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是北京城市化进程中

形成的最具代表性的超大型社区之一，但这个生

活着84万人的回天地区，却因人口密度大、职住

失衡、交通拥堵、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存在

短板多等原因，成为了昌平乃至全市城市治理的

痛点和难点。2018年，北京市《优化提升回龙观

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

（2018-2020年）计划》应运而生，简称“回天三

年计划”。各方力量着力解决居民的烦心事、操

心事、揪心事，将环境、交通、医疗、教育等多方面

工作，融入到117个项目里，唤醒“睡城”。

如今两年过去了，一大批公园、道路、学校、

医院先后落地，看病省时、逛公园开心、孩子上

学省心……回天居民身边的“小确幸”越来越

多，已经融入了幸福生活中。

近两月，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和天通艺园

先后开园，天通苑体育馆也将于近期开放，再加

上先前开园的回龙观体育文化公园北区，回天

居民打球、跑步、游泳、遛弯儿就有了好去处。

为了让孩子有个“好学校”上，回天地区

的清华附小昌平学校天通苑校区去年已如期

开学，人大附中昌平学校今年也将迎来第一

批学生。

看病不用去城里，回天地区的卫生服务中

心逐步完善。天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在

装修改造，和谐家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计划明

年开工；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二期扩建、清华

长庚医院二期等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

社区美了，“回天地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

要求也越来越高，各镇街积极发挥“回天有我”

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建引领带动各方参与，不断

改善社区面貌。

回天地区是北京最大的“北漂”聚集地之

一，这里有一群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他们以这里

为家，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区。不过，曾经由

于职住分离严重，每天有大量居民在回天地区

和市区间往返通勤，远远超出了交通系统的承

载量，车辆堵塞、地铁拥挤……但随着北郊农场

桥改造、自行车专用路、林萃路断点打通、天通

苑北枢纽等一系列项目的建成，再加上年底即

将开业的天通科技园等创业社区在回天地区不

断增多，他们在“家门口”上班成为可能，“堵城”

之困逐渐打破。 文/记者 李睿阳

摄影/昌平摄协回天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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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交通、医疗、教育全升级，加速补齐民生短板

回天两年大变化

东小口城市休闲公园

林萃路打通首日第一辆驶入的私家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