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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砥砺前行 粤谱海绵新篇

广东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镶嵌在广州城区中的花都湖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提升城市
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
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
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
然净化的海绵城市。

十年来，广东省坚决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开放
性视角和创新性思维开展海绵城市建
设，聚焦城市雨水管理和增强城市排
水防涝能力，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推
进海绵城市建设。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内涝灾害
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
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
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保护恢
复城市的水自然生态平衡。“海绵”
一收一放间，城市“会呼吸”，安全

“有韧性”。让一座座城市会“呼吸”
的背后，折射的是广东省住建工作者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的共同
理想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刻
苦实干，更是广东省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十年之功”的一个个
缩影。

一、“十年统筹”
海绵城市建设完成三大跨越式转变

民生为上，治水为要。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是提高人
居环境质量、降低城市内涝风险、建
设宜居水环境、打造人水和谐的高品
质体验，更是推进美丽城市建设的关
键环节和核心任务。

十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
高位推动、全面部署，将海绵城市建
设纳入城市整体规划，陆续出台一系
列政策文件及技术指引，为各地实现
海绵城市建设全过程管控提供基础保
障。

在强化顶层设计上，广东省规划
先行，印发了 《关于加快推进海绵城
市建设的实施意见》《广东省系统化全
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方案 （2022-
2025 年）》，指导各地结合自身特色，
着重解决积水内涝问题，编制“十四
五”时期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实
施方案，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同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持续完
善相关技术指引，推动海绵城市建设

标准细化，印发 《广东省海绵城市建
设管理与评价细则》《广东省海绵城市
建设实施指引 （2016-2020 年）》《海
绵城市建设技术标准》《海绵城市设施
通用图集》《海绵型建筑小区、道路、
绿地公园规划设计导则》《旧城区海绵
城 市 改 造 技 术 规 程》 等 系 列 技 术 标
准，进一步指导各地科学规范开展海
绵城市建设。

此外，广东省还坚持示范引领，
持续打造特色亮点，积极开展省级海
绵城市建设示范创建。2022-2023 年，
广东省共完成两批省级示范城市示范
创建，并从中择优推选城市参评国家
示范城市创建。与此同时创新开展动
态跟踪评价，组织专家技术团队围绕
产出绩效、管理绩效、资金绩效及投
融资机制等重点工作赴示范市开展跟
踪评价调研，并通过定期调度和不定
期现场督导帮助示范城市研究解决海
绵城市建设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进一步提升示范建设成效。

十年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坚持
全域推进与试点示范相统一，全省海
绵城市建设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开发
建设向新型城市发展模式转变”“从传
统的末端治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从以
工程措施为主向生态措施与工程措施
相融合转变”的三大跨越式转变。截
至目前，全省建成符合海绵城市建设
标准面积约 2451 平方公里，占建成区

比例达44.84%。

二、“十年经验”
构建海绵城市建设的“广东模式”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十年来，
全省上下多级联动，主动作为，海绵
城市建设从“试点”走向“示范”，从

“示范”走向系统化全域推进，构建出
海绵城市建设的“广东模式”。

目前，广东省初步构建国省两级
“2+4+4”为核心的海绵示范城市集
群，包括 2 个国家试点城市 （深圳、
珠海市）、4 个国家示范城市 （广州、
汕头、中山、佛山市） 和 4 个省级示
范城市 （东莞、梅州、茂名、江门
市），成为全国仅有的四个拥有最多国
家试点、示范城市的省份 （广东、江
苏、福建、四川） 之一。

在海绵城市建设试点方面，深圳
市以规划为引领，制定“市、区、重
点片区”三级海绵城市规划，谋篇布
局，构建了“城在绿中、绿在城中”
的海绵城市生态格局。珠海市通过规
划引领、分类施策、试点打样、建章
立制、统筹推进等方式，成功打造了

“蓝绿交织、山海融城”的海绵空间格
局。

在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引领方面，
广州市通过“划分流域，核算水账”，
以“上中下协调、大中小结合、灰绿
蓝交融”为思路，走出一条适宜沿江
丘陵城市的生态绿色之路。汕头市以
构建一座“山水田城海岛”美丽城市
为目标，摸索建设出“五个建立、三
项结合、四个明确”的工作方法。中
山 市 以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为 核 心 ， 构 建

“1+7+N”规划体系，形成了一批以翠
亨国家湿地公园为代表的海绵城市建
设项目。佛山市秉承“全域统筹、片
区示范、特色打造”的建设思路，积
极探索海绵城市“工业+”“文化+”

“数字+”示范亮点。
东莞市以“全市域、全行业、全

类型、全流程”的海绵城市工作推进
模式，建立完成一批融入海绵理念的
典型项目，成效初现。梅州市将现代
雨 洪 管 理 理 念 与 古 人 治 水 智 慧 相 融
合，积极摸索山地型城市实践道路。
江门市围绕流域、城市、社区和设施

四 个 层 次 ， 初 步 建 立 了 一 套 在 水 安
全、水环境、水资源和水生态方面的
实施方案。茂名市以系统化全域推进
海绵城市示范城市为契机，构建“纵
向贯通、横向协同”的市区两级组织
领导体系……

三、行而不辍
擘画海绵城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如今南粤大地，一座座海绵城市
蓬勃发展，如海绵般呼吸吐纳，处处
迸发着勃勃生机，洋溢着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律动。

接下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将坚
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省
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锚定高质量发
展首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
向、结果导向，通过建立长效机制、
强化资金保障、强化科技赋能等多种
方式，加强统筹协调和责任落实，聚
焦重点任务，强化资源要素保障，系
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走深
走实。

在建立长效机制方面，根据系统
化 全 域 推 进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工 作 的 要
求，全省各地将加快海绵城市立法工
作 ， 通 过 立 法 保 障 海 绵 城 市 长 效 管
理，将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变成长期
坚持的基本政策和要求。

在强化资金保障方面，广东省海
绵城市建设将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
运作相结合，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
多管齐下保障海绵城市建设。同时还
将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密
切协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海
绵 城 市 建 设 各 项 工 作 落 实 落 细 落 到
位，切实把海绵城市建设成为惠民工
程、民心工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强化科技赋能方面，各地将积
极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海绵设施在线
监测、数据自动收集、跟踪维护和运
行管理，构建可评估、可追溯的智慧
海绵监管平台；全方位借力科技和信
息 化 手 段 赋 能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管 理 工
作，为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评估提供数
据支撑，让“海绵”更智慧。

立足于海绵城市建设“十周年”，
未来，广东将持续性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工作，不断提升海绵城市建设精细
化 管 理 水 平 ， 深 化 海 绵 城 市 建 设 成
效，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全力擘画全省海绵城
市建设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广东海绵
城市，未来可期。

珠海市机场东路海绵城市改造工程
茂名市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融入

城市建设发展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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