的文化底蕴和发展成果，感受到右安门

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顶庙”坐落辖区之

内，建于明代，清代重修，中顶庙会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民俗文化节已多年累次举办，深受

居民喜爱。中顶庙文化节源自明清的中顶庙会。

《旧京风俗志》曾记载：“游人甚众，均前来瞧

会。” 7月15日，右安门街道在西铁营村中顶庙民

俗文化节再次让民众近距离感受“大气”精神内

涵的所在。此外，在文化传承方面，“窦珍精神”

从右安门发源，扫桥爷爷的事迹感人至深，志愿

服务精神赓续传承，志愿服务队伍蓬勃发展。

共建“景风矩阵” 
打造“高品质楼宇朋友圈”

辖区各商业 综合体如何形成合力构建商

圈？丰台区右安门街道举行“合作 发展 共赢”

党建协调委员会全体会，联合西铁营万达、华润

置地、首都医科大学、金中都水关遗址馆区、第

三产业数字街区、北京南站等属地50家单位和

企业，构建“景风矩阵”党建协调平台，通过党建

引领，实现辖区商业、文化、空间资源的互联互

通、高效对接。

右安门街道秉承“党建引领、资源共享、难

题共解、优势互补、共驻共建”的工作理念，依托

西铁营万达楼宇党群服务中心，以活动为载体、

以服务为抓手、以需求为核心，致力于构建有温

度、有亮点的党群服务阵地，实现党建、治理、

营商三位一体协同推进，打造优质商圈、品质空

间，推动楼宇党建和区域发展合作共赢，形成覆

盖西铁营万达并辐射周边楼宇的“高品质楼宇

朋友圈”。

为了更好地统筹辖区资源，街道党工委积

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分类划分企业服务组、科

教文卫组、“两新”组织组，辖区单位依托党建工

作协调委员会平台，通过结对共建、定期议事、

活动共搞、资源共享等形式，建立起推动右安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景风矩阵”。

“随着‘点靓凉水河’行动右安门段实施和

亚林西三期地块的如期上市，右安门街道正在

全力打造‘西铁营活力坊’，这需要各方面的支

持和资源互通。”右安门街道党工委书记李斐然

说，街道将围绕“一水、两街、四核、多点”的空间

布局，把“智慧+运动”的时尚话题引入街区设计

中，推动凉水河国潮文化水街、中国国际出版交

流中心、景风门轨道活力微中心、西铁营体育公

园等建设，与万达广场等现有商圈进行联动，辐

射带动整个西铁营片区多个商业消费聚集圈，

构建“活力右安门”。

“未来右安门将围绕金融、科技、商务、高

精尖等产业领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集聚右安

门发展。将以贴心优质的服务、宜居宜业的环

境，全力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为丰台区

‘倍增追赶、合作发展’贡献力量。”右安门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斐然说。

街镇档案

                                     宜居宜业右安门
全力跑出丰台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除了依据宗教建筑命名的村落和街巷之外，丰台区还有

许多从其他建筑派生的地名。这些建筑包括苑囿或军营的大

门、大大小小的桥梁、特点突出的民居或其他建筑。 

右安门又名南西门，原北京外城七门之一的右安门，且

有安定之意，故名。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建成。右安门的

命名不是根据现代地图“左西右东”的属性，而是以内廷(紫

禁城）为中心来区分方位。因位于故宫西南边的门叫右安门，

东南边的门叫左安门。右安门为北京外城南城墙三门中最西

边的一个。右安门以南，接近南三环的地方曾是金中都的景

风门。右安门由于正对内城的宣武门，在建成之初叫做“宜武

外门”，后改称右安门。

设立于1956年的“右安门街道办事处”，辖境处在右

安门外的丰台、宣武、崇文区交界地带。“右安门”是明清时

期北京外城的西南门，右安门与左安门都已拆除，由此派

生出的名称除了道路、桥梁、居住区之外，“右安门街道办

事处”也是其中之一。
■ 来源：区党史办、《丰台地名探源》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

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 效果图

丰台地名故事

建筑派生地名右安门

北京南站。北京南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