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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范围为东城区行政辖区，总面积约 41.84平方公里。老城范

围与核心区控规范围一致，即指明清时期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内

（含护城河及其遗址）的区域。

东城区下辖 17 个街道。分别为东华门街道、景山街道、交道口

街道、安定门街道、北新桥街道、东四街道、朝阳门街道、建国门街

道、东直门街道、和平里街道、前门街道、崇文门外街道、东花市街

道、天坛街道、体育馆路街道、龙潭街道、永定门外街道。

规划期限至 2035年，远景展望到 2050 年。

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两轴、一城、一环”城市空间格局，构建

东城区“两轴一环两坛，林荫绿网串园”的绿地空间结构。

两轴：指长安街和中轴线形成的绿色景观轴线。

一环：指沿二环路的文化景观环线。

两坛：指天坛公园及地坛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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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荫绿网串园：指棋盘式林荫路网串联全区大小互补、丰富多元

的公园绿地共同构成的城市绿色基底。红墙黄瓦的紫禁城、青砖灰瓦

的传统民居与大树参天、绿荫满城的老城传统风貌相呼应，共同构建

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都人居画卷。

规划围绕“名园引领，传承文脉；大小互补，分级配套；公平共

享，均好分布；文化建园，提升品质”的原则，结合东城区环境特征，

规划公园绿地分为大型公园、中型公园、小型公园、微型公园四个层

级。充分发挥不同级别、不同规模公园绿地的功能特点，构建层级配

套、大小互补的公园绿地体系。规划全区新增公园绿地以社区公园及

游园为主，尤其是百姓身边的小型、微型级别的公园。

以满足现阶段百姓日益增长的对公园绿地的高品质、多样性的需

求为出发点，体现全龄友好理念，通过优化公园活动空间、优化植物

配置、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丰富游憩活动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创新

运营管理等方式不断完善公园功能，提升综合公园及社区公园的服务

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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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分保护并恢复历史名园、遗址公园的真实性、完整性与延续

性为原则，不断健全历史名园及遗址公园保护内容，并针对各历史名

园、遗址公园具体情况制定公园总体规划，最大程度保护和恢复历史

名园格局和景观风貌。持续保护并充分发扬历史名园的文化内核及精

神内涵，增强历史文物的开放性展示。妥善开发利用历史名园所特有

的祭祀文化和庙会文化等资源，提升与历史名园相关的节事活动组织

能力，为游人提供符合公园氛围的活动空间。

体现古都大气包容的景观风貌，充分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突出核

心区尤其是老城的人文特征及文化韵味。提升现状游园的开放性及可

达性，适当增加智慧化景观小品及设施，增强公园绿地的趣味性与体

验性，满足不同类型及各年龄段人群的使用需求。

全区防护绿地主要布置在铁路两侧，为铁路防护绿地。继续补充、

完善铁路两侧的防护绿地，结合街区保护更新，落实铁路周边环境综

合整治，保证铁路两侧绿地的连续性及宽度。

充分考虑不同季相的植物景观效果，形成绿色景观走廊。对于两

侧有空间的路段，应留出较宽的植物防护带空间，面向铁道一侧的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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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应着重防护功能，面向城市的一侧应更多注重景观效果；对于两侧

空间紧张的路段，可利用隔离栅或隔离墙，进行垂直防护绿化，以秋

色叶植物和观花植物为主，提升铁路沿线景观，营造最美进京第一印

象。

1.1 结合道路断面优化，因地制宜增加绿化隔离带

结合道路断面优化对道路宽度进行“瘦身”，因地制宜增加中央

绿化隔离带或机非绿化隔离带，补充道路绿化空间，优化部分道路由

于道路较宽导致的绿化空间不足、景观效果较差等问题。中央绿化带

和机非分车带中根据实际情况优先种植树冠较大的乔木，保障道路林

荫覆盖。

1.2以补植行道树为主，提升道路慢行空间绿化覆盖率

对于现状行道树不连续的道路应结合现实条件进行补植，有条件

的道路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机非分车带乔木及道路交叉口乔木种植，

推动“完整林荫道”建设。通过冠大荫浓的高大树木，提升林荫路品

质，为行人、骑行者实现慢行林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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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强化三网融合，鼓励道路红线内外绿化空间协同一体建设，综合

提升道路林荫慢行空间品质

鼓励建筑前绿地进行开放共享，打破道路红线对空间的分隔，通

过对建筑界面至路缘石间的空间一体化提升，以实现步行空间的最大

化、道路景观的一体化，全面提升步行与骑行空间的通达性与安全性。

以“还绿于民，提质更新；整合利用，功能复合；保护特色，环

境先行；协同审批，共同监管；创新模式，社会参与”为原则，积极

推进老旧小区绿化空间建设提升。

结合平房院落申请式退租工作，助力推进平房院落保护性修缮和

恢复性修建，利用拆除后的房屋附属违法建设空间补充院落绿化，恢

复传统风貌。

结合街区保护更新，充分利用现有平台及第三方机构，引导鼓励

居民参与到社区环境治理、老旧小区改造、院落环境美化等活动中，

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宿感和主人翁意识。结合日常生活开展古树大树保

护、社区花园营造、胡同绿化、院落美化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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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完善现有城市绿地应急避难功能，与其它应急避难场所

统筹部署、相互衔接、均衡布局，健全城市应急避难体系，共同提升

城市应急抗灾能力。

以安全性、可达性、适应性、平灾结合为原则，规划东城区应急

避难绿地以紧急避难绿地为主，设置少量短期、中期避难公园绿地，

不设长期避难公园绿地。

所有古树名木必须依据《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

进行保护。结合体检结果，制定“一树一策”的保护方案。综合统筹

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及利用，讲好古树故事，将古树保护利用融入百姓

生活。

基调树种主要包括油松、侧柏 国槐、白蜡、银杏等；

骨干树种主要包括油松、华山松、白皮松、圆柏、侧柏、国槐、

楸树、白蜡、臭椿、银杏、千头椿、刺槐、元宝枫、栾树、垂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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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桃、碧桃、西府海棠、紫叶李、连翘、迎春、榆叶梅、紫丁香、金

银木、珍珠梅、紫薇、木槿、现代月季、紫叶小檗、大叶黄杨、小叶

黄杨、沙地柏、地锦、紫藤、藤本月季等。

紧紧围绕首都功能核心区战略定位，贯彻落实《首都功能核心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三年行动计划》各项要求，围绕“以人为本、重点带

动、联动发展、保障实施”的原则，以满足百姓需求为根本出发点，

努力实现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规划到 2025 年，全区公

园绿地新增 2公顷，非历史文化街区地区公园绿地 500米服务半径覆

盖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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