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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8 日，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委员会办公室、北京青年报社联合发布

“2021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
点”。

1.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驶入
“快车道”

2021 年，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
顺利推进。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立法通
过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二审，印发中轴线
风貌管控城市设计导则；完成鼓楼、正
阳门箭楼的修缮，考古发掘出正阳桥镇
水兽；全力推进中轴线环境整治，太
庙、社稷坛、先农坛内部分非文物建筑
已拆除，先农坛、天坛内部分单位腾退
方案已明确；北京市与国家文物局在第
44 届世界遗产大会期间举办主题边会，
文化音乐竞演真人秀《最美中轴线》 播
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
赛举行，中轴线申遗保护社会关注度和
参与度大幅提升。

2.东四南北大街完成环境提升
2021年年初，崇雍大街中段——东四

南北大街综合提升主体工程完工，改造过
程中最大限度利用了有价值的旧砖瓦和
老构件。这条拥有700多年历史的大街再
现“文风京韵、大市银街”，展示出北京老
城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

3.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开街，再现
千年驼铃古道

2021年9月，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
化街区开街。老爷庙改造成为“古道斯存”
民俗陈列馆，“庆春斋”打造成为老舍主题
纪念馆……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与进山
古道形成完整的京西古道体系，成为西山
永定河文化带上的标志性文化符号。

4.北大红楼等31处中国共产党早期
北京革命活动旧址整体开放

2021年，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京报
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等31处中国共产党
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完成修缮后向社
会开放。北大红楼推出《光辉伟业，红色序
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主题展。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旧址群整体开放，是北京市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
的生动实践。

5.皇史宬重新对公众开放
皇史宬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

皇家档案库建筑群，其建筑特点、规制之
美和匠心之运别具一格。2021年，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完成对皇史宬北院的修缮
和展览布设，于2021年9月1日起重新对
公众预约开放，践行了“不求所有，但求所

保，向社会开放”的理念。皇史宬参观内容
主要包括北院古建筑群和3个专题展览。

6.重新制定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颁布施行

经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条例》 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条例》 对“保什么”“谁来保”“怎么
保”“怎么用”做出明确规定；提出将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纳入首都
规划建设委员会工作体系”，从体制机制
上明确了名城保护是首都规划建设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

7.进京“赶考”路线研究成果发布
2021年9月，北京城市规划学会三山

五园研究中心发布了进京“赶考”路线图，
通过梳理这一红色文化脉络，再现了1949
年3月25日党中央进京历程，供社会各界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8.“银锭观山”美景再现
2021 年 7 月底，北京积水潭医院新

北楼完成降层，“燕京小八景”之一的
“银锭观山”景观视廊打通。此前，影响
景山万春亭和鼓楼之间景观视廊的北海
医院和东天意市场也完成降层。为保护
老城舒朗壮美、平缓开阔的空间秩序，
首都功能核心区内共规划了36条战略级

景观视廊。
9.“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园”正式

落户首钢园区
2021年10月，“北京冬季奥林匹克公

园”获国际奥委会批准正式落户首钢园
区。曾经的修理车间、焦化厂、高炉等工业
遗存，如今已经华丽转身，被打造为集运
动健身、休闲娱乐、赛事表演、数字创意、
会展服务等于一体的新发展区域，也成为
公众喜爱的“网红打卡地”，是西山永定河
文化带的新亮点。

10.平安大街全线重新亮相
2021 年，平安大街整治提升工程全

线完工。平安大街是贯穿老城东西的重
要道路，两旁分布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记录了城市变迁和社会发展。通过
平安大街林荫化改造，推动了对老城空
间格局和传统风貌的保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北京历史文化
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要更
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
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
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希望社会各界
和广大市民继续关心、支持、参与北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共同擦亮北京
历史文化遗产“金名片”。

（北京规划自然资源）

“2021年度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十大看点”发布

1月11日，由中国建筑学会主办，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中国中元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凯欣城市发展咨
询有限公司承办的“第 27 届世界建筑
师大会中国馆展览入选项目纪念证书颁
发大会”，在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召开。

本次大会以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中国建筑学会领导、中国建筑
学会建筑师分会领导、第 27 届世界建
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总策展人及策展团
队代表、本届大会支持单位领导和入选
设计单位代表、承办方代表、第 28 届
哥本哈根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总
策展人出席会议，大家共同回顾了第
27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等系
列活动。

大会现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李
存东介绍，本届大会首次通过网络方式
展示了中国建筑师的优秀作品。经过专
家对 69 家设计单位以及独立设计师报
送的288个参展项目评审，最终共有来
自 54 家设计单位的 159 个优秀项目入
选，是历次中国展参展项目最多的一
次。此次中国馆展览工作充分体现了开
放多元的中国建筑与互联网科技的融
合，得到了国际建筑师协会、巴西建筑

师协会以及世界各国建筑师的高度认可
和广泛关注。

在1小时的会议中，在中国建筑学
会建筑师分会秘书长叶依谦的主持下，
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理事长、北京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全胜，第 27 届世界建筑师大
会中国馆展览总策展人孙宗列，第 28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总策展人
肖伟，以及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吴凌，华东建筑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建筑师沈迪，中国
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长助理、副
总建筑师仲继寿，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总建筑师、副总经理赵永勃先后
发言，总结了本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
馆的成功经验。

李存东为本届中国馆展览总策展人
孙宗列颁发纪念证书。

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华南理
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东南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信建
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28 家入选
项目单位代表，分别通过现场和线上的
方式领取了纪念证书并发表感言。

（中国建筑学会）

第第2727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入选项目纪念证书颁发大会召开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中国馆展览入选项目纪念证书颁发大会召开

1月18日，北京门头沟区人民政府与
北京建筑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共
建的“北京建筑大学——门头沟区乡村振
兴实验室”揭牌亮相，标志着北京市首家
高校研究型乡村振兴机构正式成立。未
来，双方将充分发挥高校和地区资源优
势，聚焦文化传承复兴、乡村有机更新、产
业绿色发展三大领域，就建设美丽门头沟
开展系统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科学研究
和实践，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据了解，北京建筑大学——门头沟区
乡村振兴实验室成立后，将结合门头沟区
优良的生态本底、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依托北京建筑大学学科专业、人才团队、
创新平台和产业资源等多重优势，共同聚

焦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充分发挥政府、高
校、企业等全产业链平台和专家智库力
量，促进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与信息共享；
结合门头沟区功能定位和“十四五”规划
重点工作，围绕乡村体检评估、乡村有机
更新、传统村落历史文化保护与发展“百
师进百村”等工作需求，构建完善的乡村
振兴政产学研用体系和服务保障体系，通
过开展系统性、实践性和创新性的科学研
究和实践，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探索
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经验，助
力门头沟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践行北建
大服务首都功能定位，为北京乃至全国的
乡村振兴工作提供前沿案例。

活动当天，《北京建筑大学服务门头

沟乡村振兴行动方案》对外发布。根据行
动方案，北京建筑大学——门头沟区乡村
振兴实验室将结合门头沟乡村振兴发展
实际，聚焦文化传承复兴、乡村有机更新、
产业绿色发展三大领域，开展京西古村落
群保护研究、京西古道+永定河文化带+
长城文化带门头沟段保护与活化利用研
究、“两寺一峰”等特色旅游线路产品策划
等在内十大行动。

其中，文化传承复兴领域主要聚焦门
头沟京西古村落群研究，京西古道、永定
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门头沟段整合研究
和门头沟红色文化挖掘与传承等，针对历
史文化和传统建筑特点，建立全方位的保
护体系，提出有效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具体
举措；乡村有机更新领域主要聚焦109国
道沿线、一线四矿沿线等重点区域沿线品
质提升，农房风貌指导管控，乡村设施适
用性研究，针对不同类型村庄及宅院空
间、公共空间、产业空间等开展系统性研
究，推动解决村庄发展难题，推进人居环
境品质提升；产业绿色发展领域主要聚焦
门头沟文旅智慧融合发展、“两寺一峰”等
特色旅游线路产品策划和特色民宿集群
策划提升等，利用现代科技和新媒体资源
优势发挥文旅智慧融合的支撑和引领作
用，通过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为门
头沟做好旅游宣传和产品策划，促进产业

绿色发展的快速度、高品质、高质量发展。
门头沟区作为京西生态涵养区，近年

来始终将保障首都生态安全作为首要任
务，严格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赋予的三
大功能定位，坚持生态立区、文化兴区、科
技强区。“本次校地合作机制的建立，将有
利于依托北京建筑大学高端科研与合作
平台，围绕我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城
市更新、村庄渐进式有机更新及首都西部
综合服务区建设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共
同打造国际一流的规划、建筑设计精品方
案，推动具体项目落地实施，切实助力我
区‘两区’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北
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门头沟分局局长贾
骥表示。

近年来，北京建筑大学积极发挥学科
人才优势，将门头沟区作为重要服务对
象，积极参与门头沟区城乡规划和建设工
作，在分区专项规划、村庄规划、传统村落
保护发展等 14 个领域，完成标志性项目
50余项。北京建筑大学党委书记姜泽廷表
示，“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一定能够
探索一条高质量的政产学研用贯通之路，
将实验室建设成为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
高地、智库平台和实践基地，打造首都乡
村振兴的‘门头沟样板’，为建设‘绿水青
山门头沟’城市品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首家高校研究型乡村振兴机构落户门头沟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WA中国建
筑奖采取线上评审的方式，于 2021 年
12月至2022年1月间，各评委会在独立
判断的基础上，从总计371项有效申报
作品中分别评选出 WA 建筑成就奖、
WA 设计实验奖、WA 社会公平奖、
WA 技术进步奖、WA 城市贡献奖、
WA居住贡献奖的优胜奖、佳作奖及入
围作品共计61项。

WA 中国建筑奖 （WAACA） 由世
界建筑杂志社于2002年设立，明确多元
价值，鼓励更具针对性的建筑创作自主
创新。作为在国际上拥有重要影响力的
中国自主建筑奖项，WA中国建筑奖一
直坚持发掘、推介、颂扬密切结合中国
国情并对全球建筑文化提供启发性参照
的建成作品，促进中国建成空间对人民
美好生活向往的创造性回应，加深世界
对中国建筑的了解与尊重。

WA中国建筑奖分为WA建筑成就
奖、WA设计实验奖、WA社会公平奖、
WA 技术进步奖、WA 城市贡献奖、WA
居住贡献奖。申报 2020WA 中国建筑奖
的371项建成作品展现了近年在中国建
筑实践中存在的多方面探索，为研究中
国当代建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OPEN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田园学
校》获得WA建筑成就奖优胜奖；大舍
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龙美术馆西岸

馆》以及浙江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设计的《智泉大楼》获得WA建筑
成就奖佳作奖。

靠近设计工作室作品《钛媒体“折
叠公园”北京团河派出所旧址改造》获
得WA设计实验奖优胜奖；上海梓耘斋
建筑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设计的 《昌里
园》、gad·line+ studio 杰地际加 （杭
州） 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设计的

《飞蔦集·松阳陈家铺》、广州市竖梁社
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开平塘口镇
祖宅村景观厕所》获得WA设计实验奖
佳作奖。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可持续住区研究
中心设计的《开间更新——雨儿胡同6
号院》获得WA社会公平奖优胜奖；成
都时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同在
屋檐下——彭州小石村整村改造建筑设
计系列》、趣城工作室/趣城（上海）规
划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沙井古墟
新生》、深圳元远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和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以及深圳元远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设
计的 《深圳市福田区梅丽小学腾挪校
舍》获得WA社会公平奖佳作奖。

杭州中联筑境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

计的《首钢园区炼铁工艺核心区（三高
炉+冬奥广场+星巴克）》 获得 WA 技
术进步奖优胜奖；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和南京工业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设计的《江苏省第十届园艺博览
会主展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和中国城市发展规划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以及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设计的《雄安设计中心》、清华大学建
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工程阶段）和
德国gmp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方案
阶段）设计的《亚洲金融大厦暨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永久办公场所》获
得WA技术进步奖佳作奖。

北京可续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
《胜利市场临时安置点》 获得 WA 城市
贡献奖优胜奖；上海阿科米星建筑设计
事务所有限公司设计的《永嘉路口袋广
场》、山水秀建筑事务所设计的《云锦
路活动之家》、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设计的《海口市民游客中心》获
得WA城市贡献奖佳作奖。

URBANUS都市实践作品《广州蒙
圣住宅改造》获得WA居住贡献奖优胜
奖；扉建筑设计的《紫泥十二门无界社
区》、上海本哲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设计
的《挚舍·南禅观水》、上海日清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设计的《苏州大家》获得
WA居住贡献奖佳作奖。 （世界建筑）

2020WA中 国 建 筑 奖 揭 晓

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与
历史建筑保护并举在全国已成为典范。
已颁布的五批优秀历史建筑基本上覆盖
了1949年之前的历史建筑。

在全面进入城市更新存量发展的今
天，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代
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类别的优秀现当代
建筑绝大多数还未被列入名单，既存价
值未被充分关注，甚至已有个案遭到破
坏，成为存量发展时代中迫在眉睫需要
关注的问题。

基于此，2017 年 7 月由上海市建筑
学会发起，联合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上
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房
屋管理局和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四家
单位，共同启动了上海市优秀现当代

（1949 年至今）建筑的价值评估课题与
调查工作，并申请成为上海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局的重点课题。2019 年初，
该课题完成了优秀现当代建筑价值评估
的研究报告和上海优秀现当代高层建筑
价值试评估的研究成果。

基于理论成果进一步向实践应用转
化，2021 年初，在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科技委的支持和指导下，
上海市建筑学会联合上海市城市经济学
会和上海市文物保护工程行业协会开展
了上海市优秀现当代（1949-2000年）建
筑的价值调查，经过研究团队调查和多
次专家评审会讨论，逐步筛选出各个时
代、各个类型的优秀现当代建筑名录，现
将陆续发布。 （上海市建筑学会）

三社会组织共同发布：
上海市优秀现当代（1949-2000年）建筑第一批推荐名单

1月20日，第三届同济规划青创论
坛首期在同济规划大厦 408 会议室举
办。论坛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进
行，本次主题为“双碳战略”的规划应
用场景。

论坛邀请到两位院士做主旨演讲，
以及九位来自同济规划院、上海市规划
院、中规院上海分院、同济大学建筑城
规学院、交通学院、土木学院、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学院等多个机构和单位的二
十余位专家、学者、规划师齐聚一堂，
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精彩的演讲和热烈
的讨论。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
长、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副院长张尚武介绍了论坛举行的背
景。论坛着眼于青年学者与骨干规划师
从学术与实践两方面进行碰撞，今年还
拓展到上海市规划院、中规院上海分院
等，同步进行网络，形成一次基于上
海、面向全行业的盛会。

同济大学原副校长、法国建筑科学
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伍江做《水乡客厅
近零碳规划路径初探》主旨演讲。他介绍
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大
战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是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
先手棋和突破口。为此，团队先期开展了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双碳战略研究，协
助相关政府部门出台了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双碳指导意见和行动计划。

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吴
志强做《碳中和的数
字化跟踪》主旨演讲。
他说，碳达峰不是一
条两点之间的简单直
线，而是精准的曲线
选择，这是中国特色、
地方特点、永续发展
的必然要求。碳排放
先升高后下降是当前
主要国家的发展路
径。我国如何选择一
条绿色的、智慧的、创
新的发展路径，是出
给各个城市的、考验
城市文明高度的智慧

考题。基于此，团队研究测度了中国各城
市碳排、碳汇空间分布。团队还架构了全
球城市绿色设计智能平台，可实时计算
设计方案的碳排、碳汇平衡，科学辅助碳
中和城市设计布局优化，可有力支持规
划师的智能规划设计实践。

主题演讲环节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科研办主任汪劲柏
博士主持。9 位演讲者分别就低碳规划
设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的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研究与思考、“双碳”战略下
的低碳街区建设技术探索、碳中和导向
下的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性评估、城市
客运交通碳减排策略路径及规划应用场
景、温室气体与空气污染协同减排下的
适应性规划等主题展开论述。

圆桌讨论环节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市规划学院助理教授刘超主持，嘉宾们
围绕“城市规划设计在双碳战略中处于
什么地位？”“多元规划单位、研究团队
如何合作共建？”等议题进行了热烈研
讨。

最后由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副院长王新哲做闭幕致辞。
同济规划青创论坛后续计划每两月举办
一次，选择不同主题，邀请业内同仁广
泛讨论，努力成为行业交流的持续性平
台。王新哲期待以此为契机，助力更多
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规划设计场景，加强
学术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和多学科多平台
合作建设，为我国规划设计研究实践注
入新的活力。 （同济）

第三届同济规划青创论坛——
“双碳战略”的规划应用场景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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