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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发布，提及多项与大湾区城市协同发展的计划

北部都会区深度对接深圳城市规划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10 月 25 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李家超发表 《行政长官 2023 年施政报
告》。记者注意到，施政报告多处提到

“河套”“前海”等关键词，提出与深
圳共同设立深港金融合作委员会，扩
大香港金融机构在前海的业务范围，
与深圳共同推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深港两个园区的协同发展，建设
沙头角文化旅游区，《北部都会区行动
纲领》 将深度对接深圳城市规划等系
列计划。

据 悉 ， 河 套 合 作 区 为 “ 一 区 两
园”，面积约 3.89 平方公里。其中，深

圳园区面积 3.02 平方公里，香港园区
面积 0.87 平方公里。施政报告提出，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北部都会
区与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交汇点，香
港特区政府全力支持，并将和深圳市
政府共同推进深港两个园区的协同发
展，研究创新性的措施，包括便利科
研人员进出的安排、便利河套合作区
内跨境资金流动等。

报 告 还 提 出 ， 会 把 北 部 都 会 区
（尤其是新田科技城） 的空间规划，对
接河套合作区的发展定位，并与香港
科技竞争力的布局充分结合，为河套
合作区未来发展作前瞻性规划。新田

科技城约 600 公顷发展土地中的一半
为创科用地，会确保跨境基建配套、
土地审批、公私营合作等政策积极配
合，产生协同效应。

据悉，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发
展的新引擎。施政报告提出，推进北
部都会区发展新引擎，其规划会以

“产业带动，基建先行”为主轴，香港
特区政府将于短期内公布 《北部都会
区行动纲领》，深度对接深圳和大湾区
其他城市的规划。

北部都会区将分为四大区域，分
别为：高端专业服务和物流枢纽——
位处洪水桥一带，与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对接，提供金融和专业服
务，并凭借口岸优势发展现代物流
业；创新科技地带——覆盖新田科技
城，包括河套区港深创科园在内，与
深圳科创园区产生协同效应，为创科
发展的枢纽；口岸商贸及产业区——
占地最广，享有罗湖、文锦渡及香园
围三个口岸的地利，带动先进建造
业、绿色产业等产业发展，并可推展
跨境商业服务和文娱消费，发挥强大
的口岸商贸功能；蓝绿康乐旅游生态
圈——包括红花岭、沙头角、印洲塘
等，人文和自然资源丰富，带动康乐
及旅游发展。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穗规资宣报道：10 月 24 日，《广州市
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 年）》《广
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
年）》（以下简称 《专项规划》）经第四
届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地区规划专业委
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专项规划》 提出了城市更新、
城中村改造的目标、规模、分区分类
分步策略，按 2025、2030、2035 年度
明确项目推进时序安排，避免短时间
内大拆大建和“运动式”更新。至
2035 年，广州累计推进城市更新约 300
平方公里 （含城中村改造 155 平方公
里），相当于广州总面积的4%。

分区分类分步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据悉，《专项规划》 明确城市更新
重点区域，实施差异化更新策略，基
于市域总体空间格局，划分一、二级
城市更新区域。实施方面，《专项规
划》 针对历史文化传承活化型、重点
平台型等不同类型更新项目，因地制
宜明确更新模式与实施路径。

同时，《专项规划》 统筹新增用地
与 存 量 用 地 资 源 配 置 ， 规 划 至 2025
年，累计推进城市更新约 130 平方公
里 （含城中村改造 70 平方公里）；至
2030 年，累计推进城市更新约 230 平
方 公 里 （含 城 中 村 改 造 120 平 方 公
里）；至 2035 年累计推进城市更新约
300 平方公里 （含城中村改造 155 平方
公里），通过微改造、混合改造、全面
改造多种方式并举，推动低效存量土
地的盘活再利用。

《专项规划》明确项目正负面清
单，优先推进涉及“十四五”规划近期发
展重点、历史文化保护、战略发展区域
等的城市更新项目，按 2025、2030、2035
年度明确项目推进时序安排，避免短时
间内大拆大建和“运动式”更新。

协同促进历史文化和生态保护

《专项规划》 坚持历史文化保护
优先，积极保护广州历史城区，延续
城市传统中轴线和传统街巷风貌，同
时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风貌区，
以“绣花功夫”促进活化利用。通过
加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
保护，保持建筑、村落以及周边环境
的整体空间形态和内在关系，在风
格、色彩、体量等方面实现新旧融合。

此外，《专项规划》 提出城市更新
要顺应市域山水格局，保护山体、水
系等自然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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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规划》 还聚焦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和“急难愁盼”
等问题，通过城市更新补齐教育、医
疗、养老、环卫等公共基础设施短
板，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考虑
周边业态、居住人口、职住平衡、租
金承受能力等情况，规范保障性住房
和人才公寓等政策性住房和中小户型
租赁住房配置，丰富房源户型、增加
套数供应，助力完善住房保障。同时
提出，围绕海绵城市建设，开展洪涝
安全评估，结合城市更新合理规划给
排水、通信、燃气等市政基础设施。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丽莎、通
讯员陈日才报道：日前，记者从阳江
市江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江
城区 2023 年 54 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
已有 47 个启动开工建设，城镇提能
工作驶入快车道。

今年以来，江城区城镇建设专班
锚定“百千万工程”一年开局起步目
标，以“补短板、优环境、管风貌”
为工作思路，通过推动老旧小区改
造，加大城乡区域统筹力度，促进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助力江城区新型城
镇化建设。

注重整体建设
巧用边角处微改造

江城区将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作为
城镇提能的重要节点，在改造过程
中，既注重整体建设，又注重边角处
微改造。

为全面提升城镇老旧小区和社区
居住环境、设施条件和服务功能，江城
区 2022 年开工建设师苑小区、西濑社
区等 17 个老旧小区改造工程，2023 年
又开展金星大楼、同心小区等 54 个老
旧小区改造，重点围绕老旧小区的外
立面、屋面防水、燃气接入、便民设施
等进行改造和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同时，利用城市边角地、插花地
进行微改造，以“绣花”功夫加强城
镇建设。2023 年，江城区开工建设 8
个社区体育公园，建设一批休息廊
架、球场、儿童游乐设施、健身设施
等配套设施，满足老百姓在家门口运
动的现实需求，以“小切口”建设提
升群众幸福感。

完善城区功能
推进美丽圩镇建设

以补短板强弱项为切入点，江城
区开展固废园、老旧小区改造和污水

管网建设等工程建设，推动市政公用
设施提档升级。位于中洲街道的麻演
工业聚集区污水收集工程项目，已完
成铺设污水管网约 3500 米、雨水管网
约 5800 米，并建设双箅雨水口约 600
座，目前该项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

同时，江城区逐步落实基础设施
提标、服务功能提质、特色风貌提
升，有序推进美丽圩镇建设。目前江
城区下辖埠场、双捷两镇共建有绿美
生态小公园 2 个、综合文化站 2 个、
养老服务机构 2 个、农贸市场 4 个、
各类广场数量 11 个，建成美丽河道
2.03公里。

突出特色文化
提升城镇品质能级

城市规划和建设不仅是基础设施
建设，还要突出地方特色。依托老旧
小区改造项目，江城区打造了独具个
性的西濑风景区，“水乡夜景”“夜游西
濑”“西濑老街”等网红打卡点频频出
圈，端午逆水龙舟赛、七夕主题活动等
节目深受群众喜爱，如今市民群众对
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更加强烈了。

与此同时，太傅路、河堤路正在
借助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推进传统文
化保护传承。片区内坚持以“修旧如
旧”的原则开展改造工作，在不破坏
原有空间肌理的前提下，重点对沿街
骑楼建筑风貌进行修缮、亮化，并规
划选择骑楼风貌较好的公有建筑打造
一批文化地标。据了解，改造后的太
傅路、河堤路将重现旧商埠过往辉
煌，与对岸的西濑风情相辉映。

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历史文化传
承，江城区紧扣群众多元化生活需
求，改善人居环境，注入新兴业态，
探索出了提升城镇品质能级的有效路
径。据介绍，接下来，江城区城镇建
设专班将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加快
项目建设，推进打造承载力强、功能
完善的现代宜居宜业宜游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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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通过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新专项规划

至2035年累计推进城市更新约30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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