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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唐培峰报道：
近日，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联合编制的 《广东省城市与建筑风
貌管控技术导则 （试行）》（以下简称

《导则》） 印发实施。
《导则》 结合城镇风貌破碎化的

建设现状及城市更新阶段的建设特点，
提出“整体和谐、彰显特色”的总体目
标，构建“分层、分区、分类、分级”的管
控体系，制定“正面引导+负面清单”的
管控措施，并侧重提出原则性、导向性
要求，引导各地在城市更新阶段建立

“总体导控+局部修补”的管控思路，运
用“协调管控+特色管控”的分级管控
手段，进一步加强我省城市与建筑风貌
的管理。

三个层次明确风貌管控要求

《导则》 提出的“分层、分区、
分类、分级”管控体系具体为：按照
空间尺度，构建“总体风貌、分区风
貌、建筑与公共空间风貌”三个层
次，逐层传导管控要求；按照风貌特
征差异划定“一般片区”和“特别意
图区”，开展“先底后图”的风貌管

控；根据不同层次风貌管控重点识别
“9 大类、29 小类”管控要素进行针对
性管控；按照“协调性管控”和“特
色性管控”两个等级提出不同强度的
管控要求和方式。

在总体风貌管控方面，《导则》 通
过划分“一般片区”与“特别意图
区”差异性管控，总体导控风貌秩序
的“整体和谐”；通过梳理地域景观和
历史文化特征，强化风貌定位进行特
色管控。管控要素包括“自然景观格
局”“城市风貌秩序”2 大类，“城山
景观格局”等8小类。

在分区风貌管控方面，《导则》 强
化同一分区内“街区形制”平面协调
性及“建筑群体”的立体整体性进行
协调管控；通过挖掘、延续不同分区
内特色“街区形制”和“建筑群体”
关系彰显岭南特色，实现特色管控。
管控要素包括“街区形制”“建筑群
体”2大类，“街区肌理”等5小类。

在 建 筑 与 公 共 空 间 风 貌 管 控 方
面，《导则》 明确控制建筑风貌中“协
调性管控”要素与所在分区的协调
性，杜绝“贪大、媚洋、求怪”等建
筑乱象；强化建筑与公共空间风貌中

“特色性管控”要素的地域辨识度，彰
显地域文化及城市个性。建筑风貌管

控要素包括“整体形态”等 3 大类，
“建筑风格”等 10 小类；公共空间风
貌管控要素包括“空间形式”“环境景
观”2大类，“空间尺度”等6小类。

四个方面完善实施保障机制

为了做好 《导则》 的贯彻落实，
管理机制上，广东将加强风貌管控编
制内容传导、优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流程。在规划编制阶段运用城市设计
作为管控技术手段，加强与各层次国
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的协调，落实
风貌空间管控要求在法定规划中的传
导途径，并将相关管控内容纳入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流程。

在实施保障上，广东将从探索建
立“总师”制度、推广新技术应用、
加强宣传引导、强化公众参与等四方
面完善实施保障机制。鼓励各地探索
建立“城市总建筑师、地区总设计
师、社区规划师”等总师制度；开展
数字化城市设计实践；开展常态性专
项学习和培训，宣传普及风貌管理相
关新政策、新理念；推动政府、企
业、专家学者及公众等主体形成四方
联动工作机制，协同参与城市与建筑
风貌管理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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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分层、分区、分类、分级”管控体系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刘丽莎报
道：为充分发挥金融资源要素保障
作用，全力推动金融支持“百千万
工程”落实到县镇村，广东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于近日印发 《关于金融
支持“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
方案》（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

根据 《实施方案》，广东将建立
健全金融支持“百千万工程”政策
措施体系，推动金融资源进一步向
县镇村倾斜、金融服务进一步向县
镇村下沉、金融人才进一步向县镇
村汇聚，在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
衡难题和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不断提升县镇村金融供给适配
性，全力保障重点领域金融需求。

在县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实
施方案》 明确加大对县域基础设施
建设的支持力度，强化对功能型国
有企业金融支持，为县域城市更新
和老旧小区改造、城市空间开发等
提供合适融资渠道。在满足县域交
通、供水、能源、物流、防灾减灾
等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上，加大中
长 期 信 贷 投 放 ， 鼓 励 采 用 银 团 贷
款、联合授信、投贷联动等方式进
行项目融资。

在乡镇发展方面，《实施方案》
明确加大对乡镇地区商贸市场、冷
链物流设施等项目建设的信贷支持
力度，及时满足中心镇专业镇特色
镇、农房建设试点县 （镇） 和美丽
圩镇“七个一”建设的融资需求，
助力打造完善的镇域服务圈、商业
圈、生活圈。同时，推动移动支付
下沉乡镇，实现基层移动支付应用
乡镇全覆盖。

在乡村建设方面，《实施方案》
提 出 创 新 支 持 乡 村 建 设 的 金 融 服
务。探索加强对农村厕所革命、农
房改造、农村“赤膊房”美化、生
活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等领域的信
贷支持，为承接乡村建设小型工程
项目的村级组织和农村工匠带头人
定制小额贷款，推广美丽乡村贷、
农房风貌贷等产品，助力和美乡村
建设。此外，推动农村住房保险应
保尽保，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开办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提升工
程建设管护综合保险。发挥金融科
技作用，打造“智慧村务”“互联
网+”农村综合服务平台等，支持
数字乡村建设。

推动金融资源
向县镇村倾斜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12 月 8 日，广州市人大公布了新修订
的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 《条例》），将于明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据悉，现行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条例》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实
施，2019 年进行修正。新 《条例》 规
定要完善广州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体系，在原条例的基础上新增工业遗
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务遗产、南粤
古驿道等作为保护对象，完善保护体
系和保护层次。同时，将体现岭南文
化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中
国民主革命策源地、改革开放排头
兵、华侨文化聚集地等历史文化价值
的保护对象，以及体现广州地域生产
特色和产业发展历史进程的工业遗
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务遗产等保护
对象纳入保护规划的重点保护内容，
彰显广州地域文化特色。

在城市更新等城市建设过程中，

常常会有历史文化遗产屡遭破坏、拆
除等情况出现。新 《条例》 新增了历
史文化遗产调查评估制度和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体检评估制度，以体检评估
为抓手促进保护管理要求的落实，提
高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水平和质量。

在对历史文化资源保护方面，新
《条例》 规定强化国有保护对象的合理

利用，同时新增盘活存量闲置资源方
式，通过产权转让等多种腾退方式和
统一收购租赁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
构筑物，将其改造为公共服务配套设
施或公共开放空间，并在符合保护规
划的前提下，扶持和培育老字号、非
遗等业态，提高历史建筑使用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小珊，通讯
员全碧芳、石建华、沈炳亮、吴学银
报道：自去年以来，广州市白云区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以下简称白云
区城管局） 采用空地一体巡查模式，
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得到了更
全面的保护。

日前，白云区城管局在巡查中发
现，江高镇爱国西路某传统风貌建筑
保护责任人正在对建筑进行修缮加
固。执法人员立即对该责任人进行普
法宣传，指导其按照传统风貌建筑修

缮技术规范进行修缮，并告知相应处
罚措施。

在位于人和镇方石村的曹氏宗祠
门前，巡查员通过无人机巡查曹氏宗
祠的全貌。“主要是看历史建筑的整体
结构安全情况，还有周边是否存在乱
搭建等违建情况。”白云区城管局执法
二大队巡查队员秦梓康表示，无人机
在空中巡查更有优势，可以更清晰、
更立体巡查历史建筑全貌。

而在人和镇镇湖村著义街附近的
著义小学校内，巡查员详细检查了该

建筑物内外部结构、造型、风格等，
并在巡查登记表上记录巡查情况。“通
过空地一体巡查模式，可以全方位检
查历史建筑，动态持续跟踪监管。”白
云区城管局执法二大队队长赵婧介
绍，去年以来，白云区城管局对辖区
内 36 处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进行
了全方位巡查。

此外，白云区城管局还对异地迁
移保护的历史建筑及时跟进，现场核
查迁移地址，督促做好迁移历史建筑
的保护工作。

空地一体巡查全方位保护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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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需先调查评估历史文化遗产

广州沙面历史文化街区 姜兴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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