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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发布 《关
于第三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名单的公
示》，其中广东省入围 2 个，即增江
（广州市段） 和佛山市高明河。

为强化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示范引
领作用，12 月 18 日，广东省生态环
境厅启动了“行走美丽广东·美丽河
湖行”系列媒体走基层集中采访活
动，首站对增江 （广州市段） 进行实
地调研采访。

水清河畅，生态治理显成效

增江位于广州市东北部，发源于
广东省新丰县七星岭，是东江的重要
一级支流，其中广州段全长 66 千米，
流域面积达 971 平方千米。近年来，
广州市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
治理，着力打造“增江画廊”等特色
品牌，不断提升流域管理保护水平，
治理成效显著。

据了解，在生态流量方面，2021
年至 2023 年，增江考核断面麒麟咀日
均生态流量满足程度分别达 95.34%、
94.31% 、 98.50% ； 在 水 环 境 质 量 方
面，2021 年以来，增江干流国、省考
断面水质全部稳定达到Ⅱ类。

在生态水网方面，新建湿地面积
超 150 公顷，建设完成 474.3 公里绿
道、145.1 公里碧道，自然岸线率近
80%。为恢复土著鱼类种群资源，打
造从珠江口-东江干流-增江 130 余公
里的江海洄游通道，为 191 种鸟类提
供生境节点。

值得关注的是，2023 年增江所在
行政区 （增城区） 在落实生态发展的
同时，还实现总产值 1452 亿元，同比
增长 8.5%。通过森林海废弃矿坑 （增
江流域北部） 综合修复利用，将“生
态包袱”变身“美丽资源”，并成功创建
省级旅游度假区。据森林海企业代表
现场透露，截至 2023 年底，森林海旅
游度假区已形成 144 公顷自然森海，
年接待游客超 120 万人次，营业额超
3亿元，实现了生态产品价值转换。

此外，增江河畔还举办了 2023 环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自行车挑战赛 （广
州·增城站） 等多项文体赛事。

五大措施，生态重塑焕新颜

随着人口激增和经济社会发展，
增江曾存在水污染负荷重、水生态系
统受损、河道自然样貌破坏、鱼类洄游
通道受阻等问题。广州市通过制度创
新、源头治水、洄游通道改建、构建生
态廊道、探索产城相融等五大措施，
解决增江 （广州市段） 面临的困扰。

在制度方面，采用多维监管的思
路，强化治水司法监督，将检察院、
法院融入河长监管体系，并推行全覆
盖监测考核机制；在治水方面，投入
超 100 亿元，污水管网由 144.63 公里
提升到 1477.34 公里，建成区管网密
度提升10倍以上。

在生态保护方面，打通江海洄游
通道，通过上游新建正果拦河坝鱼类
洄游通道、下游初溪船闸生态调度，
实现鱼类洄游。增城区水务局李俊楠

告诉记者：“正果拦河坝鱼道是增江
首座鱼道，打破了正果拦河坝隔断鱼
类通道 30 多年的僵局，对保护区水域
乃至增江流域河流连通恢复具有重要
示范意义。”同时，丰富种群资源，
构建生态廊道。建立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连续 37 年开展人工增殖
放流，有效稳定鱼类种群数量。此
外，开展湿地修复和改造，建设水鸟
生态廊道等系列生态景观。

在产城相融方面，探索“两山”
转化，以水生态保护倒逼增江沿岸产
业升级，集中关停流域内 24 家高污染
企业，整体关停搬迁石材经营店 134
家，积极将增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和乡村振兴、文旅产业融合起来。

四个坚持，生态蝶变绘新篇

水清河畅守护湾区生态，鱼跃鸟
集绘就增江画廊。在取得治理成效的
同时，广州市也总结出四个坚持的治
理经验。

一是坚持制度为纲，打好“体制
创新”组合拳，将司法监督融入河湖
长制度，贯彻执行分区管控；二是坚
持固本为基，筑牢“有河有水”本底
色，长效保障增江全域生态流量，探
索已建水利工程水生生境修复，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超百公里鱼类洄
游生态廊道；三是坚持生态为策，下
好“三水统筹”先手棋，打造增江画
廊、湿地公园与湿地保护小区，建成
水鸟廊道、鱼类种质资源保护区；四
是坚持惠民为本，奏响“人水和谐”
交响乐，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与文化传
承原则，开展“万人巡河”活动，推
广“河涌众采”小程序，真正实现

“政民共治”“开门治水”。
据 2024 年增江水生态环境保护成

效公众评价问卷显示，公众对增江水
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满意度达 97%。在
荔湖住了九年的市民汤淑榕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原来增江画廊的河道
边堆了很多垃圾和淤泥，我们路过都
直皱眉。后来政府花了大力气来清
理、建设，现在环境好了，都能很清
晰地看到鱼在水里游，大家休闲娱乐
也有地方了，真的要为政府民生治理
的成效点个赞。”

五大措施领航 四个坚持固本
——增江（广州段）美丽河湖的多元治理与蜕变之路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蒋雯菁，通讯
员梁韵倩、杨强强报道：今年以来，
广州市海珠区住建局聚焦琶洲西区开
发建设，坚持党建引领，打造党员服
务队，努力当好琶洲西区企业项目建
设的指导专员、协调专员、组织专
员、安全专员，以实际行动推动琶洲
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目前，海珠区已
成功推动琶洲西区 27 个项目竣工验
收，14个项目正在施工。

当好“指导专员”，优化“全流程
前置服务”，加大快捷化审批力度。海
珠区住建局牵头成立区建设项目推进
工作领导小组和竣工联合验收工作小
组，主动在动工建设、竣工验收等关
键节点提前介入服务。一方面加快实
现“交地即开工”，另一方面力争推动

企业项目一次性通过竣工联合验收。
今年以来，海珠区住建局党员服务队
提供上门专题辅导 50 余次，并安排专
人跟踪服务，TCL 大厦等项目仅用 3
年时间，就实现了从进场施工到入驻
运营。2024 年，海珠区住建局成功推
动珠江实业、三七互娱和丸美等 7 个
项目竣工验收。

当好“协调专员”，推进“全过程
协调服务”，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海
珠区住建局党员服务队随时随地深入
施工现场、实地调研协调，建立“两
周例会”制度，切实解决施工中的痛
点难点问题。今年以来重点帮助欢聚
时代、三七互娱等 10 多个企业项目，
及时解决燃气、通讯等日常供应需
求。完成 5 宗既有建筑调整使用功能

项目消防审批，加速推进广州塔－琶
醍美食聚集区项目进展。协调消防救
援部门解决因规划道路土地收储、施
工板房占用等问题导致无法按照原设
计方案落地难题，截至 12 月，丸美大
厦、三一重工、树根总部大楼如期全
部通过消防验收。

当好“组织专员”，加强“全周期
专班服务”，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针对公共配套设施项目建设进度滞后
问题，海珠区住建局党组深入剖析问
题根源，综合研究交通拥堵原因，成
立“琶洲地区交通管理工作专班”，
进一步加强琶洲片区的管理工作。同
时，梳理琶洲西区营商环境整改清单
300 余项，力争做到件件有落实、事
事有回音，全方位提升琶洲片区的营

商环境。
当好“安全专员”，提供“全方位

护航服务”，筑牢高质量安全防线。海
珠区住建局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分片区由党员领导干部负责，带
头深入工地一线抓安全生产。积极
开 展 安 全 生 产 治 本 攻 坚 三 年 行 动 ，
开展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应知应
会及能力提升培训，举办 2024 年度

“ 质 量 月 ” 和 “ 安 全 生 产 月 ” 等 活
动，开展工程质量关键环节专项行
动、建筑工程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
理行动和建筑工程监管数字赋能行
动，并邀请行业专家重点开展现场
安全管理教育培训，助力区内项目
与企业提升安全防范水平和应急处置
能力。

海珠住建当好企业服务“四大专员”
目前已成功推动琶洲西区27个项目竣工验收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赵文霞报道：
近日，广州外贸博物馆和文化总部中
心项目全面完工。项目将打造成国家
级历史文化旅游景区，与南海神庙、
广州海事博物馆共同构成“一庙两
馆”历史文化核心圈层。

广 州 是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发 源 地 之
一，也是两千年来长盛不衰的对外贸
易港。项目依托千年古港深厚历史文
化积淀，系统展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在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历史作用。

项目位于南海神庙历史文化综合
发展区内，总建筑面积约 8.83 万平方
米，由13层塔楼和6层裙楼组成。

在造型设计上，项目以“西风东
渐，扬帆出海”为设计理念，外形犹
如轮船古港，借鉴了高耸的帆船、飘
扬的风帆、蜿蜒的海岸线，以及黄埔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龙舟龙头龙
尾制作技艺”，并从古代传统竹筒书
简中提取出流动的曲线韵律，进一步
彰显航海与中华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内部设计上，项目采用了双螺
旋肌理的展廊设计，通联各处，视线
有开有阖，充分体现丝路交通要道之
义。同时在展厅中，融入了风帆、波
浪、龙舟等传统文化元素。

为 打 造 社 区 化 的 外 贸 博 物 馆 形
象，提供城市客厅功能，项目一改博
物馆传统的闭合式布局，增加了开放
式的综合展览空间，并采用玻璃幕墙
设计。其中，塔楼幕墙选用单块近 3
米大尺寸玻璃，裙楼大堂部分幕墙高
度达16米。

广州外贸博物馆和

文化总部中心完工

广州外贸博物馆和文化总部中心项目
（图源：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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