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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区河湖治理新路径——

南岗河流淌着富和美
庞彩霞

1 月的南岗河，清澈的河水在

晴空下泛着粼粼的波光，偶有几只白鹭飞过

铺满青草的堤岸。站在南岗河的源头木强水

库远眺，只见如玉带般蜿蜒的河道伴着湛蓝

色的步行道伸向远方，几位市民正在步行道

上惬意漫步。

广州南岗河地处黄埔区东部，发源于鹅山，

穿越广州科学城汇入东江北干流，全长24.12千

米，有山水林田湖草多样化的生态格局，是岭南

穿城河流的典型代表。2022 年 5 月，南岗河跻

身水利部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作为唯一在高度城市化地区的河流试

点，南岗河承载着新时代河湖治理的新理念

和新目标。为此，我们将侧重在河湖治理、城

市发展、人的需求以及空间治理关系等方面

进行探索与创新。”广州市黄埔区水务局局长

桂红艳表示，经过多年的治理，南岗河的水质

目前已稳定在 III 类，这次借幸福河湖建设的

东风，着重在保安全、重畅通、复生态、提景

观、传文脉、促更新等方面发力，努力将南岗

河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幸福河湖”建设的

新范式。

水清岸绿 鸢飞鱼跃

南岗河流域为珠三角地区水鸟迁徙生态

支廊，岭南乡土特色物种丰富，河滩、山林和

绿谷地形多样，具备多种本土明星物种。因

此，尊重自然，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是南

岗河在新时代治理中所遵循的首要原则。

在南岗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启动之初，生

态、规划、景观、水利等专业团队便紧密合作，

通过宏观流域研究、现场踏勘、生态系统构建

等方法，深入研究南岗河“山水林田园”自然生

态格局，采取基于“食物链自然法则”的生境设

计，对自然生态系统尽量做到轻干扰、微干预。

提起“食物链自然法则”，负责南岗河幸

福河湖建设项目整体设计的艾奕康设计与咨

询（深圳）有限公司的景观设计执行总监吴琨

解释说，即遵从生态环境、物质构成和食物链

运行规则，师法自然，在保留岭南特色河流生

态环境的同时，以低干预介入的方式，营造韧

性生长的动物植物生态系统。他们通过梳理

南岗河特色生态环境，并研究核心目标物种

的食物链和行为模式，得出目标物种的生物

栖息环境需求。

“我们开展两期流域生态调查监测，构建

生态本底数据库，为‘食物链自然法则’生态

环境设计提供依据。”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杨芳说。

基于上述研究，黄埔区将生态理论和数

据结合景观营造，打造 24 种韧性多样的生态

环境栖息地，改善水体环境和生物繁衍

条件，使乡土物种与岭南特色河

流环境充分链接，打造“水

清 岸 绿 ，鸢 飞 鱼 跃 ”

的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的生态景观。

目前，在南岗河主河道共统

计到鸟类 68 种。其中，不仅有广州各

大水体常见的白鹭，还统计到国家二级保护

动物褐翅鸦鹃、红喉歌鸲和画眉等珍稀品种。

“南岗河流域鸟类越来越多，由‘客人’变

为‘主人’，已经成为南岗河生态系统的一部

分。”黄埔区水务局副局长李志刚说，鸟类种

群的丰富，源于黄埔区一直以来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视。90%以上都是生态驳岸，两岸植

被茂盛的南岗河，犹如一条天然的生态廊道，

多年来，该区在城市开发建设中，都尽可能保

留周边的自然山体原生态，为鸟类提供了良

好的栖息场所。

漫步在南岗河文教园区湿地公园，只见

两岸绿树成荫，潺潺的流水声，翠鸟和画眉的

鸣叫声不绝于耳；时不时有几只白鹭飞来，有

的在河道浅滩处觅食，有的驻足石滩边⋯⋯

“这里之前是一片鱼塘，经过整治和改

造 ，水 质 达 到 III 类 ，20 多 只 白 鹭 在 这 里 安

家。”李志刚说。据悉，当前，南岗河文教园区

还在进行提升工程，通过营造生态浅滩以增

加亲水空间，丰富河边的植物群落以恢复河

流生态环境，构建水鸟、鱼虾的栖息地，为群

众提供更加舒适的滨水休闲空间。“春节前园

区主体部分已经完工，并向市民开放。”广州

开发区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园林景观部部门负

责人谢旭明表示。

惠及百姓 幸福河湖

南岗河沿线以居住组团为主，配套科教

与商住业态，靠山面水、宜居乐业。流域内约

43.3 万人，占黄埔区总人口的 34%。为了将幸

福河湖建设的红利真正惠及百姓，激发区域

经济的活力，黄埔区坚持碧道引领、综合治

理，促进水产城融合发展。

高质量规划建设万里碧道是广东省委、

省政府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截至 1 月 10 日，

全省累计建成碧道逾 5200 公里。“碧道建设中

将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等

要素协同治理、统筹推进，着力处理好流域高

度城市化发展与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这

与 幸 福 河 湖 建 设 理 念 一 脉 相 承 。”桂 红 艳

表示。

当 前 ，南 岗 河 干 流 已 建 成 碧 道 20 多 公

里。其中，水声水库、长岭国家健康登山步

道、岭头“黄埔红”茶园、中游元贝现代农业公

园、南岗河口龙舟文化公园就如镶嵌在南岗

河碧道上的一颗颗明珠。近年来，黄埔区以

碧道建设为契机，串联起沿线优良自然资源

和特色节点，促进“碧道+生态旅游”的发展模

式，带动生态观光旅游

项目，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给百姓带

来红利。

“幸福河湖建设中，我们通过碧道慢行系

统，将口袋公园、桥下活动空间、河滨湿地等

串珠成链，并与城市地铁、有轨电车、市政绿

道系统无缝对接，形成环境优美、生机盎然、

充满活力的带状河滨公园，成为黄埔区全域

公园体系中的生态骨架。”桂红艳说。

“我们对桥下空间的更新和功能优化，由

‘重物本’向‘重人本’转变，打造桥下河滨全

龄活动区，包括分龄儿童活动空间、健身活动

空间、综合服务空间、球类活动空间等。”在南

岗河北京师范大学广州实验学校西侧河段，

桂红艳说，这段河段具有独特的河流形态和

生态环境，但河流左岸高架桥底的空间原来

较为封闭昏暗、通行不便，关注度和利用率都

较低，经过改造后，空间被盘活，市民可以走

到水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完工后，将实现

从 源 头 水 库 到 河 口 碧 道 全 线 贯 通 。”桂 红

艳说。

在南岗河文教园区湿地公园里，伴着冬

日的暖阳，市民在碧道上骑行、散步，在岸边

草坪上搭起了帐篷，孩子们在嬉戏，家长们在

享受着休闲自在的时光⋯⋯“趁着天气好，带

着孩子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南岗河这片风景

好，步道干净整洁，河水碧绿，吃鱼的鹭鸟也

很常见。”市民杜小圆说。

通 过 打 造 互 联 互 通 的 碧 道 系 统 、统 筹

“陆地—河岸—水中”廊道空间，南岗河流域

的城市功能正进一步补全，城市活力进一步

迸发。依托优质的水资源和健康宜居的水

环境，目前南岗河沿岸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人

才，孵化了上千家科技企业，流域内约 1300

多家大中型企业和黄埔实验室等 8 个国家级

创新产业园入驻，成为广州东部最具活力的

科技创新带，“变水为财”的影响力正在不断

放大⋯⋯

低碳科技 智慧城市

作为致力打造大湾区幸福河湖建设新范

式，南岗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建设中处处闪

耀着科技之光。

作为南岗河幸福河湖建设的“高参”，珠

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科学研究院在其中发

挥了积极作用。珠科院

副院长杨芳说，该院发挥流域

科研机构的技术优势，为南岗河幸福

河湖建设提供全过程技术支撑。如通过对

南岗河及沿岸等区域三维建模，构建时空信

息服务互联互通、无缝协同的数字孪生应用

体系，打造出南岗河的“数字化双胞胎”，全方

位支撑南岗河的“七水共治”业务，为实现流

域上中下游协同防御提供管理手段。

走进南岗河堰提升工程工地，只见一派

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堰提升项目需要在河

道内施工，目前工程已完成总体进度的 75%，

在今年汛期前全部完工。”李志刚说，以前南

岗河上设置了一些固定堰，用以维持一定的

景观水位，但是无法进行调节，景观水位和防

洪排涝的要求难以同时兼顾，堰提升项目实

施后，将改成可以自动开启的电动闸，可以根

据不同的需求实现水位的调节。

在幸福河湖建设中，南岗河还坚持低碳

减排，大力推广水资源循环再生利用。位于

南岗河与广深高速公路交界处的萝岗水质净

化厂里，一块“科学城片区再生水利用示范

点”的牌子引人注目。“2022 年 7 月，黄埔区成

为广东省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的 3 个试

点之一，这座再生水厂正式投运。”李志刚说，

该厂的污水经过深度处理，输送至鞍钢联众

（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用于工业生产，每日

可替代 1.5 万吨自来水取用量，实现了水资源

循环利用，降低工业企业的用水成本，提升企

业的经营效益。在幸福河湖建设工程中，沿

南岗河碧道同步敷设再生水管道，将再生水

引入上游生态湿地，净化后作为河涌生态补

水，确保河道长年有水；同时满足河流周边绿

化和市政用水需求，推进企业节约用水。再

生水的利用和推广对优化水资源布局、实施

“节水优先”战略，将发挥重要作用。

“希望通过幸福河湖建设工程，河湖能真

正地造福人民。”桂红艳说。

可以看到，南岗河幸福河湖建设，以河流

为脉，以碧道为轴，串联起百姓生活空间与滨

水生态景观，真正做活做大“水文章”，培育

“水经济”新业态。沿着有千年历史文化底蕴

的南岗河，“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

幸福画卷正徐徐展开⋯⋯

暖阳下，在中新

天津生态城“惠风溪”

智慧能源小镇甘露溪公

园，“夕阳红”老年合唱团

正在排练。“随处可见的智

能用电设备真方便，我每次

都把播放音乐的手机放在光

伏座椅上充电，生态城的人居

环境真是越来越好。”合唱团成

员杨守义老人说。

“ 除 了 光 伏 座 椅 ，在 这 个 总 面 积

150 平方米的绿色能源公园里，光伏垃圾

箱、智慧路灯、光伏路面系统和绿色能源公

建集控站一应俱全。”天津滨海供电公司中新

生态城供电服务中心员工奚鹏飞说，国网天津

电力公司还开发了智慧能源管理系统，运维人

员通过系统可实时监测能源供给、微电网健康

状态，全面了解公共建筑整体能源情况。

智慧能源小镇的“拳头产品”是零能耗智

慧建筑。作为国网天津电力公司在智慧电网

建设方面的首创产品，白色的“智慧小屋”采

用光伏建筑一体化设计，融合“被动式”建筑

与“主动式”能源供应技术，通过实施“产、储、

用、节、控”等策略达到零能耗目标。小屋屋

顶上，60 片共计 20 千瓦的光伏板全年累计发

电超过 2 万千瓦时。

如今，“生态宜居”已成为惠风溪智慧能

源小镇的“名片”。小镇内，智能公寓内所有

用能设备均由电能驱动，所有智能家居设备

由后端平台统一管理，居民可通过手机 APP

远程控制灯光、窗帘、空调等。

中新天津生态城让人看到了新能源应用

于生活的美好场景。在滨海新区，新能源还

被积极推广应用在产业发展上。天津港保税

区氢能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罗春雨说，保税

区积极践行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推动企

业初步建成天津市氢能自主创新产业链。目

前，已牵头推广燃料电池重卡超百台，运营总

里程超 200 万公里，碳减排超 2000 吨，推动建

设加氢站 10 座以上，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天津港保税区燃料电池电堆公共装备平台

已投产。

有污染怎么办？走进国网天津电力城市

能源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政府、企业、民生

等方面的数据信息不断更新。国网天津电力

数字化部监测分析处副处长刘宁点击了其中

一项名字为“应急减排企业监测数据”的产

品。“北方冬天一般会出现大范围的重污染天

气，我们根据环保部门提供的减排企业名单，

构建形成了这一产品。以滨海新区为例，这

里有将近 400 家企业需要重点监测，企业生产

情况在大屏幕上一目了然。”刘宁说。

2022 年，滨海新区的华电海晶盐光互补、

三峡海上风电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天津北—

天津南特高压工程纳入国家规划，“零碳小

屋”“零碳小镇”“零碳园区”等示范项目建设

提速，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碳排放成交量 611 万

吨，位列全国第三。

新能源的应用给新区带来了什么？刚过

去的候鸟迁徙季，在天津北大港湿地的自然保

护区内几十万只候鸟云集。2022年，滨海新区

生态功能持续改善，北大港湿地完成生态补水

9900 万立方米。新区通过实施“双城”间绿色

生态屏障造林 300 亩，提升改造 201 亩，实施生

态城北堤生态廊道等修复工程 28 项，累计整

治修复岸线 13.2公里、滨海湿地 610.7公顷。

滨海新区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刘

海英说，2022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环境质量不

断提升，通过加强燃煤锅炉、煤电机组关停并

网和国Ш及以下柴油车治理，完成 13 家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改造，PM2.5 年均浓度

35.9 微克/立方米，达标天数 278 天。

最有代表性的区域当属天津东疆综合保

税区。去年东疆空气质量创历史最优水平，优

良天数占比近八成，空气质量综合排名、PM2.5

浓度和 PM2.5改善率均蝉联滨海新区第一名。

东疆综保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生态

环境科副科长张晓丹说，东疆综保区坚持问

题导向，通过开展柴油货车路检路查将柴油

货车尾气超标率降至 1%，同时加强建筑工

地、码头和物流企业非道路移动机械管控，开

展非道路移动机械摸排编码及抽测工作，实

现“有标进场、无标出场”的动态监管。

目前，中新天津生态城的“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国家实践创新基地已获批设立，天

津港保税区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生态

工业区）荣誉称号，新区被生态环境部列为再

生水循环利用试点。2022 年，滨海新区完成

天津石化污水回用项目，实施黄港一库湿地

水环境综合治理与修复，16 个考核断面水质

均达到Ⅴ类及以上标准，12 条入海河流稳定

消劣，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推动海域使用管理走向立体

童

政

海域空间分为水面、水体、海床和

底土 4 层，这些海域资源是海洋经济

的重要载体和战略空间。近日，全国

首个由省级海洋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联合印发实施的用海规范性文件《广

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 广西壮族自治

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海域使用权立

体分层设权工作的意见》正式出台。

《意见》对未来 3 年内广西海域积极稳

妥推进立体分层设权工作作出具体规

定，将推动广西海域使用管理从“平

面”走向“立体”，做活“向海图强”文

章，促进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海

洋强区加快建设。

自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使用管理法》实施以来，海域资源一直

采取“平面化”管理模式。随着海洋经

济的快速发展和技术手段的不断进

步，海域开发利用深度和广度不断拓

展，近海各类海洋产业密集布局，开发

利用活动向深远海探索。在许多地

方，沿海有限的海域空间资源难以承

载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和向海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用海需求。同时，现行的海

域管理方式未能充分发挥海域资源最

大效益，用海活动的立体空间边界不

清、项目用海重叠等问题开始凸显。

近年来，相关文件提出“探索海域

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肯定了未来海

域空间管理思路从“平面”走向“立体”

的趋势，海域立体分层使用成为海洋

空间管理制度体系变革的方向之一。

探索开展立体分层设权，对水面、

水体、海床和底土多层空间进行立体

化开发利用，充分协调竖向空间的用海活动，规范海域

立体开发行为，将大大拓展海域开发利用空间，提升海

域资源集约利用程度，提高海域资源利用效率。广西

在统筹兼顾生态文明建设和向海经济发展的前提下，

海洋和自然资源部门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使海域空间

管理思路从“平面”向“立体”转变，积极助推北部湾进

一步释放“蓝色”潜力，探索实践高质量集约节约用海，

具有非常积极的示范意义。

现实海域开发利用中，用海情况复杂，水面、水体、

海床和底土 4 层空间内均可能存在空间上的用海矛

盾，因此，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工作要坚持依

法设权、稳妥推进，生态优先、集约利用，主体功能优

先、有效兼容和稳中求进、统筹兼顾的基本原则。

要坚持国土空间规划引领。要明确立体分层设权

用海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

用规划等涉海规划中确定的主体功能和兼容功能要

求。有条件的地区可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导和约

束下探索编制海域立体空间规划，切实发挥国土空间

规划顶层设计的指导和约束作用。

要明确海域空间分层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

使用管理法》关于海域 4个分层的基础上，考虑到“水面”

存在“跨海桥梁”（水面以上）和“开放式养殖”（水面）等情

况，以及“底土”中海底管道埋藏深度不同的情况，同一海

域空间可以不限于一个用海主体申请海域使用权。

要开展立体分层设权不动产登记。明确立体分层

设权不动产登记的依据，规定立体分层设权用海申请

人办理海域使用权首次登记的要件材料。对已设定海

域使用权的海域进行立体分层设权的，明确原海域使

用权人和新用海申请人办理的先后顺序。不动产登记

申请人应提供批准使用的空间分层信息，并附宗海界

址图和立体分层设权示意图，不动产登记机构在不动

产权证和登记簿中予以记载。

此外，为顺利推进海域使用权立体分层设权工作，

还应明确立体分层设权审批要求，规范立体分层设权

的海域使用论证，明确海域使用金征收的要求等，从而

使现行的海域使用管理方式由“平面化”向“立体化”平

稳过渡。

生态城里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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