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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北京市委、北
京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报
请审批〈北京城市
副中心控制性详细
规划 (街区层面 )
( 2 0 1 6 年 - 2 0 3 5
年)〉的请示》收悉。
现批复如下：

一 、同意《 北
京城市副中心控制
性详细规划(街区
层面 ) ( 2 0 1 6 年-
2035 年)》(以下简
称《城市副中心控
规》)。《城市副中心
控规》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对北京重要讲
话精神，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按照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以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坚持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中国特
色、高点定位，以创
造历史、追求艺术
的精神，牢牢抓住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
能这个“牛鼻子”，
紧紧围绕京津冀协
同发展，注重生态
保护、注重延续历
史文脉、注重保障
和改善民生、注重
多规合一，符合党
中央、国务院批复
的《北京城市总体
规划 ( 2 0 1 6 年 -
2035 年)》，对于以
最先进的理念、最
高的标准、最好的
质量推进北京城市
副中心(以下简称
城市副中心)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城
市副中心控规》有
许多创新，对于全
国其他大城市新区
建设具有示范作
用。

二、坚持高质
量发展，把城市副
中心打造成北京的
重要一翼。规划建
设城市副中心，与
河北雄安新区形成
北京新的两翼，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作出的
重大决策部署，是
千年大计、国家大
事。城市副中心建
设不是简单地造一
个新城，而是要打造一个不一样的和谐宜居之城。要
切实把高质量发展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经
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和全过程，努力创造经得住历史
检验的“城市副中心质量”。要处理好和中心城区的
关系，带动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向城市副中心疏解，
同时更好加强对中心城区首都功能的服务保障，实
现以副辅主、主副共兴。要处理好与河北雄安新区的
关系，做到各有分工、互为促进。要努力建设国际一
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和京
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示范区，建设绿色城市、森林城
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人文城市、宜居城市，使城
市副中心成为首都一个新地标。

三、科学构建城市空间布局。顺应自然、尊重规
律，遵循中华营城理念、北京建城传统、通州地域文
脉，统筹城市副中心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构建
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多组团集约紧凑发
展的生态城市布局，形成“一带、一轴、多组团”的城
市空间结构。要突出“一带、一轴”统领城市空间格局
的骨架作用，做好大运河沿岸公共空间和公共环境
营造，实施六环路入地改造，建设若干民生共享组团
和街区，把每个街区都建设成环境优美、服务健全、
包容共享的美丽家园，使工作、居住、休闲、交通、教
育、医疗等有机衔接，创造良好工作生活条件。

四、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
硬约束，严格控制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建筑规模。城
市副中心规划范围 155 平方公里，加上拓展区覆盖
通州全区约 906 平方公里。以舒适宜居为标准，将城
市副中心人口密度控制在 0 . 9 万人/平方公里以
内。到 2035 年，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130 万人以内，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100 平方公里左右。坚持
集约节约发展，科学利用地下空间，加强地上地下空
间一体化设计和统筹利用。严守生态控制线、城市开
发边界等刚性管控边界，严格管控战略留白，为未来
预留空间。同时，在通州全区加强城乡统筹，提高城
市副中心与拓展区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分类引
导小城镇特色化发展，建设美丽乡村，形成城乡共同
繁荣的良好局面。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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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记者陈芳、胡喆)这是人类第
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
纱。2019 年 1 月 3 日 10时 26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自主着陆
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内的冯·卡门撞击坑内，实现人
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

经过约 38万公里、26天的
漫长飞行，1 月 3 日，嫦娥四号
进入距月面 15公里的落月准备
轨道。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大
厅内，随着现场工作人员一声令
下，嫦娥四号探测器从距离月面
15 公里处开始实施动力下降，
探测器的速度逐步从相对月球
1.7公里每秒降为零。

在 6 到 8 公里处，探测器
进行快速姿态调整，不断接近
月球；在距月面 100 米处开始
悬停，对障碍物和坡度进行识
别，并自主避障；选定相对平坦
的区域后，开始缓速垂直下降。
最终，在反推发动机和着陆缓
冲机构的“保驾护航”下，一吨多
重的探测器成功着陆在月球背
面东经 177 . 6 度、南纬 45 . 5 度

附近的预选着陆区。
嫦娥四号着陆区地形起伏达 6000 米，是太

阳系中已知最大的撞击坑之一，被认为对研究
月球和太阳系早期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月球背面是一片难得的宁静之地，屏蔽了
来自地球的无线电信号干扰。这次探测可以填
补射电天文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空白，将为研
究恒星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重要资料。”探月工
程嫦娥四号任务新闻发言人于国斌说。

落月后，通过“鹊桥”中继星的“牵线搭桥”，嫦
娥四号探测器进行了太阳翼和定向天线展开等
多项工作，建立了定向天线高码速率链路，实现
了月背和地面稳定通信的“小目标”。11时 40分，
嫦娥四号着陆器获取了月背影像图并传回地面。
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

后续，嫦娥四号探测器将通过“鹊桥”中继
星的中继通信，开展设备工作模式调整等工作，
择机实施着陆器与巡视器分离。

从嫦娥奔月到万户飞天，从“天眼”探秘到
载人航天，探索浩瀚宇宙，是中华儿女不懈追求
的伟大梦想。“这一刻，我们都是幸福的追梦
人！”得知嫦娥四号着陆的喜讯，年近九旬的“两
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院士豪情满怀。

【相关报道见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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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 娥 四 号 着 陆
区地形起伏达 6 0 0 0
米 ，是太阳系中已知
最大的撞击坑之一 ，

被 认 为 对 研 究 月 球
和 太 阳 系 早 期 历 史
具有重要价值

月球背面是一片
难得的宁静之地 ，屏
蔽了来自地球的无线
电信号干扰。这次探
测可以填补射电天文
领域在低频观测段的
空白 ，将为研究恒星
起源和星云演化提供
重要资料

推动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述

新华社记者高敬、周颖、刘红霞、邬慧颖

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
生命之美、生活之美，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共
建美丽中国的美好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这 5 年，我国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生态环境状况明显
好转。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广州市民冯敬滔居住的大金钟社区 38 号
大院楼房不到 3 米远，有一条小河名叫景泰涌。
自从 1995 年搬来，他家面向河涌的厨房窗户便
很少打开。“气味太臭了，开窗户受不了。又黑又

脏的河流上漂浮各种垃圾。”
在广州，像景泰涌这样的黑臭水体不在少

数。2018 年 9 月，景泰涌综合整治工程建设提
速。补污水管网建设短板、清污分流、清除底
泥……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加速推进。

景泰涌变了。以往河涌厚厚的黑色底泥已
“一去不复返”，站在河边也闻不到难闻的臭味，
河段水质已经接近三类水的标准。

一条小河的蜕变，映射出的是我国近年来
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的力度，更是十八届三
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取
得新成效。

天更蓝。2018 年，我国蓝天保卫战持续发
力，1 至 11 月，全国 33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
均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 1 . 1 个百分点；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 PM2 . 5 浓
度同比分别下降 12 . 1%、6 . 5%、11 . 1%。

水更清。全国各地都在向群众身边的污
染——— 城市黑臭水体“宣战”；取缔长江沿线
非法采砂、非法码头等，整治沿江化工企业；
治理农业面源污染……

山更绿。5 年来，我国大规模推进国土绿
化，治理沙化土地 1 亿多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21 . 66%，成为同期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
国家。

(下转 2 版)

全面深化改革这五年

新华社记者黄明、张玉清、张汨汨

初冬，空军某机场，天空破晓处，霞光万
丈。迎着朝阳的方向，一架架银色的战鹰呼啸
而起，飞向祖国辽阔的领空……

这是郝井文带领团队遂行的又一次战斗
起飞任务。

入伍 20 多年来，千百次这样的起航和
返航，郝井文早已习惯——— 作为中国军人，

他的血液里流淌的是“国家使命”。
郝井文，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空军特

级飞行员，“全军爱军精武标兵”。他是空军
首届对抗空战比武“金头盔”获得者，更是
人民空军歼击机首次飞越对马海峡的编队
长机。

飞越高山大海，守护万家灯火。近年来，
郝井文着眼制胜空天培养飞行人才，带领部
队 6 次夺得空军“金头盔”“金飞镖”等实战化
军事训练比武竞赛团体第一，10 人次夺得
“金头盔”、6 人次获“金飞镖”，居全空军之
首。

郝井文，以实际行动奏响了人民空军在
新时代的强军战歌——— 为祖国奋飞，为新时
代护航。

备战之思：在大国空军的换

羽重生中爬坡转型

“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
道，不可不察也。”上世纪末以来的高技术条
件下局部战争，使现代战争进入了全新作战
样式——— 精确制导，电子干扰，隐身战斗
机……

1991 年海湾战争中，美军的两枚“斯拉
姆”导弹，诠释了精确制导武器的效能：第一
枚导弹把目标墙体炸开一个洞，第二枚导弹
穿过此洞后爆炸。

“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震惊世界。
(下转 7 版)

战鹰 ，为祖国奋飞
记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特级飞行员郝井文

▲郝井文准备升空训练（ 2018 年 12 月
14 日摄）。 新华社发（万全摄）

郝井文带领歼击机编队参加空军体系
远洋训练（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陈劼摄）

（ 5 版）

全军部队贯彻落实习主

席训令大抓军事训练综述

号角催征，全

面提高新时代打

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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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近平主席发表二〇

一九年新年贺词看美好前景

努力奔跑 ，

迎接更加光辉灿

烂的未来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记者朱基钗)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3 日在京成立。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国
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
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
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
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
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
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
慧、走向未来。

习近平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
基础。长期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
才辈出、成果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
积极贡献。希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
优良传统，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
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
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
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
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习近平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
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
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
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
历史学家，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
为推动中国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
国际交流合作作出贡献。

3 日上午，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座谈会暨
中国历史研究院挂牌仪式在京举行，会上宣读
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出席挂牌仪式并在座谈会上讲话。
他说，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的责
任感使命感，办好中国历史研究院，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团结凝聚历史研究英才潜心治学、研以
致用，不断提升中国历史研究水平，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历史研究院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相
关研究所为基础组建，下设中国历史研究院院
部和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
所、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边疆研究所、历史理
论研究所，承担统筹指导全国历史研究工作，整
合资源和力量制定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规划，
组织实施国家重大项目，讲好中国历史、传播中
国文化等职责。

习近平信贺中国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
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值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
立之际，我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
贺 ！向全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致以诚挚的
问候！

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
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
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
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
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长期以
来，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成果
丰硕，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希
望我国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整
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

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
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
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希望中国历史研究院团结凝聚全国广大历
史研究工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
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
力的精品力作，培养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
充分发挥知古鉴今、资政育人作用，为推动中国
历史研究发展、加强中国史学研究国际交流合
作作出贡献。

习近平
2019 年 1 月 2 日

新华社北京 1 月 3 日电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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