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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广州西客厅
和千亿级产业基地

2021 年 1 月，聚龙湾片区启
动区改造规划敲定，《广州市白鹅
潭聚龙湾片区城市更新单元启动
区子单元（AF0212 规划管理单元）
详细规划》（下称《规划》）获全票通
过。《规划》提出，启动区要打造广
州西客厅先行展示区，塑造珠江后
航道高品质滨水空间，而聚龙智谷、
广州西客厅和千亿级产业基地则是
政府对聚龙湾片区的整体定位。

在今年 3 月举行的第七届广
州国际投资年会荔湾专场上，荔
湾区首度公开曝光白鹅潭商务区
聚龙湾片区详细规划，向广大投
资者伸出橄榄枝。

和很多更新项目相比，聚龙
湾片区的更新改造可谓大规模、
大手笔，虽然有着较大的“旧厂、
旧城、旧村”混合改造难度，但也
具有文化、生态和工业等多重优
势，其价值和地位在广州中心城
区不容小觑。

按照规划，聚龙湾更新片区
整体范围约1.5平方公里，将依托
珠江和基地现有河涌水系，结合
聚龙古村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
建设聚龙智谷，重点发展工业互
联网、总部经济、现代生产性服务
业等产业。同时，还将实践全生
命周期开发，将聚龙湾片区打造
成多元功能融合、立体空间开放、
设施共享、智能服务、科技、生态
与人文交融的标杆型产业园区。

由于地块功能混杂，荔湾区将
聚龙湾片区主体单一、权属清晰的
成片连片区域作为此次更新的启动
区（现正动工，西至芳村大道东、北
至信联路、东至珠江、南至沙涌，面
积约 33.27 公顷），发展定位为聚龙
湾全周期管理示范区和广州西客厅
先行展示区，主导功能是商业商务、
科研办公和文化休闲，启动区子单
元将以发展产业为主，不再布置居
住用地，增加商业办公及文化设施
用地，提升滨水地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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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广州荔湾聚龙湾片区，近
期又传来好消息。

7月2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荔湾区分局公布了聚龙湾片区启动区改
造范围改造意愿征询结果。结果显示，改
造范围内权属人共702户，其中同意改造
者共642户，同意改造率达91.45%。根
据广州市相关规定，旧城连片改造项目经
改造范围内90%以上住户（或权属人）表
决同意，在确定开发建设条件的前提下，
即可进入招投标环节。这意味着，聚龙湾
片区正式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

日前，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解到，聚
龙湾片区已经开始动工，涉及拆迁的商户
正有序搬离。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广州城市更新，不论形式或
内容，都因具体区域具体项目而
不断“更新”、与时俱进。如果
说，越秀区南洋电器厂及周边更
新改造项目是广州混合改造的
1.0版本，是旧厂与旧城全面改造
和微改造的混合旧改；那么，荔湾
聚龙湾片区的更新则是2.0版本，
不仅涉及旧厂、旧城，还涉及旧
村，三位一体，将采取联片改造的
方式进行，就连荔湾区白鹅潭管
委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也表示：“这非常考验市场主体
的综合开发和运营能力。”

不管具有多大的挑战性，如
今，聚龙湾片区启动区已经动起
来了。

近期经过芳村大道的街坊可
以发现，在大冲口公交站旁边半
围蔽起一个“大工地”，不少工人
正在铺设通往江边的路，一排排
树木已经种植完成，而在紧挨杏
花大街、大冲口涌的北边，一个极
具历史气息的建筑体正在紧张施
工，门口的保安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这里就是白鹅潭城市展厅。

这个展厅并不简单。记者通
过无人机拍摄的画面看到，该展

厅利用冲口仓的旧厂资源和江
岸、河涌景观，将红砖厂房与现代
化钢筋结构进行了混搭，完整地
保留了工业遗址的整体架构。眼
下，这个展厅的轮廓、沿江碧道和
亲水平台已部分呈现。活化历史
建筑，城市展厅是重要代表之一，
赋予着新的灵魂。

启动区内，还有一个近年来
颇受年轻人青睐的“网红”打卡
点——宏信 922 创意园（挨着城
市展厅），该创意园临江，紧邻大
冲口涌，生态环境优美，有多栋
创意空间，是广州市科学技术普

及基地。
园区一些租户说，这里从

2009年开始营业，原本经营期限
是 20 年，虽然很多人不舍得搬
离，但因为城市更新的需要，已
被纳入拆迁范围。记者在园区
大门口的显示屏上，还能看到园
区的租赁信息，但园区招商人士
称，从今年 1月接到政府通知开
始，园区已不能再出租物业，一
些商户正按计划搬离。记者随
该人士来到园区最北边的一栋
三层办公楼中，看到第二、第三
层的办公室已经十室九空。

目前，聚龙湾片区启动区还
有多栋住宅楼宇，但更多的则是
仓库、厂房和临建，一些汽车 4S
店还在营业。

和很多改造片区不同，这里
有着丰富的历史遗迹，历史在聚
龙湾片区的沉淀，不仅只有一个
被改造成城市展厅的冲口仓。资
料记载，20 世纪初，位于沿江区
域的聚龙村吸引了大量外国商行
进驻，他们在此搭建仓库、码头，

包括日本的日清仓、美国的美孚
仓和英国的亚细亚花地仓、渣甸
仓等，目前，这些都成为启动区的

“仓储类”物质文化遗产。
工业遗址在这里同样存在。

在宏信 922 创意园内，由始建于
20 世纪初的协同和机器厂演变
而成的广州柴油机厂旧厂遗址
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斑驳的厂房
外墙彰显着这里的人文历史和
工业文化传承。虽然现阶段该

厂房大门紧闭，但园区保安说，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就有很多市
民和游客过来游览打卡。

在该厂房的旁边，还有一个
协同和动力机博物馆，2015年成
为广州市科普教育基地。宏信
922 创意园园区人士介绍，这里
还能看到“镇馆之宝”——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从美国引入的辛
辛那提立式机床，“那是当时最
先进的立式机床，展品是原件，

是柴油机厂特意留下的，对了解
新中国工业发展史很有意义”。
在室外展区，则布展了广州柴油
机厂在不同年代生产的各类大
型机器。

广州新一轮城市更新，保护
历史建筑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从聚龙湾片区相关规划看，芳村
众多昔日的“工业商业荣光”，都
将通过探索创新型的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方式，赋予全新的活力。

创新产业功能 重现昔日荣光

活化历史建筑 赋予新的灵魂

交通系统以人为本
居民出行幸福感爆棚

衣食住行的“行”，是居民生活
必不可少的需求，泛指出行时间、距
离及交通工具的便捷程度。随着时
代进步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往广
州以自行车为代表的5公里半径通
勤圈，早已转变为如今以公交车、小
汽车和地铁占主导地位的超过 50
公里半径通勤圈，甚至出现了“无人
车”“无人机”配送等高新科技，足不
出户即可实现出行目的。

人们的出行方式有了新变化，
生活品质也得到了提升。展望未
来，更加惠民的出行方式，是否单纯
意味着科技加持、交通工具革新以
及交通线网的完善？不止如此，倡
导低碳可持续、慢性系统也是需要
重点考虑的方向。

出门乘坐广州地铁 21 号线转
地铁 5号线到达珠江新城，全程花
费30-40分钟，这是居住在黄埔区
萝岗和苑的白领曾小姐的上班日
常；傍晚原路返回，还能乘坐黄埔
有轨电车1号线感受黄埔区日新月
异的变化，这是曾小姐的休闲时
光。“看，路上还有公交车、出租车，
住在这里交通非常方便”，曾小姐
对羊城晚报记者说，交通工具选择
多样，让她省下不少通勤时间，不
用为赶路而身心俱疲。

与曾小姐一样住在外围区域的
上班一族不在少数，近年来，广州市
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公共交通
网络覆盖明显增强，持续优化出行
结构，上班族最能感受到出行体验
的变化。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

广州地铁已建成开通14条、超 500
公里的地铁线路，实现十一个区轨
道交通全覆盖，2020年承担全市公
共交通客运总量的一半以上。

轨道交通等公交系统，加强了
中心城区之间以及与外围区域的
交通联系，甚至强化了广州与周边
城市的同城效应。“南至南沙、东至
增城、西至佛山、北至从化”是目前
广州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公
共交通网络的真实写照。

在白云区太和镇居住的杨先生
告诉记者：“在广州地铁 14号线未
开通前，到其他中心区往往需要乘
坐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再转乘地
铁，北上花都、从化没有私家车更
要花费很长时间；如今通了地铁，
出行时间大大减少。”

据《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
体规划（2018-2035 年）》，广州
将落实“枢纽+社区+产业”的开
发模式，建立集交通、商务、商
业、文化、教育、居住为一体的
城市功能区，引领城市发展，优
化城市布局。

“社区”在规划中被重点提
及，可见居民生活质量在交通
发展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广州
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近
年参与编制了广州市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广州市综合交通枢
纽总体规划，以广州东站、广州
站及白云站为代表的一系列铁
路客货运枢纽相关规划和设计
等工作。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

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所所
长张晓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近年的交通建设表明，构筑以
人为本的交通系统已成为城市
发展的重要理念，畅达无界的
出行生活圈，是居民幸福感的
重要承载空间。”

根据面向 2035 年的《广州
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广州市
将建设“轨道上的广州”，打造

“3060”时空，即市中心至南沙
副中心、外围城区中心 30分钟
轨道直达，广州与湾区各城市
中心 60 分钟轨道直达。而在
铁路枢纽规划当中，广州东部
交通枢纽新塘站位列其中，随
着穗深城际铁路开通，广州到

深 圳、东 莞 时 间 缩 至 一 小 时
内，新塘 TOD（TOD 即以公共
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九大
轨道交通交会的规划正一一
实现。

新塘镇白江的房产中介
黄先生说：“这两年，不仅新
塘南站附近的购房者不断增
多，还有不少务工人员拖家带
口选择在此租房。”在走访新
塘 TOD 途中，一名本地出租
车司机与记者打趣道：“从新
塘南站出来，拐个弯就到新塘
地铁站了，想去广州哪里就去
哪里，等线路全部开通后，进出
站的客人会越来越多，会常来
载客。”

广州历来是国家重要的交
通枢纽，近年来，围绕建设国际
重要综合交通枢纽的目标，全市
交通体系的建设主要有以下成
绩：初步建成由多层级枢纽、一
体化网络构成的综合立体交通
体系；以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
公共交通网络覆盖明显增强，出
行结构持续优化；城市道路空间
与设施精细化设计水平不断提
高，交通空间与城市空间进一步
融合。我们的城市，正在通过
TOD 开发、慢行系统改造、滨水
空间营建等各种方式，营造更健
康、更绿色、更安全、更便利的
交通设施空间，给居民提供更多
出行选择，改善生活质量与环境
品质，提升公众健康与幸福感，
从而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

最后一公里是联通居民生
产、生活和休闲的关键环节。打
通居民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主要
发力点是加强对公共交通设施
和慢行交通网络精细化、人性化
的规划设计，打通断头路、畅通
微循环，围绕公共交通站点特别
是轨道交通站点，以路权优化为
抓手，重新组织周边人、车、公
交等交通流线，实现站点空间与
道路空间一体化设计和建设，真
正建立起以“慢行+公交”为主
导的最后一公里无缝接驳的微
循环交通系统。

此外，为了建设一座更有温
度的城市，实现每个居民都能方
便出行、共享城市，将开展广州市
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及系列相关规划
和指引，保障残障人士的出行权
利，优化老龄人口、儿童、孕妇、推
婴儿车者等居民出行体验。

“未来社区”可以从三方面
理解：

一是人本位回归下的健康
活力社区。城市交通绝不只是
为车而服务的系统，其最终的落
脚点必定是为人服务。围绕以
人为中心，构建 15 分钟活力生
活圈，重塑邻里文化内核。社区
以小网格街区为主，提高邻里单
元 间 的 连 通 度 ，打 造 连 通 、安
全、环境舒适的慢行交通系统，
提高居民的慢行出行比例，营造
有活力的社区街道空间。

二是智能化趋势下的智慧
互联社区。以大数据为主要手
段，以设备智能为前端，对社区
人群实现精准画像，社区服务实
现万物互联。在未来交通规划
方面，通过对社区居民交通出行
特征和出行需求的画像描绘，精
准提供相应交通设施高质量服
务，如建设智慧共享停车、智慧
出行运营服务、社区物联网平台
等促进社区智慧互联。

三是生态观导向下的绿色低
碳社区。未来社区应是人类与所
有生物共享的生态系统，慢行道
路与社区公园绿地构成连通系
统，使自然界动物可以进入社
区。社区出行倡导低碳可持续的
公交、慢行出行方式，结合海绵城
市理念进行道路建设，减少社区
碳排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百年历史的聚龙古村被活化，周末不少街坊到此游玩 陈玉霞 摄

聚龙湾片区效果图
图片来源/广州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荔湾区分局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炜伦

交通工具选择多样 出行体验省心省时
“3060”出行目标 构建畅达无界生活圈

打通社区出行最后一公里
建设更有温度的城市

张晓明（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交通规划设计所所长）

新塘 TOD 建设如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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