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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
正紧张有序推进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

是国务院确定的铁路建设重

点项目，也是国铁集团和陕西

省、西安市共同建设的重点项

目。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

于2015年正式启动，采取“边

行车、边建设”的施工方案。

目前，西安火车站北站房、高

架候车室新建工程和南站房

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同步

推进。改扩建工程完成后，西

安火车站将形成南北双广场、

双站房格局，车站服务功能和

运输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

人民图片

■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历时一年，张家湾设计小
镇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的编制
揭开面纱。

从2019年北京市委、市政
府部署，到集合北京建院、北
规院、清华同衡等国内一流设
计机构共同组建张家湾设计
小镇规划工作营，媒体的聚光
灯始终围绕着这个坐落在北
京市通州区，且即将承载起促
进通州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
小镇。记者了解到，张家湾设
计小镇的全域规划将围绕“设
计小镇、智慧小镇和活力小
镇”三个主题持续推进，目前
小镇的公共空间，包括重要园
区的城市更新也正如火如荼
进行。

新理念推动小镇更新
成为典范

因水而生的张家湾设计
小镇，依托于千年漕运古镇张
家湾，曾是北京最早的水路交
通枢纽，也是历史文化走廊上
重要的节点。

除了具有深厚的文化历
史底蕴，成立于1992年的原张
家湾工业园区还是通州区第
一个工业园区，内里不仅保存
了较好的工业现状，留有大量
工业遗存，是通州改革开放历
史的深度缩影，也承载了张家
湾独特工业文化记忆。

小镇地处京哈高速以北，
六环路以东，大运河以西，向
北紧邻城市绿心，且规划有三
条地铁线。在城市规划圈业
内人士看来，交通区位优势十
分明显。

在张家湾设计小镇城市

设计主题论坛活动上，谈到小
镇一年来规划设计和实际推
进中取得的成果时，张家湾设
计小镇专班组长、中关村科技
园通州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余龙表示，该小镇是建设北京
城市副中心，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加快副中心建设的重大决策
和部署之一。

“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总规
划面积约5.4平方公里，采用

‘毯式街区’的老工业更新模
式，实现建筑室内空间与城市
开放空间的交互相融，形成融
合性、开放性街区风貌的高品
质工业空间。”余龙说，“同时，
我们充分学习借鉴国内外街
区设计，老工业区的升级改造
经验模式，从设计小镇几个重
要节点开展了规划的编制、设
计和深化工作。”

据悉，张家湾设计小镇的
规划中包含了多种创新模式，
由于其前身是工业开发区，空
间如何再次腾退和应用，是摆
在政府面前重要的课题。

为了盘活利用产业空间，
政府以创新中心、铜牛地块、
北泡地块、经开智汇园和珠江
地块五大重点地块为突破，探
索出股权转让收回、增资扩
股、资产收购、在建工程转让、
自主转型升级等五种模式。

“比如，铜牛地块就是采
取增资扩股的方式，重新盘活
再利用。”余龙表示，这五种模
式以现状改造为主要途径，市
场化经营为主体，政府投资为
杠杆的存量资源开发利用思
路，为小镇产业积聚奠定了空
间基础。

在配套服务方面，小镇从
周边区域梳理了五个点位，其

中，经开智汇园一期约8万平
方米建筑已投入使用，二期8
万平方米建筑预计年底竣
工。此外，政府还计划安排
4300套房源用于满足设计小
镇职住平衡的需求，并加快推
进张梁路、凤桐路等8条主次
支路提级改造工程，通过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和景观节点，营
造宜居宜业环境氛围。

同时，小镇还推出应用场
景合作，围绕共享民生设施、
共享智慧设计，建设智慧办公
和打造智慧园区。“5G、新基
建、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
也会在小镇创新中心和铜牛
地块率先应用。”余龙说，“多
元化的创新设计和城市应用
场景，将推动张家湾设计小镇
成为城市更新的典范。”

艺术与功能融入
小镇工业遗存华丽转身

张家湾之所以备受关注，
除了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南
部核心地段、具有较好的发展
政策、产业资源和地理优势
外，其大量工业遗存也被视为
小镇的优势条件所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总建筑师胡越参与
了张家湾设计小镇存量工业
建筑更新改造工作，在他看
来，当地的老工业遗存风格属
于较为低调的种类。“不是让
你一看就觉得特别兴奋、本底
特别好的建筑群。”胡越称，

“但也正因为较为普通，改造
工作更具创造性和挑战性。”

作为设计小镇，艺术创新
是不可缺少的元素，为了能突
出和放大当地工业遗存的文
化亮点，同时不乏实用与功能

性，胡越带领团队长期驻扎于
此，进行细致严谨的研究。

据了解，造纸七厂及周边
地段是胡越比较满意的设计
作品之一，在他提供的一份造
纸七厂滤芯规划示意图中可
见，里面包含了“春夏秋冬四
季”和“24节气场景”，通过海
星式的慢行路，把24节气巧妙
地环绕在一起。

小镇规划初期，区域有一
座老的宿舍楼，里面的隔间需
要改造成办公用途，以便于指
挥部工作人员在此开展工作。

施工队曾将墙面全部进行
涂抹改造，当胡越了解到这座
宿舍楼的原貌时，感觉改造使
这座建筑虽然由旧变新，但也
失去了本身的时代印记，便又
将其进行了恢复和重新设计。

记者注意到，在小镇多
核心区域，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工业厂房物架和形式被景观
化处理，一些建筑相连空间改
建成庭院风格，这种有独特
氛围的社交公共空间，深受
人们欢迎。

除了风格和功能要考虑
外，在改造中如何做好“留与
去”也是团队首先要面对的问
题。“工业遗存与文物不同，文
物需要100%保留，但这批建
筑不算文物，但它又包含了历
史记忆。”胡越说。

在铜牛地块，有的厂房车
间近万平米，中间被钢制排架
整齐分开，给人强烈的视觉冲
击，胡越没有简单对排架予以
拆除设计，而是最大可能保留
并更好规划出大小空间。

“我觉得这种设计思路和
商业策划的前期功能比较吻
合，是打造共享办公的基本场
地保障。”胡越表示。

智慧建筑
承载智慧小镇建设

在张家湾设计小镇规划
中，“智慧城市”的概念被频频
提起。在多数专家看来，坚持
数字张家湾与现实张家湾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适度超前
布局感知基础设施，是推动小
镇智慧城市建设、努力探索

“科技张家湾设计小镇”应用
场景建设的关键所在。

据悉，小镇将通过智慧设
计的全方位应用、数字资产的
全周期管理、智慧城市的全角
度覆盖以及产业升级的全生
态应用四个维度，打造设计文
化科技融合的智慧小镇。“构
建以数字孪生城市为基础的
新型智慧城市模式，和服务优
先开放共享的智慧城市应用
体系，可有效带动产业创新发
展，提升张家湾小镇的城市治
理能力与民生服务水平。”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称。

对于张家湾智慧城市基
建的创新发展，北京冬奥会专
家库专家、北京市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数字总监刘济
瑀认为，张家湾设计小镇打造
智慧城市体系一定要有顶层
思维，秉持“大处着眼、小处着
手”理念，率先坚持打造城市

“新基建”中的“硬基础”，建立
智慧城市“第八通”——城市
感知基础设施；以及建立城市

“新基建”中的“软基础”，构建
智慧城市“基础平台”——智
慧城市操作系统。

“建筑是城市最重要的组
成要素，在做好智慧建筑的同
时也需考虑与上层城市之间
的衔接关系。”刘济瑀认为，建
筑还是市民生产生活的主要
空间载体，是城市运行中最主
要的关键环节，城市大量的资
源消耗，基本都是通过建筑来
表达，所有人的活动都离不开
建筑，因此有了智慧建筑才会
有智慧城市。

如何给予建筑智慧互联
的功能？刘济瑀建议，首先要
从建筑类型定义上入手并予
以分析，看它跟城市、业主和
服务对象会发生怎样的互
动。此外，再根据用户需求提
出数据要求，将数字传感设施
和各类技术解决方案融合组
建，并搭配完善的数据管理平
台，这样就基本完成智慧建筑
的基础框架。

“做智慧建筑要有多层架
构思维，张家湾设计小镇应搭
建从建筑到城市的整体智慧
体系。”刘济瑀说，“因为建筑
是‘活’在城市之中，而不是孤
立的、自我的，它能使整座城
市有互动、有呼吸、有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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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城市建筑
双年展举办

近日，2020北京国际设

计周产业合作单元暨北京城

市建筑双年展2020先导展

开幕式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张

家湾设计小镇举办。

本次展览以“多元·共

生”为主题，旨在扩展学科的

边界，在城市与文化的领域

中探讨建筑的意义和未来，

思考建筑与科技、艺术融合

的新的可能性。展览涵盖十

个主题，从城市、建筑、艺术、

科技四个维度，以有形实物、

架上展示、视频及图片等形

式，展现城市建筑设计与科

技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