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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老一代的首都城市规划工作者，满怀着对伟大祖国和首都北京的无比深情，怀着对规划工作

的无比热爱和深深眷恋之情，回忆记述睁睐岁月，发起组织撰写井编辑了这部《岁月回响》。这部凝聚着众多老一辈首都规划

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记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城市规划发展轨迹的作品，是老一辈首都规划人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上的一

份厚礼。我们向老一辈首都规划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

新中国成立的60年，也是首都城乡规划发展的60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代规划人的努力奋斗，首都的规划

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城乡规划工作得到了很大发展，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首都的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规划工作在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

贡献。

城市如人，有着它自己的历史和记忆，在《岁月回响》一书中，老一辈规划工作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不同角度回

顾总结了60年首都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既有领导同志对规划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又有规划工作者的切身体会，是一本内容丰

富，可读性强的生动教材，对于我们后来人有着重要的学习和参考意义。

进入新世纪，北京城市正处于城市化、信息化、市场化的加速期，城乡规划工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2005年国

务院批复了新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对北京的城乡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给首都城市发展带来重要机遇，通过奥运场馆和设施规划建设的洗礼，北京的规划设计水平和建设标准得到了全面提高，城

市的环境品质得到极大的改善和提升，为北京留下了独特的奥运财富，首都的城乡规划工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市委、市

政府对规划工作高度重视，刘棋书记指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首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搞好规划工作，造福

广大人民群众。郭金龙市长强调要把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更好地体现到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的具

体工作中。陈刚副市长也要求规划部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规划价值观，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促进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的实施。

展望未来，城乡规划工作必将继续向前发展，让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共同努力，开拓进取，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贯彻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为把首都北京建设的更加美好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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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城市规划学会先后出版的 《岁月如歌》 、 《北京城市规划图志》两本书，在首都城市规

划界反应热烈，好评如潮。 作为两本书的主要组织者赵知敬同志，意犹未尽，找我们酝酿，我们热切支持再续编一部反映关于

首都规划及规划管理工作实践方面的历史回忆纪实书。 二个好的规划方案，往往要通过艰苦的 、 创意性的规划管理工作才能实

施。 有的建设实施不够理想，却并非规划管理工作者的初衷。 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人感受最深。 这是这本 《岁月回响 》 编

辑出版的缘起。

在当今，国家和市领导大力倡导、组织、编辑各行各业的志书，并取得重大成果之际，有无必要再编写这部书? 我们斟酌

再三，觉得既有必要，也不重复，作为正史的补充和解读，更是一种历史责任。 建国以来首都的规划工作，道路漫长，历尽艰

辛，官方史书秉直道来 ， 责无旁贷，但篇幅有限，只能写其牵牵大者，述其成果事实，对其中曲折复杂、千变万化的协调 、 决

策过程，不可能铺陈详述。 我们这些当事的过来人、见证人，垂垂老矣，抓紧有生之年，把精彩纷呈的历史事实， 写下来，传

下去，这将大大有利于后人对规划及规划管理工作和建设实践的进一步深入理解。 这是《岁月回响》一书的立意。

这本书，从酝酿到组织写作、编辑出版，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许多老同志，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之身，热情回想、口

述、于写， 反复修改，认真编辑，表现了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在编辑 《岁月回响》过程中，我们像大家一样，也深受了教育，对许多自己经历过的和没有参与过的事情，有了更深切的

理解，对首都规划建设的更好前景，也有了更大的信心。

储 f李亨、宣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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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61 石景山游乐园灰姑娘城堡规划纪实/刘秀晨

0463 阳光星期八公园/海淀区规划分局

0464 海淀公园/海淀区规划分局

0465 玲珑公园/海淀区园林中心

0466 圆明园遗址公园的保护与建设/赵知敬郝以群魁宝善

。473 马甸公园/郝以群

0474 翠湖温地公园/海淀区规划分局

0476 石花洞/吴立军

0477 云居寺/吴立军

0479 通州运河公园/北京新城基业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0480 北京野生动物园/刘昕晨

0483 明清皇家苑固南海子开发史话/李丙鑫

0485 北京南海子廉鹿苑建设初期工作的几点回忆/李丙鑫

0487 昌平公园/朱增援

0488 十三陵友谊林/朱增援

。489 金海新辉/丁求真

0491 怀柔园林绿化建设/怀柔区规划分局

0493 雁栖湖/怀柔区规划分局

0495 慕田峪古长城景区/怀柔区规划分局



0497 红螺寺旅游区/北京红螺寺开发旅游公司

0499 妨川广场/田永龙

0500 龙庆峡旅游区/龙庆峡旅游公司

0501 延庆公园绿地的规划与建设/刘洪宝 同志鹰 刘彦生

0504 野鸭湖温地自然保护区/沈丽浑

市区绿化隔离带

0508 关于推动市区绿化隔离带实施工作的记事/赵知敬

0510 四季青乡曙光大队实施绿化隔离带情况/北京海青曙光房地产开发中心

0512 花乡草桥大街实施绿化隔离带/王茂春

0517 大屯乡绿化隔离地区建设情况/孙玉华

0518 万柳地区实施绿化隔离带/代 伟

0520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东环路与京津塘高速路之间绿化隔离带的开发和建设/马 麟

0522 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侧城市绿化隔离带规划与实施/马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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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8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发展与实践/孔繁峙黄威

0535 市领导对首都城市规划设计要注意保护古都风貌的意见/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

公室整理

0538 北京旧城胡同四合院修缮保护工作的成果和思考/孔繁峙

0541 北京老城保护/赵知敬魏礼开

0550 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范围的划定/范耀邦

0552 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魏恪宗摘编

0557 胡同保护规划研究/贾海槌

0560 关于四合院建筑要素参考图集的编制/赵知敬摘编

0563 北京近现代建筑保护与研究/李楠

0572 北京工业遗产调查纪实/王春城

0573 798地区规划随想/王科



0576 751工业遗产保护与利用 / 张军元

0579 市领导昕取市规划院《关于北京旧城风貌保护规划》汇报记录 /北京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办公室整理

0583 工业遗产保护一←文化遗产的新课题/王世仁

0585 工业遗产保护是一朵晚开的花 /周干峙

0587 前门大街整修设计介绍 / 王世仁

0594 前门地区市政建设与保护的有益探索 / 穆样纯

0597 北京旧城中轴线述略 / 王世仁

0607 《北京中轴线建筑实测图典》诞生记 /谷守武摘编

0609 八达岭长城旅游区规划与发展/刘彦生等

0610 从颐和园天坛遗产地外围缓冲区的划定说起 / 耿刘同

0612 夺回古都风貌/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整理

0616 保护古都独特风貌/张铸

0619 2007年中国建筑业回顾 / 马国馨

0621 古色古香的岔道古城/沈丽萍

0623 四个青年规划师的未圆之梦 测绘北京旧城墙的故事 / 孙维绚

0625 回忆保存德胜门箭楼的经过 / 陶宗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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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6 关于开展北京市县域规划的回忆/王 东

0633 北京的卫星城镇规划 /王东

0646 黄村E星城建设史话/李丙鑫

0648 黄村卫星城规划的启示录 / 杨振华

0649 回首二十年 欢喜在心间 / 朱增援

0652 十一陵神路的整治/朱增援

0654 平谷县兴谷工业开发区建设 / 刘长山

0656 密云卫星城总体规划经营城市理念的运用 / 尹广林

0658 房山区区址东移/吴立军

0660 通州卫星城规划建设 / 李宝强

\ 



0661 延庆县卫星城规划与发展/刘彦生

0669 记在总图室地区组工作的日子/王 东

0671 门头沟区建设规划的变迁/门头沟区规划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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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74 我市率先开展编制"土地使用分区规划" 工作/马 麟

0675 北京市开展分区规划工作的情况/董光器

0681 北京城市详细规划/马麟

0682 市区第一版控制性详细规划(1995-1997) /马良伟

0686 长安街天安门广场规划与建设的故事/董光器

0693 天安门广场东西实轴规划与建设/张维德整理

0696 长安街规划研究 (2002版) /赵知敬

0699 毛主席纪念堂总体规划/赵知敬摘编

0703 毛主席纪念堂选址及建筑设计方案的审定过程/赵知敬摘编

0711 毛主席纪念堂大厅背景图案及外檐陶版设计方案的确定/赵知敬

。712 城市竖向规划和管理/陈永德

0715 北京城中轴线定线简况/陈永德

0717 王府井商业区的规划与实施/吴 属

0721 关于拟建小西山森林公园规划/赵知敬

0722 西二环规划和规划管理工作的回顾/陆孝襄

0727 回昧西单商业区控规一一解决市中心商业区交通问题的一次尝试/杨振华

0729 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六图二书" /赵知敬

0731 中央电教馆立面/赵知敬

0732 忆前三门大街的规划与建设/任朝钧



F 册 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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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回顾

0736 新中国成立前的规划与管理/谷守武摘编

0741 首都规划建设管理历程的回顾/申予荣

0743 城市规划管理工作二十年(1955-1986 ) /李玉光

。750 改革开放后的城市规划管理/李 准

0757 城市规划法制建设工作回顾/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法制处

0760 如何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划管理审批运行机制/平永泉 朱云鹏 刘维宁

0765 我的回顾/刘达民

0769 一件难忘的工作/许方

0771 从事规划工作的感悟/赵知敬

0772 违法建设查处工作的调查研究/赵知敬谷守武

规划选扯

0778 奥林匹克公园选址/张岩

0781 燕化公司落户房山的由来/吴立军 王国庆

0783 与火相邻寝食难安 忆燕山石化新生活区梨园镇选址/王东

0786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外交部大楼选址/柯焕章

0788 中华民族风情园选址/赵知敬

0790 中日青年交流中心选址/赵知敬

。791 中央广播电视塔的建设/马家骏



0793 大气污染气象塔选址 / 赵知敬

0794 全国政协住宅用地选址 / 赵知敬

0795 北京商务中心区规划建设回顾/柯焕章

0801 国家图书馆/赵知敬摘编

0802 首都图书馆 / 赵知敬摘编

0804 中华世纪坛 / 赵知敬

0806 十三陵陵区拟建"明朝民族文化村" 一事/ 刘庆余

0809 天窗一一透过北大西墙外规划绿地看到颐和园佛香阁 / 赵知敬

环境整拍

0810 关于全面整治长安街及其延长线 / 赵知敬

0815 2008奥运环境建设规划 /魏科

0827 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范 / 赵知敬摘抄

0830 北京胡同环境整治指导意见

0832 颐和园至圆明园地区环境整治/黄晓堤 周志兰

0834 故宫东北角楼西北角楼景观环境整治/赵知敬

0835 前门箭楼环境整治/崇文区规划分局崇文区园林局

0836 永定门复原与环境建设 / 崇文宣传部

0838 王府井教堂环境整治/ 东城区规划分局

0839 关于南礼士路增加商业网点记事 / 赵知敬

0841 改革开放初期的马路市场/赵知敬

单项租单体工程

0842 使馆区建设/王晓燕

0843 龙潭西里危改项目规划 / 隋一秀

0844 金鱼池的两次改造/崇文区规划分局

0845 简易楼的建设及存在的问题/崇文区房管中心

0846 简议我区简易楼的建设及存在的问题/ 东城区规划分局

0847 天安门广场的丸火莲花灯 / 赵知敬

0848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一一追忆什刹海历史文化区规划管理工作 / 许铭圆

0852 北京三个年代的三组十大建筑/赵知敬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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