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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下足下足““绣花绣花””功夫功夫 筑牢规划服务支撑筑牢规划服务支撑

“以前这里‘鸟迹罕至’，如
今有栖息鸟类46种近700只！”
在番禺海鸥岛红树林海岸升级改
造与生态修复项目现场，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番禺区分局负
责该项目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正
成为番禺一处观海的新场景。

海鸥岛位于番禺区石楼镇，
东侧岸线原有的红树林区域一
度还存有水上餐饮店，水体等生
态环境遭到污染和破坏。为了
修复海鸥岛海岸线生态环境，广
州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成功获
批省级专项资金4400万元，现
已修复海岸线3.91千米，新种植

红树林面积6.7公顷。目前，该
区域红树林成活率达91.6%，生
物多样性成效正逐步显现。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近年来，广州
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结合特大城
市的山林、河湖、湿地、海洋等多样
化自然资源，将生态修复与人民
需求相适应、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相结合，构建市民与多种动植物
和谐共栖的美丽家园。例如，南沙
区蕉门河和凤凰湖生态修复后，
原来裸露危险的采石坑变成了美
丽安全的公园，原本荒凉的蕉门
河道也变身“十里花廊”，滨水两

岸成为南沙区行政、文化、商务中
心及市民休闲游憩的重要场所。

大有大修复，小有小整改，
广州在生态修复方面探索了多
种途径。2022年末，白云区同和
街金湖花园犀牛角崩塌地质灾
害风险点治理暨生态修复工程
启动开工。这是在广州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白云区分局的动
员和指导下，由社会力量集资对
该地质灾害风险点进行治理，同
步进行生态绿化修复。不久之
后，犀牛角边坡将重新披上绿
装，金湖花园及其周边也将变得
景致更美、人气更旺。

近期，广东省广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广州

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

2035 年）（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专项规划》），通过强

引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

支撑。

近年来，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城市工作、自然资源管理

的重要论述，以党的最新理论

成果指导广州构建美丽国土

空间格局，助力广州数字化、

绿色化、国际化转型，不断为

推动“四个出新出彩”（即综

合城市功能、城市文化综合

实力、现代服务业、现代化国

际化营商环境四个方面出新

出彩）添砖加瓦。

■姜晓丹 胡 斌

据介绍，《专项规划》是广
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经过3
年调查研究后推出的。《专项规
划》立足广州粤港澳大湾区核
心引擎定位，衔接“南建面海新
城、北筑产业极点、东立综合门
户、西联广佛同城、统筹山城湾
海、贯通功能走廊、壮大合作腹
地、强化湾区核心”的发展策
略，明确城市更新重点区域，实
施差异化更新策略。

基于广州市域总体空间格
局，《专项规划》划分了中心城
区核心区、中心城区和周边城
区、外围地区三片更新区域，提
出总体更新导向，持续优化城
市结构，维育山、城、湾、海、江、
田的区域山水大格局。立足区

域历史本底、现状建设、功能定
位等差异细分二级分区，分别
明确提质增效、民生改善、环境
提升等不同更新导向，整体推
动区域高品质发展。

面向项目具体实施，《专项
规划》结合规划重点管控要素，
针对历史文化传承活化型、重
点平台型、重大基础设施型、人
居环境提升型、新城新产业区
型、乡村整治提升型等不同类
型更新项目，围绕促进生态修
复、产业发展提质、人居环境提
升、社会协同治理等不同导向，
因地制宜明确更新模式与实施
路径，满足城市个性化、特色化
发展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专项规

划》突出优化布局支撑制造业
立市，至 2025 年推进村镇工
业集聚区项目246个。同时，
《专项规划》也坚持生态文明
理念，推进国土生态修复与环
境治理，有序退出位于城市山
体森林、水系湿地和耕地资源
周边保护地区内的低效存量
用地，因地制宜采用拆违建
绿、留白增绿等方式，实现绿
色生态发展，推动宜居生态环
境改善；全面落实城市发展战
略，以高质量为要求精准实施
城市更新行动，助力实现广州

“美丽宜居花城 活力全球城
市”愿景。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党组书记孙玥表示：“《专项规

划》的出台，是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市指示批示精神，立足
广州焕发老城市新活力和‘四
个出新出彩’责任使命，秉承勇
为人先、敢闯敢干的做事精神，
攻坚克难、积极创新的结果。
《专项规划》向上衔接《广州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落实战略目标、国
土空间格局构造、规划分区、重
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出城市
更新的目标、规模、分区、分类、
分步骤策略等；向下传导城市
发展战略意图，引导城市更新
工作有序开展，通过‘建机制、
定路径、划分区、落重点、控节
奏’，传导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引领城市高质量更新。”

2023年春节前，广州著
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广
州白云区投建的首批厂房
顺利封顶。此前，该公司仅
用1天就同时拿到了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人防工程报
建审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施工许可证。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率先在全市实现“带方
案”出让工业用地“四合一”
审批，创下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的广州速度。“我们的党
员干部主动深入企业，了解
审批程序方面现存的问题
及企业方的需求，并及时与
相关部门协调，这样才使得

‘四证合一’审批得以实
现。”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白云区分局党组书记
公晓莺说。

这正是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不断深化审批制度
改革，提高一体化政务服务
能力与服务水平，提升自然
资源领域营商环境的缩影。

近年来，广州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围绕聚焦经营
主体关切，以推进国家营商
环境创新试点为契机，对标
国际先进水平，不断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优化营
商环境。通过靠前服务，主
动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和不动产权证，提前开展
设计方案审查服务，将拿地
前的等待期变成项目推进
的加速期，实现“交地即交
证”“拿地即开工”；持续推
进“一件事一次办”，实行

“机审+承诺制”，不断提高
规划资源审批效率；提升不
动产登记、登记信息查询等
业务便利度，推动不动产登
记改革5.0版本落地见效。

近期，广州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持续推出助企纾
困改革措施。推出“助企纾
困二十二条”、不动产登记

“便民暖企十二条”等举措，
聚焦企业体验感、获得感，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推
出助企纾困措施，促进广州
经济社会发展。

“未来，我们还会持续
推出助企纾困措施，推出更
多场景式、套餐式、主题式
的集成服务，为经营主体提
供更高质量的规划资源审
批服务，真正让企业在规划
资源部门就能感受到广州
优质的营商环境。”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审批管
理处处长夏利芬说。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局长邓毛颖表示：“我
们要狠抓大产业、大平台、
大项目、大企业、大环境，推
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
聚，实行土地要素跟着项目
走，打造成片连片工业园
区。研究出台支持我市制
造业发展的相关政策，进一
步引导产业集聚发展、强化
制造业用地保障、提升存量
产业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制
造业用地成本、加快推进制
造业项目投资建设，筑牢经
济行稳致远、赢得竞争主动
权的根基。”

近日，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34号大院一座老旧大楼外加装
的“Y”字型电梯成为了新晋网
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既是民生
工程，也是民心工程。广州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秉承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为群众办实事、
解难题，凝聚党群合力，构建“政
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工作机
制；协调各基层党组织会同电梯
企业、设计单位、社区规划师、法
律顾问、志愿者，在全市各区成立
11个旧楼宇加装电梯服务中心，
为群众提供从咨询到设计、从报
建到管养的全流程服务；搭建议
事平台，依托2805个标准化城乡
社区村（居）民议事厅，把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工作列为重要议题，
采取公众参与、商议解决、共同推
动等方法，先后协商咨询服务
8000余次，破解难题98个，推动
5315部电梯成功加装。

近年来，广州市规划与自然

资源局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
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坚
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
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
暖民心举措，关注与人民生活息
息相关的社区项目。

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
面，广州积极探索实现历史文化
资源保护活化、历史格局恢复延
续、产业功能更新、环境治理与公
共服务能力提升等统筹兼顾的多
元化路径，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
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绿色发展的新
路径。在全国率先出台《广州市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的实施意见》，实施名城
保护五年行动计划，已认定公布
828处历史建筑、1206处传统风
貌建筑，正推进改革开放优秀建
筑、传统风貌道路等保护对象认
定，加快构建具有广州特色的城
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打造
了永庆坊、北京路、沙面、新河浦、

TIT创意园等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典范区域和诚志堂、华安楼等历
史建筑活化利用精品项目。

在营造社区小微空间方面，
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实事，不
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广州市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率先探索社区设计师工作模式，
坚持共同缔造，344名社区设计
师入驻全市城乡社区，持续推进

“社区事·专职做”“社区事·大师
做”“社区事·街坊做”三项行动。

为打造市民身边的精品工
程，该局引入专业设计机构和团
队完成猎桥变电站、环市路公厕
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市级
示范项目；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镜堂担任总顾问对所有示范
项目逐一把关；邀请中国科学院
院士常青等专家开展城市设计
培训讲座，将低碳、绿色、智慧等
设计理念传递至参与社区建设
的管理者与设计者。

围绕高质量发展 强化宏观规划引领

锐意创新改革
助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践行为民办实事 城市空间焕发新面貌

坚定开展生态修复 走稳绿色低碳发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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