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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丰台篇章丰台篇章

本 报 讯  为深入贯彻《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

（2016年—2035年）》和《丰台分区规划（国土空

间规划）（2017年—2035年）》确定的目标、指标和

各项任务，经丰台区委城工委研究审定，丰台右安

门地区、玉泉营地区、丰台科技园东区和王佐新

质产业园四个地区街区控规成果目前已编制完

成，2月22日规划成果（草案）在区政府网站公示。

右安门地区街区 控 规 将 建设高水平对外

综合交通枢纽，推进“点靓凉水河”行动，践行

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

玉泉营地区街区控规将加快推动“一绿”地区

规划实施和花卉产业整合升级的重点工作，助

力该地区营造西南进 京 首 站门户的花园城市

形象。丰台科技园东区街区控规聚焦丰台科技

园东区支柱产业集群和空间高度建成的特点，

重点探索城市更 新背景下重点功能区的迭代

升级。王佐新质产业园街区控规将规划建设一

批 现代物流、智能 制造等重点项目，构建西南

方向进入中心城区的重要产业节点。

按照城乡规划法相关规定，街区规划成果

在丰台区政府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公

示宣传并听取公众意见。待公示期满后，区规自

分局将会同编制单位对公众意见进行梳理和采

信，规划成果修改完善后将抓紧推进后续市级

部门报审工作。同时，按照区委城工委的工作要

求，后续将联合属地街道和责任规划师广泛开

展公众参与和规划成果宣传。 （区规自分局）

    
元宵佳节，丰台区彩灯高挂，炫彩缤纷的文化盛宴上演。锣鼓铿

锵、彩扇翩舞。云岗街道文化活动中心门前热闹非凡，元宵节民俗主

题活动吸引众多居民前来参加；长辛店街道元宵民俗文化节活动在

长辛店老爷庙举行；“首届世界公园国际文化交流新春游园会”在世

界公园再掀高潮……图为游客在世界公园欢度佳节。赵彤 摄
  （详见06版）

祥龙献瑞闹元宵祥龙献瑞闹元宵 精彩看点

来到这里，仿佛走进了时空隧道，从企鹅

到北极熊、从牦牛到藏羚羊、从梅花鹿家族到

东北虎狩猎……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春节期间，全市首个村办自然艺术博物馆—南

宫自然艺术博物馆升级后开馆，馆内可以沉浸

式体验自然与动物的世界，参观自然艺术博物

馆成了不少市民的首选。� （详见04版）

全市首个村办自然艺术博物馆全市首个村办自然艺术博物馆
升级后开馆升级后开馆

2月22日上午，在丰台区承泽小学媒体见面

会上记者获悉，这所由首都知名教育家、东城区

史家教育集团原校长王欢担任校长的优质小学

今年5月将迎来首次大规模招生。这意味着不少

丰台区的孩子在家门口即可享受到高品质、个性

化、多元化的优质教育服务。� （详见03版）

丰台区联手西城区丰台区联手西城区
打造高品质学校打造高品质学校

半年的持续攻坚，10余次吹哨报到，超

200次入户动员，石榴园北里第一社区35号楼

的老旧电梯更换工作近日终于完美收官，144

户居民用上了新电梯。“用上新电梯，大家特高

兴，街道、社区真是办了一件大好事！”35号楼

的王阿姨笑着说道。� （详见05版）

共商共治共商共治
144户居民用上新电梯144户居民用上新电梯

大红门大红门蝶变蝶变 南中轴 南中轴启航启航

丰台四个街区控规草案开展公示丰台四个街区控规草案开展公示

本报讯（通讯员 侯明）“京津冀协同发展这

十年，我亲身参与其中，感受到疏整促前后带来

的变化。如今行走在大红门地区，熟悉中透着惊

艳与期待。”大红门街道鑫福海工贸集团党委委

员陈峰是大红门地区蝶变的见证者，他说，以前

提到大红门，联想到的都是车水马龙的服装生意

人，今后提到大红门，将会是科技文化共生的首

都商务新区。

曾是东北亚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昔日的大红门地区，全国客商熙熙攘攘、接

踵而至，在几十年的发展下，形成东北亚地区最

大的集服装、鞋帽批发为主，包含了各类辅料批

发及物流配送服务的服装批发集散地。先后涌现

出大红门服装城、福成服装大厦、新世纪服装商

城等45家大型的区域性批发市场。整个市场总面

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人。

但是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各种弊端也逐步呈

现，交通拥堵、产业落后、环境脏乱差等大城市病

一天比一天严重。

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不断推进，地处

北京核心地区的这一批发业态已无法适应首都

的功能定位。根据疏解非首都功能、促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的要求，丰台区从2014年启动了对大红

门区域性批发市场的疏解工作。

随着疏解工作的开展，企业发展进入阵痛

期，企业何去何从？职工怎么办？商户怎么办？各种

问题萦绕在陈峰及其党委班子一班人的脑海中。

作为党员，陈峰先从自身认识出发，学政策、

学文件，吃透非首都核心功能这本经。在实际工

作中，给商户讲政策、给百姓讲发展；作为宣传干

部，陈峰以宣传为抓手，主动出击，服务于疏解工

作、服务于大局。 （下转03版）

本报讯（特 约记 者 曹晶瑞）“选择入驻南中

轴国际文化 科 技园，看中的是园区的区位优势

和在元宇宙 产业方面的布局，我们希望能在园

区找到合作伙伴，大家能够有聚集效应，实现协

同发展。”

北京南三环凉水河畔，一座建筑面积19.5万

平方米的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巍然屹立，近10

万平方米高品质产业空间、超过2万平方米商业

配套、近500套人才公寓……2月21日，记者跟随京

津冀三省市委网信办联合组织的“瓣瓣同心 心

相连”京津冀协同发展10周年采访团走进园区。

南中轴（北京）国际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

部书记、董事长闫福向记者讲述起科技园的发展

蓝图。据他介绍，从2022年一期西楼开园、2023年

底全面开园至今，园区已吸引170余家高精尖企业

入驻。

从“浙江村”到科技园，大红门地区“华丽转身”

“科技园的前身是大红门服装商贸城，这里

曾是大红门地区发展最早、规模最大、商户最多的

服装批发市场，见证了昔日大红门地区的繁华。”

南中轴（北京）国际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何芬向记者讲述起科技园的“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一

批批敢为天下先的浙江人纷纷涌入北京南苑的

大红门、木樨园地区，开始经营服装、小商品、窗

帘布艺、五金电器等，生意火爆，甚至吸引了东欧、

俄罗斯的“倒爷”。鼎盛时期的浙江村，外来常住

及流动人口高达11万余人，是当地原住民的10倍以

上。但因人口密度大、管理失衡等原因，浙江村一

度成为脏乱差的代表。为了改变这个面貌，北京

市委、市政府开始着力对其进行整治。

整治后的浙江村在本世纪初蝶变新生，成为

闻名全国的大红门商圈，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大、北

京同类市场业态最集中的服装纺织品集散地。商

圈集聚了45家区域性批发市场，直接从业人员10

万人左右，年交易总额达数百亿元。

步入新发展阶段，为进一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疏解非首都功能，2021年，大红门商圈的批

发市场关停腾退，退出历史舞台。同年7月，丰台区

和中关村发展集团发挥政府引导和市属国企的

示范带动作用，启动战略合作，按照南中轴打造

“文化轴、生态轴、发展轴”的要求，立足“首都商

务新区”战略定位，盘活存量、落实减量，以空间

载体升级为基础，以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以服

务生态升级为支撑，释放政策集成创新效应，建

设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推动大红门地区“华

丽转身”。 （下转03版）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已入驻170余家高精尖企业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已入驻170余家高精尖企业

大红门服装城经过改造，蝶变成现在的南中轴国际

文化科技园。� 原梓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