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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城市品格韵味
城市文明史昭示我们，水是

城市生命之源，大江大河孕育了
古今中外的名城。正是有了浩浩
汤汤的尼罗河滋养，才有了延续
数千年繁华的开罗城；正是有了
泾水、渭水等形成的“荡荡乎八
川”的呵护，才造就盛世大唐的
长安。

历史回拨 2200 多年，河北
人 赵 佗 趁 秦 末 群 雄 “ 逐 鹿 中
原”的历史大变局，自我“加
冕”为南越王。他看中了这块
背倚番、禺二山，面朝珠江的
宝地，营造自己的王都。自此
以降，历经三国、魏晋、南北
朝、隋唐，特别是宋明清的建
设 ， 广 州 形 成 了 “ 六 脉 皆 通
海 、 青 山 半 入 城 ” 的 基 本 格
局，拥有了千年城址不变，山
水城市格局一以贯之的鲜明特
色，保持了我国古代唯一的对外
通商口岸的独特地位。民国时
期，依托珠江航道，近代工商业
得到长足发展。新中国成立至
改革开放前夕，广州逐步跨江发
展，城市空间格局沿珠江水系前
后航道进行扩张，广州的城市
生产、生活沿珠江集聚，呈带
状发展。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广州经
开区的建设，广州拉开了向东拓
展的序幕。在“东进、西联、南
拓、北优、中调”的“十”字空间战
略引领下，珠江新城的建设强有
力 地 拉 动 广 州 东 拓 的 建 设 步
伐。广州国际金融城、琶洲互联
网 创 新 集 聚 区 、 琶 洲 会 展 中
心、广州大学城、南沙自贸区
等城市重要区域均沿珠江集聚
分布。珠江沿岸城市地区已成
为了广州现代化大都市的标志
和形象窗口。

回归城市生命之源
如果说古代广州因水而兴、

得水而美、缘水而盛靠的是城市
建设的朴素直觉，那么今日的广
州在城市规划与设计方面明确提
出回归母亲河珠江，则是基于城
市科学的高度自觉。2016 年 8
月，广州市通过了《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要求要着眼于沿珠江
水系的城市空间发展，“以珠江
为脉络”形成网络空间结构，沿
珠江水系前后航道的中心城区规
划引领集聚高端要素，优化提升

“一江两岸三带”。实施意见强
调，塑造依山、沿江、滨海特色鲜
明的城市风貌，形成鲜明的北部
山区、中部中心城区、南部滨海城
区的整体城市风貌，实现珠江经
济带、创新带、景观带的高度融
合，以经济带推动景观带科学建
设、以景观带为创新带提供空间
支撑、以创新带为经济带注入创
新动能。

立足广州的自然禀赋和历史
文脉，着眼于沿珠江水系的城市
空间发展，以珠江为脉络，以生
态廊道相隔离，以高快速路和快
速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构建枢纽
型网络城市空间格局。

在空间上重点建设“三大国
际战略枢纽”、黄金三角区，形
成多点支撑的发展格局。沿珠江
水系，前后航道的中心城区通过
规划引领集聚高端要素建设国际
科技创新枢纽，黄埔大桥至珠江
口水道区域打造国际航运枢纽，
流溪河至北江区域立足空港经济
区、广州北站地区建设国际航空
枢纽。系统整合全市域的枢纽与
节点、网络与连接，提升城市能
级，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高
水平规划建设珠江新城、广州国

际金融城、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
区融合发展的黄金三角区，形成
珠江两岸泛CBD，构筑广州国际
级大都市平台格局。

在风貌上形成三大风貌分
区，由北至南形成山林郊野、流
溪田园、古今都市、岭南水乡、
滨海湾区等特色景观风貌。依托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在宏观层面
上构筑山水、都市、文化、民生
四大骨架，市域范围内形成北部
自然生态、中部现代都市、南部
滨海新城三大特色风貌区，形成
以珠江景观带为串联的枢纽型网
络城市风貌。

打造三十公里精品
广州以“百年精品、百年城

市”为总目标，将城市精品浓缩
到三个十公里精品珠江景观带重
点区段。三个十公里西起白鹅潭

（大坦沙岛尖），东至南海神庙，
河道全长约34公里，涉及土地面
积约 78.49 平方公里，约占广州
市域面积的1%。

西十公里从白鹅潭到广州大
桥，以中西合璧为特点，展现城
市变迁的花园式滨水长廊；中十
公里从广州大桥到琶洲岛东端，
以现代多元为特点，凸显大都市
文化魅力和创新集聚特色的岭南
水岸；东十公里从琶洲岛东端到
南海神庙，以生态低碳为特点，
展现活力与开放的现代化港城。

在设计策略上，从激发产业
活力、增强文化传承、打造品质
空间、彰显人本关怀、创新公众
参与等五个方面，精细化、品质
化设计营造珠江滨江空间。

激发产业活力，重点疏解珠
江沿岸低端低效业态，融入艺术
文化、城市消费、观光旅游、创
意办公、展示展览等高品质业态
类型，让滨江成为公众日常生活
与工作的公共空间。

增强文化传承，深入认知并
传播长堤中西合璧的近代文化与
鱼珠、南海神庙的岭南海丝文
化，通过历史建筑的洗刷修缮、
街道肌理的再现恢复、本土元素
的活化利用、公共艺术的植入营
造、工艺材质的精益求精，让广
州中西合璧、现代多元、生态活
力的城市风貌深入人心。

打造品质空间，将长堤、圣心
大教堂、海心沙等珠江沿岸重要的
城市节点精细打造为广州城市客
厅、广州城市目的地，以两岸贯通
计划为切入点，利用滨江路径贯通
连接城市目的地，以“断点变焦
点、通道变路径”为理念，打造高
品质网络型的珠江滨江空间。

彰显人本关怀，在沿江空间
的细节塑造中，以人为本，融入

“小转弯半径”的人性化街道设
计理念，形成“道路—街道—街
区”的理念转变，设计建造环境
宜人的街道街区、连续安全的无
障碍设施、通畅连贯的慢行空
间、明亮安全的桥头空间、舒适
美观的城市家具、柔和协调的夜
景照明、适宜停留的公共广场、
生态亲水的滨江驳岸等。

倡导公众参与，更多地考虑社
会发展与公众的实际需求，通过互
联网大数据收集人群活动信息、策
划滨江骑行等活动了解公众对现有
滨江空间的感知感受。通过公众参
与的创新形式与创新内容，让更
多的人群关注珠江两岸，关注广
州城市的发展，将公众的智慧凝
结为珠江景观带的规划成果。

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近日表示，广州将提升示范路建设水平，覆盖
全市11个区，做到“一区一条示范路”，总计完成
超过 22公里的示范路建设。从目前已经进行的示
范路建设来看，亮点纷呈，有小转弯半径、一杆
多用、慢行系统、道路变截面、精细施工等诸多
新设计元素，引来一片点赞，赢得“道亦有道城
有所成”的美誉。

从“交通性道路”到“生活性街道”

随着经济发展，城市道路设计更加重视机动
车效率，对步行和慢行系统关注不足。机动车交
通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固然重要，但从城市品质
和竞争力考量，道路和街道的建设应该回归以人
为本，加强多种交通方式的协调整合，进而促进
城市交通的多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交通
性”到“生活性”的转变，实现“城市道路”到

“城市空间”的转变，塑造生态、绿色、宜居的城
市环境。

预计于今年上半年出台的 《广州市城市道路
全要素设计手册》 将充分体现上述理念的转变，
为城市道路品质化建设及城市环境品质化提升提
供新规范，探索建立长效机制。

从“单一工程性”到“整体环境”

在示范路建设过程中，广州市改变以往偏重
结构设计，不重视功能和景观设计的弊病，在传
统设计模式基础上，针对整体的街道空间环境，
构建新型设计流程框架，融入功能设计和景观设
计部分。改变以往市政设施各要素的设计规范只
满足功能上的要求，缺少整体空间环境品质提升
方面的指引的状况，制定相应分区分功能的高品
质提升设计指引。

同时，着眼“一路一品质”，在城市道路建设
中，整体提升城市的空间立体性、平面协调性、
风貌整体性和文脉延续性，打造多层次、丰富的
城市街道空间及完善的标识系统，使城市空间更
通透开阔、建筑更有美感、道路更加顺畅、行人
更加舒适。

从“粗放型管理”到“精细化导控”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广州已进入城市建设
的高级阶段，粗放型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正在向
精细化转变。把“宜居城市”与高品质生活环境
作为城市发展总目标，加强城市道路及附属市政
设施品质化与精细化管理，梳理现行设计规范和
技术规程，建立精细化的设计管控模式，才能产
生精细化的城市。

《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通过对道
路空间、建筑退缩空间、室外的公共空间等市政
设施各类要素进行导控，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设计
与管理体系。只有注重细节的设计，才能有效提
升城市的环境品质。

另外，广州市极为注重精英工匠的培育。好
的设计理念没有好的工匠，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最终落不了地。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
2016年 12月举行了首届建筑工匠技能擂台赛，推
动了行业健康发展，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应。据
悉，该擂台赛将形成常态机制，注重“工匠库”
的培育，为建设品质城市奠定人才基础。

从“千城一面”到“特色气质”

城市景观形象来源于道路景观的总体印象，而
道路景观则是设施要素的集合。道路要素的设计和
建设，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从地域文化出发，
从环境特性出发，朴实而适宜地在造型、材质、
色调以及细部设计上进行符合城市特征的处理，
体现城市性格。《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
册》 将文化渗透到城市道路要素中，提高城市文
化内涵、延伸城市文脉；将历史渗透到城市道路
要素中，延续城市历史气韵，同时烙上现代风格
的印记，营造新的历史感。

未来的广州城市道路建设上，将更着眼“一路
一景观”，通过注入文化元素，突出城市道路建设
中的传统文化、自然生态和历史遗迹保护，传承广
州文脉；围绕云山珠水，突出岭南风格，突出重点
区域，分阶段、分层次、因地制宜地丰富城市内涵。
未来广州的美好蓝图将在城建人手中打造成型。

广州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区城市设计又增新
的亮点。近日，广州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审
议通过了琶洲西区近期设计情况的议题，将在腾
讯、阿里和唯品会三个地块北面建滨江立体公园

（暂定名），地面首层与现有有轨电车站 （LRT）、
公园、交通站场、水巴码头等相连，二层平台架
空 7.6 米、面积近 1.2 万平方米，成为一个市民观
景、休闲的大花园；而且二层平台与琶洲西区内
19个地块的二层连廊相通。

广州“十三五”规划提出优化提升一江两岸
三带 （珠江两岸经济带、创新带、景观带），提升
环境品质，并高水平规划建设琶洲互联网创新集
聚区，形成广州科技进步新引擎。琶洲互联网创
新集聚区吸引了腾讯、阿里、复星、唯品会、小
米、国美等互联网巨头进驻，截至 2017 年 2 月，
已提交 14个项目方案进行审查和优化调整，其中
12个项目已开工。

规划中的滨江立体公园 （暂定名） 正好位于
珠江景观带“中十公里”和琶洲互联网创新集聚
区的交汇处，紧邻珠江，与珠江新城隔江相望。

广州市国土规划委还透露，腾讯、阿里和唯
品会三个地块均已完成建筑初步方案。为充分利
用滨水资源，方案均通过单独平台不同程度向滨
江延伸，但业主方提供的三个公共平台 （连廊）
风格形式差异较大，公共平台之间缺乏联系，而
且与现状 LRT 线位存在一定矛盾，难以实施落
地。为此，开展了滨江立体公园的规划，该项目
实际上是一个大型的“空中绿道”，北接珠江，西
接保留水面公园，东至华南快速路西侧绿地。用
地范围面积约48340平方米，地面首层部分分别与
现有 LRT、公园、交通站场、水巴码头等相连；
二层平台架空7.6米，与腾讯、阿里、唯品会地块

建筑相连，二层平台近1.2万平方米，增加立体绿
化面积约5000平方米。

据了解，该项目是广州规划建设的首个城市
“空中绿道”。其规划注重四大原则：互联互通、
无障碍设计、舒适宜人和公共开放。据悉，滨江
立体公园是琶洲西区立体步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在二层与建筑室内公共空间联系，并通过
二层公共连廊与琶洲西区 19个地块相连、通过公
共垂直交通模块与地面首层和地下公共空间联
系。此外，该公园还组织起周边景观资源 （如保
留水面公园、绿地公园、珠江等），公共交通资源

（公交首末站、水巴码头、LRT站） 及开发地块建
筑，实现滨江资源在立体上互联互通。人流可通
过滨江立体公园二层平台进行转接，实现从建筑
室内到达公交首末站、水巴码头、LRT 站等交通
接驳点以及滨江区域。

除构建立体步行系统外，该“空中绿道”以
人体尺度为参考，设置适宜人体活动的步道、坡
道，绿化、小品以及休息设计和看台。主要选用
木质地板、金属栏杆等较为亲和的材料以及轻巧
的结构，配合绿化植被，营造绿意充盈、丰富多
样和舒适宜人的景观环境。据悉，二层平台长约
400 米，进深约 115 米，北侧沿江平台宽度 11 米，
基本与 LRT轨道宽度一致，确保结构落柱不影响
LRT轨道；在滨江区域预留至少3米退缩，可供市
民散步跑步，以保证滨江步行的连续性，并且不
破坏珠江堤防，保障珠江行洪安全。

二层平台上种花种树，是一个真正的花园。
据悉，植物配置主要选用华南地区本土植物。为
了使平台结构更为轻巧，覆土厚度采用多种深度
组合。未来这里不仅是市民休闲、漫步、观景和
运动的特色场所，也是眺望珠江新城的绝佳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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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的江面上波光粼粼，偶而有水鸟掠
过，白色的游船穿越海珠桥优美的弧线，缓
缓行进，随波跳跃的江水温柔地拍打着堤
岸，堤岸上一棵棵大榕树荫翳蔽日、苍翠欲
滴，游人们迎着江面吹来的和煦的风，徜徉
在榕树浓浓的绿荫下。极目远眺，广州塔曼
妙的身姿在江面升腾起的雾霭里隐约可见。
这里是广州海珠广场之畔的沿江路，站在这
里，千里珠江胜景的精华所在奔来眼底。

越过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往海珠广场
东北约10公里，就是“羊城第一秀”白云山。
登山远眺，可览广州全城和珠江三角洲浩瀚
平原；向东南约80公里处，从云贵高原一路
奔流而下的珠江，终于在历经2300多公里跋
涉后，拥入浩瀚大海的怀抱。

江、山、海，广州城在这样雄壮、辽阔
的天地间，创造了激动人心的商业历史，书
写了光照今古的人文传奇。

花城拟建首个“空中绿道”
刘怀宇

道亦有道 城有所成
——广州城市示范路建设获点赞

中十公里精品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效果图中十公里精品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效果图

东十公里精品珠江景观带重点区段效果图

西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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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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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广州风光

本报记者 张保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