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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建设商务新区
实现区域经济“跨越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梁婧） 2021年底，随着

大红门最后四家服装市场的关停退市，丰台

大红门这个有着30年历史的北方地区最大

的服 装批发集散地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大

红门地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将立足于

“首都商务新区”战略内涵，践行文化艺术、

科技研发和绿色生态引领的发展模式，建设

成为新时代保障首都功能的示范区、带动城

市南部地区发展的引领区、有国家吸引力的

首都商务新高地和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艺

术科技新中心。

服装商贸业态从大红门地区全面退出

后，区域社会秩序、环境面貌有了显著提升，

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积极实现地区的“功能重

塑”。首先以中轴线为统领进行空间结构的

重塑，按照“两轴四区、一带多点”的布局重

新围绕文化、科技和国际交往等首都功能，

依托当前南苑路和大红门路所形成的“礼

乐”双轴格局，高质量建设新时代彰显中华

文化自信、承载首都功能的商务新区，集合

各方优势践行合作发展理念从而实现区域

经济的跨越发展。

经济文化“齐头并进”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毗邻南三环，位

于中轴路和凉水河交汇处，园区总建筑规模

19.5万平方米。2022年12月30日南中轴国际

文化科技园一期正式开园，当年北京乃至华

北最大的服装批发交易中心实现“华丽转

身”，建设成为“空间+投资+服务”于一体的

国际文化科技园区，告别了过去的传统功能

和业态。

园区设计方案由著名建筑师吴晨团队

领 衔，既 秉 承 端 庄 有序的中轴形 象，又注

重营造通透自然的活力空间。在西楼一层，

1300平方米的数智创新中心同步精彩亮相，

利用数字人、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全景式展

现了大红门和南中轴地区的文化底蕴、历史

变迁和未来规划，也是入园企业的展示窗口

和元宇宙科普教育基地。西楼引入了餐饮、

银 行、超市、创意 直 播 基地等 产业 服务配

套，同时园区配置了约500套人才公寓，形成

了办公、休闲与生活的完美闭环，昔日的大

红门服装商贸城已破茧化蝶，蜕变为绿色低

碳、健康舒适、活力共享、智慧科技的未来

科技园区。

在加速推动改造升级的同时，南中轴国

际文化科技园将按照“龙头引领、产业先行”

的思路，扎实推进产业组织和资源导入。目

前，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已落地企业103

家，按照计划未来将集聚企业超300家，通

过三至五年的培育涵养，将实现年产值100

亿元。

前景无忧公司是园区内入驻的一家专

注新一代电力载波芯片、电源管理芯片及模

块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它和同

期入驻的其他企业一样，被南中轴国际文化

科技园突出的地理优势、产业聚集优势所吸

引，这些优势将有助于企业缩小管理和研发

半径，提升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

近年来，丰台相继出台“丰九条”“独角

兽八条”“高新八条”“新开放五条”等扶持

政策，在空间载体、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上

市补贴、高管个税、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给

予企业奖励和补贴，大红门街道将在现有利

好政策的基础上努力为企业做好服务工作，

努力支持企业科技创新、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将大红门地区培育成丰台区新的经济增

长极。

文化是大红门地区未来发展的重要关

键词，崭新的文化底蕴深厚的大红门正在破

土而出。一方面三大博物馆即将沿凉水河、

南苑苑墙遗迹和南中轴路分批启动建设，并

以共享序厅、文博合院组成博物馆群的城市

公共空间，实现文化博览、综合服务、交通组

织等多元功能的复合共生；另一方面外观庄

重典雅、呈长方形对称展开，宛若“芭蕾之

翼”的中央芭蕾舞团新场馆在今年底主体将

建设完成，为大红门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进

一步注入活力，丰富完善以文化博览功能为

核心的地区新的功能体系。

“水城共融”悦享生活

在推动科技、文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大

红门地区将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利用好各

类用地，做 好城市生态环境的提升和优化

工作，构建“水城共融、人居和谐”的城市空

间，高标准建设商业街区、优化城市商业服

务及文化体育等配套设施、优化调整区域交

通网络，努力增加居民幸福感、获得感。

在保障凉水河行洪安全的前提下，通过

高品质建设城市蓝绿空间体系，集中解决现

状水质、交通和文化特色三大核心问题，打造

“沿河奔跑、活力水街”的凉水河景观带，为

辖区居民和园区员工提供高品质滨水休憩

空间。针对目前河道景点单调、滨水步道老

旧等问题，将按照“点靓凉水河”专项行动方

案，对文化科技园南侧310米河道进行景观

提升，同时增加户外咖啡区、城市阳台、慢行

系统、复合型梯级台阶、游船码头等设施，

把科技融 入生态，落实绿色生态引领发展

的理念，形成因水而生、临水而游、傍水而

居、伴水而荣的沿河湿地景观带、文化带、休

闲带、产业带，让周边居民、员工获得良好的

休闲体验，享受到凉水河给工作、生活带来

的乐趣。

大红门地区不仅重视辖区生态环境，还

关注城市多维度综合更新，未来将结合地区

规划搭建完善、便利的交通系统，建设新的

商业区域等便民场所以改善居民的综合生

活体验。 

街道将统筹建立包含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支路、其他道路在内的五级道路系

统。构建开放便捷、快慢有序的道路交通网

络，精细化设计涵盖轨道交通、公交道路、自

行车和步行专用路在内的道路布局，满足不

同出行方式人群的差异化需求，同时针对辖

区内老旧小区较多、停车位不足的问题建立

差异化的停车供给体系，挖掘用地资源建设

居民区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并适当增加路

内停车。

规划建设“御道文创商业区”“红门文

化商务区”和两侧的生活服务配套区，这样

的区域划分让大红门地区既能承载国际商

务、文化商务的功能，也可以满足周边居民

的日常生活消费需求，其中“御道文创商业

区”是北京市4个国际消费体验区之一，紧

邻南三环、南苑路，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

显，未来将综合文化创新、商业服务、文化

展示等多个功能，显著提高区域消费热度

和活力。

大红门地区作为展示丰台南中轴地区

门户形象的重要窗口，未来将在承载文化博

览、科技发展、国际金融等重点功能的基础

上持续完善区域性交通、购物、医疗和文化

设施等布局，推进老旧小区人居环境改善，

为辖区居民打造舒适、便捷的生活空间，展

现首都高品质生活宜居水平。

党建平台“保驾护航”

虽然目前地区功能重塑的工作已经启

动，但未来区域整体环境整治和品质提升的

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为了建成安全低碳、

和谐宜居、智能高效、多元融合的高品质综

合城区，大红门街道把党建引领共治共享打

造成推动地区发展的“红色密钥”，通过铸牢

“高效服务平台”“协调联动平台”“沟通交

流平台”“共融共促平台”四个平台织密精准

高效企业服务网，为“发展伙伴”营造良好氛

围环境。

为深入推进“党务+政务+服务”工作，

街道党工委以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为平台

抓手，定期召开会 议，加强政 企合作，帮助

企业解难、护航企业发展。各成员单位立足

实际，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为推动地区转型

发展提供更专业、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和保

障。不仅如此，会议还有助于加强成员单位

间的沟通协作，优势互补，凝聚磅礴力量，形

成强大合力，为大红门地区的经济发展、民

生事业积极贡献力量。街 道党 群服务中心

为“两新”组织做好各项服务，加强力量统

筹，确保有需必应、主动支持、无事不扰，探

索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构建党群互动、党

企融合、互促共赢的良好局面。

未来街道将继续发挥商会、新联会的

交流和服务作用，助力企业培大育强，引导

会员企业当好“服务员”、用好“朋友圈”，积

极发挥沟通协调作用，通过会员企业的言传

身教，促成更多企业落户大红门，不断做强

街道服务区域经济软实力，让辖区企业如繁

星般璀璨，共同谱写大红门地区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大红门街道位于区境东部，北至南三

环中路，东至光彩路，南至南四环中路，西

至马家堡东路。面积6.07平方千米。常住人

口约11.1万人。曾用名大红门乡、大红门办事

处、大红门城市人民公社。明永乐初扩建皇

家苑囿南海子，东西南北4个方向各开有一

门，此门在北面，称北红门。清乾隆年间又

增设5个门，在北红门东边所建的称小红

门，故称北红门为北大红门，简称大红门。

街道由此得名。

辖区分大红门内、外两部分。大红门外

海户屯、果园等村庄的历史可追溯到明清

两代。1914年，顺天府改为京兆地方，辖20

县，宛平县、大兴县为其首县，两县辖北京

市区及大片郊区。大红门属大兴县。1928年

直隶省改称河北省，京兆取消，京兆各县划

归河北省，北京改称北平市。大兴县所辖东

城及近郊区划归北平市，大红门外划为北

平市郊三区，大红门内划归大兴县。坐落于

安定门内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的大兴县

署不宜再留在北平城内，1935年迁至大红

门内原奉宸苑官署房。1937年“七七事变”

后，大兴县政府房屋遭日军毁坏，日伪大兴

县政府迁往南苑镇，此时全县划为一市六

区，大红门为第一区。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

放，大红门外部分地区划归第十五区。大红

门内地区划归北平市南苑区。当年4月，大

红门内改属第二十三区（南苑区）；6月大红

门外随十五区并入第二十三区，7月改属第

十一区（南苑区）；1952年9月改属南苑区。

1957年设大红门乡。1958年2月设立大红门

办事处。同年6月，南苑区建制撤销，大红门

办事处划归丰台区。8月，并入南苑红旗人

民公社。1960年6月由公社划出，建立大红

门城市人民公社。1966年5月改为大红门街

道办事处。2021年5月，根据丰台区划调整，

大红门街道变更辖区范围，下辖19个社区、

3个行政村。办事处驻大红门北里6号。

20世纪50年代后，市、区在该地辟建

北京市仓储、工业区。建立国家大型木材

综合加工企业—北京木材厂、北京市最

大的肉类联合加工企业—北京市食品公

司等数十家大中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

木樨园桥以南地区形成服装加工贸易区，

为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2014年后，随

着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这里转型为首都

商务新区。域内古迹有大红门东门房，是丰

台区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大红门东后街152

号，为原大红门派出所旧址，坐落在原大红

门门洞的内东侧，是南苑诸门中最重要的

门房，驻有守军，现保存有房3间。辖区内还

有南苑奉宸苑官署房、海慧寺和碧霞元君

庙等遗迹、遗址，著名抗日将领佟麟阁殉国

于此。有凉水河从境内穿过。
■ 区党史办 供稿

明永乐以后，南海子的面积大为扩展。

为便于看守，用黄土在海子四周堆垒起一

圈围墙，开辟了东红门、西红门、南红门、北

红门，设置了专门看守南海子的民户—

海户。清朝定都北京后，顺治年间即开始

对南苑不断修葺，到乾隆时期又增开苑门。

《日下旧闻考》记载：“南苑缭垣为门凡九，

正南曰南红门，东南曰迥城门，西南曰黄村

门，正北曰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正东曰

东红门，东北曰双桥门，正西曰西红门，西

北曰镇国寺门。”所谓“红门”，是就苑门的

颜色而言。这九处苑门中，“小红门”在今朝

阳区，“大红门”与“镇国寺门”在丰台区，

其余均在大兴区，附近村镇与苑门的名称

基本相同。于敏中等人指出：“大红门，南苑

正北门也，亦称北红门。”出永定门进入南

苑，最近便的路径不足十里远，这就是一直

向南穿过正北门。“大红门”之称显示出，它

的重要程度与形制非同一般。自明代已有的

“北红门”，可能是比较正式的称谓。在《日

下旧闻考》所载御制诗中，康熙有诗题为

《海子北红门秋雨后行围戏作》，乾隆诗有

“北红门里仲秋天”“北红门外水田治”等

句，都不称“大红门”。不过，明末清初的吴

伟业《海户曲》，已有“大红门前逢海户，衣

食年年守环堵”之语，可见早在明朝的某个

时期就已将“北红门”称为“大红门”了，甚

至不能排除永乐年间开辟“北红门”不久就

产生了这个俗称的可能性。
■ 来源：《丰台地名探源》

街镇档案

丰台地名故事

红门

凉水河畔，碧水蓝天。 原梓峰 摄

南中轴。

大红门街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