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 通讯员穗
建报道 ： 近年来广州市瞄准 “美丽宜居花
城、 活力全球城市” 的目标， 着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 以高起点、 高标准建设国际一流城
市照明， 焕发 “如诗如画夜羊城” 的无穷魅
力 。 为实现广州城市照明全方位高品质提
升 ， 更好地规划 、 建设和管理城市照明 ，
2020 年 12 月，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启
动了 《广州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 （2021-
2035 年）》 （以下简称 《规划》） 编制工作。
经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建筑环境与公共艺术专
业委员会审议 ， 市政府审批 ， 《规划 》 于
2022 年 12 月印发实施。

一核一极多点支撑
一带两轴山水城中

《规划 》 提出了 “光语羊城 、 绿色低
碳， 活力湾区， 国际品质” 的目标， 明确了
“灯暖民心， 以人为本； 精简适度， 彰显特
色； 低碳先行， 绿色照明； 全域统筹， 科技
赋能； 严守底线， 保障安全” 五大原则。 通
过充分挖掘广州城市内涵， 统筹城市夜间资
源 ， 以实地调研数据与问卷调查结果为基
础， 结合城市大数据研究， 提出 “一核一极
多点支撑、 一带两轴山水城中” 的城市照明
空间格局。

《规划》 关注人民夜间生活需求， 将背
街小巷等城市 “暗区” 纳入功能照明体系，
同时补齐村镇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短板， 提升
夜间公共安全。 平衡公共空间夜间布局， 打
造市民多层级生活休闲圈， 形成亮暗有序、
层次丰富的夜间活动环境， 以 “城市更新的
新创意+岭南文化的旧记忆” 打造 “家门口”
的温馨关怀。

在广州 “一带两轴多节点” 的夜景照明
格局上， 《规划》 结合广州的未来发展战略
和空间结构 ， 按美学文化价值优选照明要
素， 严控总量、 优化存量。 提升珠江前航道
景观带照明品质， 前瞻性营造西航道、 后航
道等珠江水岸夜景， 推进珠江沿岸高质量发
展； 带动传统中轴、 新中轴、 科技创新轴有
序更新； 打造以骑楼古巷等具有岭南特色建
筑的城市街景 ， 以红色建筑为主的红色地
标，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赓续红色血脉。

《规划》 明确城市照明边界， 设立暗天
空保护区、 限制建设区、 适度建设区、 优先
建设区； 建立城市照明负面清单， 避免生态
破坏、 扰民等问题。

夜间繁荣助力乡村振兴
国际灯光节擦亮城市名片

促进传统模式与科技创新的融合， 《规
划》 提出主城精品游、 市域深度游、 市域周
边游三种夜游类型， 组织红色传承之旅、 千
年古迹之旅 、 珠江魅力之旅 、 都市寻味之
旅、 活力都市之旅、 西关风情之旅六条夜游
线路。 通过夜间游线组织与节庆活动规划，
彰显广州夜生活的精彩与魅力， 结合乡村民
宿、 星空观赏等元素， 打造新的夜经济增长
点， 助力乡村振兴。

《规划》 将广州国际灯光节单独作为照
明规划板块元素谋划 ， 并提出更加多元开
放、 潮流时尚、 科技艺术等新发展要求， 进
一步擦亮广州城市名片， 成为全球灯光艺术
活动的标杆。

《规划》 明确通过解构照明系统运行规律
与内在机制， 实现照明系统全链条智慧升级。
以科技赋能， 将资产图谱嵌入智慧照明管控平
台， 实现系统耦合， 从资产从属、 空间秩序、
数字应用、 功能协同和责任划分等维度出发重
构逻辑统一的管理格局。 同时结合智慧照明平
台， 加强照明方案全流程审批， 对广州城市照
明实施精细化管理和高水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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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十四五”规划实施方案》公布

2025年力争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229个

共有产权住房实行产权封闭流转

深圳不再安排建设安居型商品房

《广州市城市照明专项规划（2021-2035年）》 发布

挖掘城市内涵 统筹夜间资源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
日前 ，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联合深圳
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 《深圳市
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
办法 （征求意见稿）》 《深圳市保障性
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
《深圳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 意见的通告。

在发布的通告中， 根据 《深圳市共
有产权住房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自施行之日起 ， 深圳不再安排建设安
居型商品房。 此外， 共有产权住房销售
价格按照土地出让时市场参考价格的
50%左右确定， 申请人需同时满足以下

条件 ： 深圳户口 、 在深缴纳社保满 5
年、 无自有住房、 未在本市享受过购房
优惠政策、 5 年内未在本市转让过或因
离婚分割过自有住房等。

从 2007 年起， 深圳市逐步建立保
障性住房体系， 起初以廉租住房和经济
适用住房为主。 此后， 安居房、 可售人
才住房等新名词的不断出现， 见证着深
圳在保障性住房的供应体系上的不断
探索。

深圳现行保障性住房包括： 安居型
商品房、 可售型人才房、 公共租赁住房。
而根据最新拟定的管理办法， 深圳保障
性住房体系将演变为公共租赁住房、 保
障性租赁住房、 共有产权住房三大系统。

根据公布文件显示 ， 深圳市共有
产权住房实行产权封闭流转 ： 签订买
卖合同未满 5 年需退出的 ， 应当向代
持机构申请收购个人产权份额 ； 签订
买卖合同满 5 年的 ， 购房人可面向符
合条件的对象转让个人产权份额或者
申请收购。

此次关于共有产权住房实行的封闭
流转制度， 引发了热议。 此举被认为保
障性住房重归初心， 打击套利行为。

同时 ， 根据发布文件显示 ， 深圳
市原安居房在册轮候人 ， 可以申请购
买共有产权房 ， 且原安居房轮候人可
排在新纳入共有产权房轮候册的轮候
人之前。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
近日 ， 珠海市民政局 、 珠海市发展和
改革局联合印发了 《珠海市城乡社区
服务体系建设 “十四五 ” 规划实施方
案 》 （下称 《实施方案 》）。 《实施方
案 》 提出八大任务 ， 包括增强城乡社
区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 提升城乡社区
公共安全水平 、 深化城乡社区互助服
务和志愿公益服务 、 打造城乡社区便
利生活圈 、 优化城乡社区人居环境 、
完善城乡社区服务设施 、 加强城乡社
区服务人才队伍建设 、 创新城乡社区
服务机制 。 计划到 2025 年， 将实现以
下目标。

城镇老旧小区开工改造 229 个 。
《实施方案 》 提出 ， 推进老旧小区建
筑公共部位 、 市政配套基础设施 、 环
境及配套设施 、 公共服务设施等改造
和建设 。 根据实际需要区分改造类
型 ， 对市政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和小区
公共部位维修等做到应改尽改 ； 尊重
居民意愿开展环境美化绿化 、 无障碍
环境建设 、 设施适老化改造 、 节能改

造 ， 因地制宜建设社区小公园 、 “小
盆景 ”； 倡导市场化运作模式 ， 推进
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建设及智慧化改
造 ， 丰富社区服务供给 ， 提升居民生
活品质。 到 2025 年， 力争全市城镇老
旧小区开工改造 229 个。

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
米 。 《实施方案 》 提出 ， 按照建设标
准 ， 推动各区建立公共图书馆 、 文化
馆， 各镇 （街道） 建立综合文化站， 城
乡社区建立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 推
动城乡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质
增效 ， 2025 年底 ， 提质增效达标比例
不少于城乡社区数量的 90%。 构建和完
善覆盖全市功能齐全 、 均衡发展的全
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到 2025 年， 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不低于 3.0 平方米， 实
现社区 “10 分钟健身圈” 全覆盖。

新建配套养老设施不低于每百户
20 平方米。 《实施方案》 提出 ， 在镇
（街道） 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的基
础上 ， 进一步完善服务功能 ， 健全居
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 提供失能护理、

日间照料以及助餐助浴助洁助行等服
务， 构建城市社区 15 分钟居家养老服
务圈。 到 2025 年， 新建城区、 新建住
宅 （小） 区按每百户不低于 20 平方米
的标准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 旧城
区和已建住宅 （小 ） 区按每百户不低
于 15 平方米的标准配置补齐。 建设一
批示范性城乡老年友好型社区 ， 特殊
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到 100%。

100%行政村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
《实施方案》 提出， 全域推进农村改厕、
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水治理 ， 加强城乡
生活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建设 ， 推进基
础环境整治 、 绿化美化和农房立面改
造等， 建设美丽驿站和风景长廊， 沿线
连片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 重点抓好农
村厕所革命 、 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治
理， 按照干净整洁村、 美丽宜居村、 特
色精品村分类指导村庄建设 ， 到 2025
年， 标准化公厕按需建设， 农村生活垃
圾收运处置体系稳定运行 ， 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率达到 80%以上 ， 100%行政
村达到美丽宜居村标准。

广州市城市照明规划效果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