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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 （2022
年—2035年）》近日正式公布实施，首
次明确了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具
体范围边界，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管理
提供方向策略和基础依据。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相
关负责人介绍，针对北京中轴线遗产内
涵多元、载体多样、空间多点的特点，
规划统筹考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将保
护区域合理划定为遗产区、缓冲区。遗
产区总面积约5.9平方公里，包含承载遗
产价值的15处构成要素。缓冲区包含遗

产区周围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系
紧密的区域，总面积约 45.4 平方公里。
规划是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
必备材料之一,规划的公布实施标志着北
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北京中轴线始建于13世纪，作为一
直以来北京城市空间格局与城市功能的
统领，代表了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设
上的伟大创造与杰出才能，是中国人民
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集中展
现了大国首都形象和中华文化魅力。全
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

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
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
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至
南端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
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

为了更好地协调促进遗产保护与城
市建设的衔接，该规划提出建立健全职
责清晰、运行顺畅的遗产保护管理体
系，形成国家、市、区三级的管理架
构。同时，还对产权主体、本地居民、
外来游客、专家学者及社会大众，分别
制定鼓励与支持策略，提升全社会共同

参与遗产保护效能，实现对遗产长期、
有效保护与管理。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
梁，规划充分考虑北京中轴线与老城相
互依存、互为支撑的格局关系，强调以

“城”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
保护，推动区域功能优化、民生改善、
环境提升等多重目标实现，让正阳门文
物建筑与雨燕和谐共存，使北京中轴线
上20条景观视廊通达有序，留住居民的
乡愁记忆和老城情怀。

（罗鑫）

北京划定中轴线保护区域范围边界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
和《上海市城市更新指引》文件要求，推动
各区全面开展城市更新工作，上海市规划
资源局近日召开该市“城市更新”行动推
进大会。上海市规划资源局和相关委办
局各部门、各区政府和相关管委会分管
领导、区相关部门线上参与会议。

会议通报了全面推进“城市更新”
行动的工作要求，包括形成工作机制、
推进更新行动等，同时对“15分钟社区
生活圈建设行动”和附属空间开放工作
近期工作目标和要点进行了明确，并就
下一步更新工作的内涵和推进重点进行

了总体部署。
会议指出，上海城市更新通过近年

来实践，已具有较好工作基础。2014
年，“上海 2035”启动编制时率先提出
要实现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负增长、以土
地利用方式转变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
型。2015年，上海市政府发布《上海市
城市更新实施办法》，之后陆续出台有关
风貌保护等一系列有关城市更新的政策
文件，长宁上生新所、黄浦外滩 160 街
坊等一批有社会影响力的试点项目建
成。2021年，上海市规划资源局牵头制
定出台《上海市城市更新条例》。2022

年，为落实《更新条例》进一步制定《上海
市城市更新指引》等相关配套文件。

会议强调，应进一步强化对新时期
城市更新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亟需加大
存量用地挖潜力度，向存量要效益，以
更新促发展，探索城市更新的新路径、
新模式、新经验。

会议要求，一是坚持规划引领，指
导推动城市更新行动。落实各层级国土
空间规划关于城市更新的相关规定与要
求，探索推进分阶段实施的行动机制；
二是要以区为主，确保城市更新工作按
规划、成系统、多主体共同推进。从点

到面，从零星更新拓展到区域更新，从
个体到社会，全面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城
市更新，从单一要素走向全要素，实现物
质空间改善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
方面的整体提升；三是依托工作机制，强
化专班作用，加强政策支撑保障。该市已
经成立上海市城市更新领导小组，上海
市规划资源局负责《更新条例》重点涉
及的该市区域更新、零星更新的推进管
理工作,并成立专班做好统筹和服务工
作，各区规划资源局应保证相应专责同
志，共同探索规划土地政策如何给予最
大力度的支持。 （上海规划资源）

上海召开城市更新行动推进大会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城市轨道交
通成网计划，通过 TOD 综合开发促进
站城融合、提升城市品质。日前，重庆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重庆中心城区
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用地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一步
健全 TOD 综合开发用地管理保障机
制，实现轨道交通持续健康发展。

所谓TOD，就是“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以轨道交通站点为
中心，以 600~800 米 （5~10 分钟步行路
程） 为半径进行高强度集约化开发，打
造的集工作、商业、文化、教育、居

住、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
《管理办法》提出，重庆城市轨道交

通 TOD 综合开发应坚持“市区结合、
共建共享、成本共担、收益共享”的原
则，充分盘活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
范围内存量、低效利用土地及空间资
源，与城市更新相结合，提升规划理
念、优化资源配置、有序实施综合开发。

根据《主城都市区轨道交通TOD综合
开发专项规划》，结合土地资源尽职调查情
况，确定城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可实
施范围，包括轨道交通设施用地（车站、车
辆基地等本体工程用地）和周边用地。轨

道交通设施用地和具备成片开发条件的周
边用地，作为市级统筹推进项目，其余站点
综合开发作为区级统筹推进项目。市、区
两级统筹推进项目划分可根据需要征求有
关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以下简称管委
会）意见后，按程序进行动态调整。

《管理办法》要求，轨道交通TOD综合
开发项目在实施土地供应前，须完成城市
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一体化设计，落实
相应详细规划调整。市级统筹推进项目由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会同各区政府（管委会）
编制一体化设计方案及详细规划调整方
案，报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按程序组织

审查，其中城市级站点报市政府审定，组团
级、街道级、社区级站点由重庆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审定。市级统筹推进项目轨道交通
TOD综合开发一体化设计成果和相关技
术要求须纳入拟供应宗地规划、建设条件。

《管理办法》还明确了监督考核，土
地供应后，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范
围内与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密不可分的工
程部分用地项目建设、作业行为、安全
保护巡查等相关事宜。轨道交通 TOD
综合开发用地的建设应严格遵循地块规
划的建设强度、建设条件、项目综合策
划、城市设计等要求。 （董进）

《重庆中心城区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用地管理办法》出台

近 日 ，《深 圳 市 远 足 径 专 项 规 划
（2022-2025年）》（草案）（以下简称《专项
规划》）公开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专项
规划》显示，深圳市将建设超1000公里远
足径体系，形成“东西贯通、南北互联”的
亲自然徒步网络。

深圳拥有得天独厚的山海资源以及
全年可徒步的季候优势。然而，目前深圳
可亲近的生态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
在东部山林海岸与西部海岸，已无法满足
庞大的户外徒步需求。

《专项规划》提出，规划构建超 1000
公里的深圳远足径体系，包括从凤凰山到
七娘山（大鹏山）的约230公里远足径主线，
凤凰山到马鞍山等8条约262公里支线，以
及超500公里郊野径，总体布局形成“东西
贯通、南北互联”的亲自然徒步网络。

深圳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深圳远足径的总体目标愿
景，是打造“人、自然、城市和谐共生的千
公里亲自然游憩网络”，以“环境友善、以
人为本”为实施原则，营建“水泥步道零增
长、生态环境零冲击、生命物种零伤害”的
自然路径，创造“连接全域、服务全龄、户
外游憩全体验”的山海脉络。

为满足全龄全体验的需求，《专项规
划》提出，将分级分类增强深圳远足径的
多样性与体验性。综合各段线路情况，科
学构建多层次难度等级线路，满足不同人
群徒步需求。

同时，结合深圳不同区域的自然与人
文要素，结合全龄人群活动需求，划分亲
子休闲类、科教研习类、文化溯源类、远足
健身类、自然探险类等多类型特色线路，
实现全龄共享、全域畅游。

在配套设施方面，《专项规划》提出，
构建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特色设施等三
大类配套设施系统，并制定相应布局原则
与指引。其中，基础设施包括饮水点、避雨
点、公共厕所等，保障游客最基础需求；安
全设施包括AED、急救设备、通讯设备等，
完善应急救援体系；特色设施如露营地、自
然游憩设施、补给站等，有条件设置，塑造
自然野趣的户外体验。 （王星、曹欢庆）

深圳将建超1000公里远足径体系

1 月 20 日 ， 英 国 权 威 建 筑 杂 志
《Building Design》2023年世界建筑设计
公司 100 强榜单 （WA100） 正式发布。
此次是该榜单的第30次发布。

Gensler 连续八年蝉联榜首，拥有
3069 名建筑师，营收总额为 10~15 亿美
元。HDR 则以 1404 名建筑师位列第
二，Nikken Sekkei以1342名建筑师排名
第三。

本次上榜百强榜单的中国建筑设计

公司共15家，分别为凯达环球、天华、
日清设计、梁黄顾建筑事务所、刘荣广
伍振民建筑师有限公司、拾稼建筑设
计、王董集团、巴马丹拿集团、吕元祥
建筑师事务所、Lead8建筑设计工作室、
安道设计、利安顾问有限公司、基准方
中、骏地设计、长厦安基。

相比历史榜单，本次百强设计公司
中出现了11家新面孔，其中5家为中国
本土公司，正彰显了中国大陆设计品牌

不断崛起，以强劲势头跻身国际排名榜。
今年的调查显示，建筑师们对业务最佳增
长地点的看法发生了明显变化，过去中东
一直被视为一个相对较小的市场，现在认
为，中东今年的增长潜力巨大。

此外，高通胀影响项目落地，甚至被
搁置的可能性成为建筑师面临的挑战。
全球对低碳建筑的呼声高涨，在过去一年
中，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设立专门的可持
续发展团队来应对这一趋势。适应能力

强、乐于接受新挑战的设计公司将在这个
日益不确定的世界中得以蓬勃发展。

《Building Design》杂志创立于1970
年，自1994年以来，该杂志每年都会邀
请全球知名建筑设计公司参与调查，基
于建筑设计公司雇佣的建筑师人数、营
业额等多维度数据进行综合及分项排
名，并邀请受访企业围绕行业现状及未
来发展等主题发表观点，从而评估和预
测行业发展趋势。 （GA环球建筑）

英国权威杂志发布2023全球100强建筑设计公司名单
中 国 上 榜 15 家

1月29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
会会同沪苏浙两省一市大数据管理部门、
青吴嘉两区一县政府共同举办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智慧大脑（一
期）上线运行仪式。这意味着全国首个跨
省域智慧大脑初步建成，支撑示范区一体
化制度创新的数据底座初步形成，跨省域
公共数据无差别共享机制构建形成。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新基建的
重点项目，示范区智慧大脑聚焦跨省域数
字空间的互联互通，打通了示范区数字空
间“断头路”，将使企业、市民百姓办事更
便捷、政府跨域协同治理更有效，也将有
力支撑示范区数字化转型发展。

一是构建形成了一体化数据中枢。
依托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打通
了两省一市三级八方18条数据链路，汇
聚了 242 项数据资源，形成了涵盖基础
库、主题库、专题库的示范区数据资源池，
通过数据服务总线有力支撑一体化应用
场景，社保、医保、公积金数据接口及法人
库库表数据已反哺两区一县，并应用到上
海市大数据中心推进的“信易医”等应用
场景中。

二是实现了示范区制度创新跨域一
体化业务应用。按照一体化制度创新数
字底座的总体定位，围绕规划管理、项目
管理、生态环境、一网通办、公共信用、产
业经济等六大重点领域，搭建了一体化应
用场景，依托业务应用可以对示范区情况
做到眼明心亮、跨域协同治理得心应手。

三是构建形成了一体化云网基础设
施。以一体化应用场景为牵引，执委会、
三级八方大数据管理机构及51家业务部
门通力协作，结合两省一市实际，构建差
异化的跨域网络策略，打通了跨域网络断

头路，实现沪苏浙三地政务网的联通、以
及政务网与互联网的联通。同时，综合运
用安全技术服务和密码应用支撑服务等
技术，有效保障跨域云网基础设施安全。

据介绍，示范区智慧大脑（一期）正式
上线运行前，已进行了半年多的试运行，
在规划管理、生态环保、项目管理、公共信
用、政务服务、产业经济等六大跨域一体
化应用场景有力支撑了示范区业务工作
开展。

同时，示范区智慧大脑这一新基建项
目的开发建设，也催生了一批制度创新成
果，比如探索形成“老路不断、新路链接”
的跨省域智慧大脑建设新路径，构建形成
跨省域数据“无差别”共享新机制，建立健
全了跨省域数据标准体系等。这是示范
区“制度+项目”双轮驱动的又一典型案
例，也将为长三角更大范围乃至全国其它
重点区域提供经验借鉴。

下一步，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将会同
两省一市三级八方，积极谋划推进智慧大
脑2.0建设。一是共建新场景，拓展利企
为民服务类应用场景，提升民众的获得
感，深化现有应用场景，突出跨域监测，突
出趋势预测，突出制度评估，以底层数据
碰撞，推动各应用场景间的协同，助力业
务创新。二是共推新制度，围绕跨域数据
共享效率提升、质量提高、范围拓展等目
标，发挥示范区制度创新试验田的作用，
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力度，支撑公共数据
跨省安全高效流动。三是共聚新生态，谋
划智慧大脑创新生态联盟，集思广益，丰
富应用场景，促进智慧大脑不断迭代，谋
划数据开放实验室，有序推进数据开放，
培植数字经济繁育土壤，赋能示范区数字
经济高质量发展。 （唐小丽）

全国首个跨省域智慧大脑正式上线运行

近日，2023年德国国家设计奖获奖
名单公布，由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
和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彭家
弄作坊院荣获2023德国国家设计奖城市
规划类别金奖。

清华同衡遗产保护与城乡发展研究
中心于2014年开始对景德镇彭家弄片区
展开专项规划研究、城市设计与相关工
程设计工作。2016年始，北京清华同衡
规划设计研究院启动其中作坊院片区的
建筑方案设计，并由北京华清安地建筑
设计有限公司和北京清尚建筑设计研究
院分别完成了建筑施工图设计和室内装

修设计工作。2023年德国国家设计奖获
奖名单公布，彭家弄作坊院因其展示出
的历史传承和现代生活有机融合打动了
评审团，荣获2023德国国家设计奖城市
规划类别全球唯一金奖。

德国国家设计奖，由国家级的德国
品牌与设计委员会主办，授予那些在德
国和国际设计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前沿设
计佳作，目前已举办12届。德国国家设
计奖的卓越建筑设计评选由来自城市规
划、建筑和室内设计等不同领域的国际
著名专家组成，全球顶级的评审团确保
了极高的评选标准。

（清华同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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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服集团旗下 T TIME 、T
CAT 创意园斩获意大利 IIDA 文化空间
设计大奖，成为了众多文化创意园中的设
计典范。

意大利 IIDA AWARD 国际设计大
奖由 CEIDA 中欧国际设计协会在 2020
年创立于意大利米兰，面向全球设计师和
设计机构征集最具创新和创造力的设计
作品。

上服 T TIME 创意园区——时尚永
恒位于上海市长宁区茅台路553号，前身
是上海服装设计职业学校，经过焕新升
级，摇身变为时尚秀场般的办公新空间。
走近上服T TIME园区，外立面的银色纹
理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覆盖在园
区建筑外墙的网面由进口金属网编织而
成，织物般的肌理与上海服装集团的纺织
服装元素相互融合，让看似冰冷的建筑柔
和透光，具有一种张扬的时尚表现力。步
入大堂，天花板延伸至墙面的不规则几何
形状，在光滑的地面上反射出倒影，就像

是裁剪后又拼接在一起的布料，展现出炫
酷T台印象，仿佛踏进一个即将开幕的时
尚秀场。上服 T TIME 二至七楼的办公
空间在整体布局上从细节出发，关注空
气、水、营养、光、健康、舒心、精神等重要
因素，注重家园型的办公体验，打造具有
全套净水系统、绿色食堂、空中花园、公共
健身器械、降音降噪精神解压功能于一体
的创意、创新办公空间，涵盖时尚原创、品
牌展示、文化休闲、健康餐饮等各种潮流
业态的产业载体。在设计上，T TIME还
突出了时间、布线、城市、T 台符号等元
素，同时，以上服集团完整的服装产业链
作为配套支撑，园区探索出专为设计师人
群提供的“办公空间＋技术支持＋产业配
套”全过程服务新模式，聚集了各种文化
创意产业类公司的入驻。

上服 T CAT 创意园区——“弄堂小
猫”是一个开放式的办公空间。主楼通透
的玻璃外立面，副楼被保留下来的工业风
元素，以及东西方文化的鲜明碰撞、包容

共存……这个历经几
次变革的园区展现出

“不期而遇的交融”文
化氛围，散发出蓬勃
的“生命力”。同时，
也应了那句“酒香不
怕巷子深”的俗话，T
CAT 创意园成为了
附近居民和企业白领
遛娃、散步、休闲打卡
的首选地。T CAT创意园办公空间简洁
利落，色调冷暖适宜、层次分明，也使空间
的色彩更加立体丰富。走在园区，无论俯
视、平视抑或抬头仰望，“猫”元素的点缀
不经意间便映入眼帘，令人心情愉悦。办
公楼的每一层中心位置都设有休闲吧台，
企业白领工作之余在此休憩，或是露台眺
望，总能寻得一隅“安静之地”放松身心。
在功能上，T CAT创意园一楼设置了“一
网通办”自助终端和智能文件柜。数字化
智能便捷服务，让入驻企业和白领在“家

门口”，便能享受全时段、零等待的办事服
务和效率。

T CAT 创意园 7 楼，是上服 T CAT
园区为企业打造的活动空间和会议室，还
建有园区党群服务站，以更好地服务企
业。同时，7楼也成为了园区时尚社群的
线下聚点，日常还被企业用作时尚活动及
品牌发布地。

T CAT还荣获“2021-2022年度上海
文化创意产业示范楼宇”称号。

（李博）

上海两个创意园区荣获国际设计大奖

近日从北京市海淀区园林绿化局获
悉，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一期南段开放，“第
一条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国有干线
铁路”以另一种方式重焕新生。

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
高铁通车，北京市五环以内部分入地，释
放出了9公里地面线性空间和两侧闲置
地块，如何处置？几经论证，建设京张铁
路遗址公园提上日程。京张铁路遗址公
园范围南起北京北站，北至北五环，全长
9公里，沿线涉及9个街镇70多个社区。

作为一个铁路遗址公园，当然少不了
铁路元素，公园设计建设过程中部分恢复
了京张铁路正线，并将铁路文化创新应用
于景观元素中。

行走在公园里，能看到在“京张动线
主题互动墙”上刻有对应园区的线路图，
可以用“调动”“火车”的方式找到自己的
目的地，按下中央的红色按钮，能听到 5
种火车的声音。火车厢元素的“移动盒
子”时尚绚丽，为公园提供多样的空间
……园区内设置和展示了车站、铁轨、道
岔、机车、车厢、火车转盘等20余种铁路
元素，中国铁路百年历史在方寸间掠过。

公园一期实施面积16.8公顷，对绿色
空间进行了重新规划设计，并设置了跑步
道、漫步道、自行车道等“三道一绿”慢行
空间，方便市民到达多个地铁站点和活动
空间。公园还设置了大小10多个活动广
场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包括标准足球
场、五人制足球场、篮球场以及多个儿童
游戏空间，织补了城市功能。

作为一个周边坐落着清华、北航、中
科院等近20所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
800余家科创企业的公园，科技感也是公
园的主题。园内设置智慧喷泉、智慧健
身、体感交互、智慧管理平台等设施，建有
室外展廊，搭建科创舞台，打造大学间校
际交流的网红打卡地。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旨在发掘弘扬京
张铁路承载的精神价值，为居民增添一处
听得到鸟语虫鸣、看得到历史新生、触摸
得到城市温度的标志性城市活力空间。”
北京市海淀区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除了提供充足的活力空间外，公园的
建设还横向打通了东西向四条道路，重新
缝合被铁轨割裂的两侧城市空间，城市焕
发新的活力。 （孙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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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深圳罗湖大梧桐生态区的正坑
水碧道是罗湖区第一条生态郊野型碧道，
贯通深圳水库及正坑水库，全长3.6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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