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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十三五”时期，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西城区按照“十

三五”时期规划的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城市道路建设工作,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视察北京，对北

京城市发展和交通建设提出了以人为本、健康可持续，绿色出行、

构建和谐宜居之都等要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

也提出了疏解非首都功能，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

目标。西城区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十四五”时期承担着做好

“四个服务”，保障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高效开展工作；保护古

都风貌，传承历史文脉；加强环境整治，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改

善人居环境，加强精细化管理，创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

首善之区等多项重点任务。在上述发展背景下，西城区城市道路

建设也面临着新的要求、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支撑西城区城市

道路发展建设工作，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完成了《北京

市西城区“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

本规划总结了“十三五”时期西城区城市道路建设的成功经

验和存在问题，分析了“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发展面临的形势，

按照西城区功能定位和区域发展的要求提出了“十四五”时期西

城区城市道路发展战略和目标，确定了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并

制定了相关的保障措施。



- 2 -

第一章 规划背景

一、“十三五”时期城市道路建设主要成就

“十三五”时期，西城区城市道路总里程持续增加，路网系

统逐步完善，路网结构趋于合理，路网体系更加畅达，道路建设

效果显著。

（一）城市道路总里程持续增加，路网系统逐步完善

“十三五”期间，西城区共建设城市道路 51 条 24.9 公里，

其中：建设完成 34 条 16.5 公里，在施 14 条 7.2 公里，办理和

推进征收 3 条 1.2 公里。城市道路实现规划里程由“十二五”末

的 248.7 公里增加至 265.2 公里，增加 16.5 公里，规划实现率

由“十二五”末的 64.3%提高至 79%（含文保区内道路）。

（二）路网结构更加合理，路网体系日趋畅达

截至“十三五”期末，完成快速路建设 26.6 公里、主干路

建设 63.0 公里、次干路建设 69.1 公里、支路建设 107.5 公里。

其中共建设新街口北大街、手帕口北街、莲花河东侧路、马连道

北路等主干路 7 条，6 公里，主干路规划实现率 87.7%；建设北

新华街南段、南横西街、丰盛胡同西段等次干路 9 条，5.0 公里；

建设西绦胡同、安德路西段、燕京中街、广安门外南街南段等支

路 35 条，13.9 公里。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比例为

1:2.4:2.6:4,与“十二五”期末 1:2.2:2.5:3.6 的路网级配结构

相比，加大了次干路和支路的建设力度，次、支路建设比例分别

提升 4%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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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重点功能区发展，提升区域居民出行体验

“十三五”期间，西城区强化统筹推进，夯实工作基础，把

控重点环节，分年度有序推进多条重点道路建设。2016 年建设

完成北新华街南段、新文化街西段、莲花河东侧路等 11 条，5.1

公里城市道路；2017 年建设完成广安门车站西街、西绦胡同、

新文化街东段等 10 条，5.2 公里城市道路；2018 年建设完成手

帕口北街、安德路西段、马连道东三号路等 7 条，3.6 公里城市

道路；2019 年建设完成燕京中街、米市东胡同等 3 条，1.4 公里

城市道路；2020 年建设完成龙爪槐胡同、大吉巷西段等 3 条，

1.2 公里城市道路。有效服务了西长安街政务和外事活动出行需

求，金融街科技创新区域、中关村西城园德胜地区出行需求，提

升了广外地区、陶然亭地区居民出行体验。

（四）路网体系更加畅达，道路建设效果显著

“十三五”期间完成了手帕口北街、新街口北大街、莲花河

东侧路、北新华街等主干路项目的建设。一方面增强了西城区南

北向道路连接，弥补了南北向道路缺失的问题，为出行者提供了

更多选择，缓解了西二环等快速路的压力。另一方面，打通了手

帕口北街等常发拥堵路段，通车道路运行速度明显提高，有效缓

解了常发拥堵路段拥堵情况。完成了北新华街南段、南横西街、

丰盛胡同西段、燕京中街、广安门外南街南段等道路的建设，有

效提升了道路微循环系统建设力度，为市民提供了良好的步行自

行车交通环境，有利于提升区域绿色出行比例，提升区域城市活

力。打通南横西街、龙爪槐胡同、嘉祥胡同等断头路、瓶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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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了路网结构，提升了居民出行体验。

“十三五”期间，道路系统的建设对区域路网结构完善，提

升居民出行体验也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广外街道共建设城市道路

15 条，7.3 公里，其中建设完成 9 条，5.5 公里；续建 5 条，1.2

公里，前期 1 条，0.6 公里。道路建设有效缓解了区域交通拥堵，

2018 年 5 月广外区域高峰平均拥堵指数 6.1（含工作日和周末），

2019 年 5 月该区域高峰平均拥堵指数 5.3（含工作日和周末），

下降 13%。区域内主要道路运行速度明显提升，莲花河东侧路、

马连道南街等道路建设完成后运行速度分别提升 20%、10.5%。

“十三五”期间，西城区城市道路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但因受道路征收、居住小区退线困难等因素制约，道路建设

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部分支撑慢行、公交和绿色交通发展的

城市道路尚未实现规划，二是部分常发拥堵路段道路尚未实现规

划，三是部分支撑重点功能区建设的道路尚未实现规划，需要“十

四五”时期重点关注。

二、面临形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十四五”时期规划是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适应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新要求的五年规划，是有序推进北京城市发

展总体目标实现、开启首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五年规划。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进一步明确了北京

城市功能定位及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城市发展目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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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着力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的质量和交通服务的品质。

西城区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

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承载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地区，

是展示国家首都形象的重要窗口地区。紧扣新时期首都功能核心

区的战略定位，创建政务环境优良的首都功能核心区，需要将工

作重心聚焦在履行好“四个服务”的职责上，构建畅通的道路系

统，以更高水平、更大力度做好政治中心的服务保障工作，为党

政军领导机关营造安全优良的政务出行环境。深入贯彻落实历史

文化名城保护要求，建立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需要以人为本，

开展人性化、精细化道路空间和交通设计，从注重道路通行向注

重交通复合功能转变，从单一道路空间设计向空间融合设计转变，

合理分配路权，构建高品质的慢行、公交、绿色交通出行环境。

加强精细化管理，加强道路林荫和景观设计，构建安全、绿色、

舒适、活力的健康道路和街道，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此外，西城

区汇聚了众多重点功能区，尤其是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落户西

城区，为西城区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也对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提出了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要求。

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西城区城市道路建设应进一步明确发

展定位，不断提升交通条件，构建健康绿色的城市道路系统；兼

顾道路建设与旧城保护的平衡；解决道路建设周期与建设时限之

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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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落实

区委区政府历次会议工作部署，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改革

开放为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认识、尊

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完善和调整城市路网规划，为首都“四

个中心”功能建设、“四个服务”水平提升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提

供支撑，突出“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优化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缓解交通拥堵，提升绿色出行比例，提升城市形象。

二、发展思路

面对挑战，西城区应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

《首都功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8 年—2035 年）》等文件

为纲领，以建管并举，优化提升，以人为本，绿色出行为发展策

略，促进城市交通体系的完善，而这一切应以道路建设为支撑，

坚持健康、可持续、绿色的发展理念，支撑“慢行优先、公交优

先、绿色优先”，按照“建设完成一批、续建一批、推进一批”

的城市道路建设思路，开展“十四五”期间城市道路建设工作。

（一）道路建设突出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

道路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以绿色健康为理念，加强服务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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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线路空白和轨道站点接驳的道路建设，加强支撑微循环公交的

道路建设，以通达的道路系统提高公共交通覆盖范围，提升公交

可达性。随道路建设同步构建广泛覆盖、连续安全、环境友好、

彰显文化的步行和自行车网络体系，改善步行、自行车的出行环

境，为绿色出行创造良好条件。

（二）针对不同区域特点，制定差异化的道路建设思路

针对中关村西城园、天桥、白纸坊、陶然亭等不同区域承担

的不同功能，随城市更新、片区改造同步推进微循环道路建设，

以道路系统建设支撑“四个中心”建设，突出历史文化保护，服

务棚改项目及周边居民出行需求，依据不同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城

市道路发展思路。

（三）以畅通的道路系统支撑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建设

为提升出行品质，围绕缓解西城区交通拥堵工作，打通断头

路、改善瓶颈路，优化结构，结合城市更新大力建设次支路，加

强常发拥堵区域内道路建设，以畅通的道路系统支撑首都功能核

心区的建设，加强代征道路移交管理，提高路网密度，推动道路

系统更高水平成网。

（四）以道路系统建设提升城市形象

“建设一条路，靓丽一条街”，通过城市道路建设提升城市

形象，展现城市独特景观，体现地域特色及历史风韵，综合考虑

地上与地下空间设施统筹协调，通过林荫道路建设，提升道路绿

带景观，满足交通通行功能，创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人道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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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支撑和谐西城发展。

（五）以道路系统建设支撑海绵城市发展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

办发〔2015〕75 号）、《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京政办发〔2017〕49 号）文件要求，通过

海绵城市建设，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改变雨水快排、

直排的传统做法，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步行街、停车场、广

场等扩大使用透水铺装。

增强城市绿地海绵体功能，基本消纳自身雨水，并为周边区

域提供雨水蓄滞空间。公园绿地、街旁绿地要结合周边水系、道

路、排水设施等合理确定竖向高程，因地制宜采用雨水花园、下

凹式绿地、小微湿地、旱溪等形式，优化雨水径流路径，增强蓄

洪排洪能力，削减面源污染。道路两侧绿化带采用生物滞留池、

植草沟、生态树池等形式，充分接纳路面径流雨水。充分利用再

生水厂周边绿化空间，建设具有净化初期雨水、调蓄周边雨洪水、

提高再生水水质功能的湿地。

三、规划原则

西城区“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与北京中心城道路建设发展目标保持一致，结合西城区

发展定位及区域特色，老城道路不再拓宽；

二是贯彻“窄马路、密路网”理念，保证路网整体功能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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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系统协同，注重路网功能与级配结构；

三是以人为本，新建道路设计和建设时，道路空间资源首先

应优先满足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出行需求，将绿色、健康、

安全、舒适的理念融入到道路建设中，构建路权无侵犯、设施无

占用的城市道路；

四是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机结合，与城市生态环境、城市

景观相协调。在道路横断面设计、交叉口设计、景观环境设计、

街道设施设计、交通组织管理等方面体现老城特色，为步行和自

行车出行创造更加良好条件。

四、规划目标

结合西城区发展要求，对区内道路进行适当的调整优化，建

成系统完善、级配合理、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道路网络系统，

改善西城区绿色交通出行环境，提升居民出行品质，有效支撑和

谐宜居示范区和功能区建设。具体目标如下：

西城区城市道路规划实现率由 79%提高到 82%；

实现规划的道路网总里程由 265.2km 提高到 274.2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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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重点任务

贯彻“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发展理念，优先

考虑完善城市交通系统，支撑中关村西城园以及历史文化、科技

创新和特色产业等重点功能区建设，满足棚户区居民出行需求等，

同时结合道路实际实施条件、资金条件等因素，综合打分排序，

提出“十四五”时期西城区城市道路建设任务。

一、道路建设提升绿色出行品质

按照“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的理念，在道路设

计断面安排上向行人、自行车、公交倾斜，提升绿色出行的品质。

推进前青厂路、自新路、里仁路等 8 条，3.9 公里道路建设，提

升步行环境，构建和谐宜居新城区。

表 1 “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提升绿色出行品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里程（米）

1 白纸坊东街 主干路 897

2 半步桥街（东西向） 支路 318

3 前青厂路 支路 270

4 半步桥街（南北向） 支路 655

5 自新路 支路 303

6 里仁街 支路 888

7 前秀才胡同 支路 260

8 永光东街 支路 330

合计 3921

二、道路建设支撑西城历史文化建设

构建集交通功能、道路景观于一体的城市道路，展示历史文

化。推进陶然亭等主干路，永安路、北纬路、珠朝街、先农坛西

路等次支路共 6 条，3.7 公里道路建设，构建良好步行环境，服

务天桥文化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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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支撑历史文化发展）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里程（米）

1 陶然亭路 主干路 1112

2 北纬路 次干路 1172

3 永安路 次干路 458

4 珠朝街 支路 195

5 先农坛西路 支路 459

6 燕京北街 支路 257

合计 3653

三、道路建设支撑科技创新发展

提升中关村西城园等重点区域出行环境，加强中关村西城园

德胜地区道路建设。完善百万庄西一路、鲍家街等 4 条，2 公里

道路建设，以通达的道路系统提高公共交通覆盖范围，改善步行、

自行车系统的出行环境，支撑交通一体化示范区、慢行系统示范

区和智慧公交示范区建设。推进五路通小街、什坊街、德胜西街

及校场口胡同、什坊西街等 7 条，2.3 公里道路建设，完善中关

村西城园德胜地区次支路系统建设，支撑科技创新发展。

表 3 “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支撑科技创新发展）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里程（米）

1 受壁街 次干路 960

2 百万庄西一路 支路 450

3 四十四中东侧路 支路 220

4 鲍家街 支路 340

5 五路通路 主干路 350

6 德胜西街及校场口胡同 支路 440

7 五路通小街 支路 170

8 什坊街 支路 458

9 五路通北街 支路 496

10 什坊西街 支路 140

11 林家胡同 支路 235

合计 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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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建设支撑特色产业升级

完善特色地区道路系统，支撑特色产业升级。推进广安门车

站西一号路、马连道东二号路等 10 条，3 公里道路建设，继续

完善广外地区主、次干路建设，加快特色地区产业升级。

表 4 “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支撑特色产业升级）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里程（米）

1 红居北街东段 次干路 122

2 老墙根中段 次干路 432

3 马连道东二号路 支路 430

4 茶马北街西口 支路 112

5 报国寺东夹道 支路 400

6 椿树馆街 支路 257

7 广安门车站西一号路 支路 550

8 广安门车站西二号路 支路 180

9 马连道东街 支路 406

10 白菜湾四巷 支路 150

合计 3039

五、道路建设服务棚户区改造

完善棚户区改造项目周边道路系统建设，服务居民出行。推

进菜园东巷、枣林东路、崇效胡同等 10 条 2.2 公里道路建设，

支撑白纸坊地区棚户区改造，提升步行环境，构建和谐宜居新城

区。

表 5 “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服务棚户区改造）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里程（米）

1 菜园东巷(枣林二巷) 支路 265

2 枣林东路(枣林一巷) 支路 264

3 崇效胡同 支路 318

4 白纸坊胡同 支路 337

5 南菜园街(白纸坊西巷) 支路 318

6 南菜园路(造纸胡同) 支路 144

7 光源里西路 支路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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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光源里南街 支路 138

9 信建中路 支路 134

10 消防站北侧道路 支路 134

合计 2236

完善道路网络系统，改善出行环境，有序推进前青厂路、马

连道东 2 号路等新建道路高标准实施，同步完成新建道路的交通

设施配套建设，优化新建道路断面和街道空间。为更好地支撑慢

行、公交、绿色交通系统建设，提升居民出行体验。在道路建设

和设计阶段，道路横断面根据道路功能、等级、红线宽度确定，

尽可能选择多幅路，由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分隔带、路侧带

组成。道路两侧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与机动交通系统同步规划、

设计、建设和交付使用，且连续不间断。非机动车道安排在机动

车道与人行道之间，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需连续；车道内不得设

置妨碍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行的设施。非机动车道不得与人行道共

板设置。道路两侧的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内不得设置机动车停车

泊位。强化交通空间无障碍设计，实现无障碍设施全覆盖。

“十四五”期间西城区共计划建设 45 条，共计 17.1 公里，

其中建设完成 20 条，9 公里。

表 6 “十四五”时期城市道路规划

序号 分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道路

长度

（米）

红线

宽度

（米）

起止点 所属街道

十三五结转 8387

1 1

德胜西街

及校场口

胡同

支路 440 20

德胜里西路

西口-德外大

街

德胜

2 2 陶然亭路 主干路 1112 40
菜市口大街-

太平街
陶然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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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珠朝街 支路 195 15
南横东街-红

土店胡同
陶然亭

4 4
马连道东

二号路
支路 430 25

红莲南路-马

连道南街
广外

5 5
红居北街

东段
次干路 122 30

南新里三巷-

手帕口南街
广外

6 6
茶马北街

西口
支路 112 25

西站南路-茶

源路
广外

7 7 受壁街 次干路 960 20
西二环-赵登

禹路
新街口

8 8 北纬路 次干路 1172 50
虎坊路-天桥

南大街
天桥

9 9
百万庄西

一路
支路 450 15

车公庄大街-

百万庄大街
展览路

10 10 永安路 次干路 458 35
东经路-前门

大街
天桥

11 11
老墙根中

段
次干路 432 35

下斜街-广安

胡同
广内

12 12
白纸坊东

街
主干路 897 40

右内大街-菜

市口大街
白纸坊

13 13
四十四中

东侧路
支路 220 18

月坛南街-三

里河南横街
月坛

14 14
报国寺东

夹道
支路 400 20

善果胡同-广

内大街
广内

15 15 椿树馆街 支路 257 25

广安门车站东

街-广安门南滨

河路

广外

16 16

广安门车

站西一号

路

支路 550 20
莲花河路-车站

西街
广外

17 17

广安门车

站西二号

路

支路 180 15
西一号路-西

三号路
广外

“十四五”新增 8721

18 1
半步桥街

（东西向）
支路 318 25

右安门内大街-

半步桥街（南北
白纸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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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19 2
五路通小

街
支路 170 15

五路通街--

德胜门外大

街

德胜

20 3 前青厂路 支路 270 25
永光东街-东

椿树胡同
椿树

21 4
半步桥街

（南北向）
支路 655 25

白纸坊东街-半

步桥街（东西

向）

白纸坊

22 5 自新路 支路 303 15
白纸坊东街-里

仁街
白纸坊

23 6 里仁街 支路 888 25
右内大街-菜

市口大街
白纸坊

24 7
前秀才胡

同
支路 260 20

阜成门北大街-

西直门内南小

街

新街口

25 8 什坊街 支路 458 15
黄寺大街-什坊

西街
德胜

26 9 五路通路 主干路 350 50
德外大街-人

定湖公园
德胜

27 10
五路通北

街
支路 496 20

黄寺大街-五

路通路
德胜

28 11 什坊西街 支路 140 15
五路通北街-

什坊街
德胜

29 12 鲍家街 支路 340 20

太平湖东里-

新文化街西

段

金融街

30 13 林家胡同 支路 235 15
教场口街-安

德路
德胜

31 14
先农坛西

路
支路 459 20

燕京北街-陶然

亭游泳场北路
天桥

32 15 燕京北街 支路 257 20
太平街-先农

坛西路
天桥

33 16
马连道东

街
支路 406 15

莲花河西侧路-

马连道东二号

路

广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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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7
白菜湾四

巷
支路 150 15

广安门南滨河

路-广安门外南

街

广外

35 18 永光东街 支路 330 20
香炉营头条-

前青厂街
椿树

36 19

菜园东巷

(枣林二

巷)

城市支路 265.43 15
崇效胡同-枣

林前街

白纸坊街

道

37 20

枣林东路

(枣林一

巷)

城市支路 264.15 12
崇效胡同-枣

林前街

白纸坊街

道

38 21 崇效胡同 城市支路 318.33 20
菜园街-白纸

坊胡同

白纸坊街

道

39 22
白纸坊胡

同
城市支路 336.94 20

白纸坊西街-

崇效胡同

白纸坊街

道

40 23

南菜园街

(白纸坊西

巷)

城市支路 318.25 15
菜园街-白纸

坊胡同

白纸坊街

道

41 24

南菜园路

(造纸胡

同)

城市支路 144.47 12

白纸坊细节-

南菜园街(白

纸坊西巷)

白纸坊街

道

42 25
光源里西

路
支路 182.655 15

里仁街-光源

里南街

白纸坊街

道

43 26
光源里南

街
支路 138.33 15

光源里西路-

半步桥街

白纸坊街

道

44 27 信建中路 支路 133.78 15
白纸坊南街-

里仁街

白纸坊街

道

45 28
消防站北

侧道路
支路 133.581 9

半步桥街-半

步桥南街

白纸坊街

道

合计 17108

第四章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统筹协调力度

依托西城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平台，形成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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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密切沟通、相互配合、协同作战的工作机制，

统筹协调道路建设中规划方案、拆违、征收、工程建设等具体问

题，高效推进全区道路建设。

二、加强道路前期设计

按照“以人为本”的理念，在道路设计阶段加强道路断面设

计、交叉口设计与绿化景观、生态环境、城市公共设施等的统筹

协调，加强地上林荫道路建设与地下空间市政管线铺设位置的统

筹协调，为道路建设阶段更好的支撑慢行系统建设、公交优先通

行以及提升城市形象奠定基础。在保证道路基本功能的前提下，

道路横断面设计尽量保留较宽的绿化带，横纵坡设计、路缘石、

雨水口、路肩边沟等设计选择突出渗透效果，支撑海绵城市建设。

三、坚持拆违促征收工作机制

“十四五”时期西城区在严控规划道路红线内及道路沿线新

增违法建筑的同时，继续加大市政道路建设前的拆违力度，努力

实现拆违促征收的良好效果。同时，对已启动的征收遗留项目，

继续加大裁决和司法执行力度，使道路建设项目能够尽早开工建

设。

四、做好群众工作，确保安全稳定

城市道路建设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无论是道路征收还是建

设阶段都会对群众生活带来影响，为了将好事做好，各建设单位

既要完成道路建设任务，又要充分考虑群众利益、诉求，与各职

能各部门、属地街道办事处密切配合，积极沟通，做好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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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安全稳定。

五、建管并行，提升道路承载能力

为保障城市道路建成后充分发挥效果，相关部门要加强建成

通车道路的交通秩序管理及停车管理等工作。坚持次支路建设，

将有条件的胡同逐渐纳入到交通管理体系，加密路网结构，完善

路网体系，逐步实现“窄马路、密路网”工作目标，不断提升道

路系统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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