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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穗府办 〔２０２３〕 １８ 号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ꎬ 市政府各部门、 各直属机构:

«广州市绿地系统规划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 已经市委、 市政府同意ꎬ 现印发给你

们ꎬ 请认真组织实施ꎮ 实施中遇到问题ꎬ 请径向市林业园林局反映ꎮ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６ 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策略

第三章　 市域绿地系统规划

第一节　 市域绿色生态空间规划

第二节　 全域公园体系规划

第三节　 市域绿道网络规划

１(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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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绿地分类规划

第四章　 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一节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二节　 南沙新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三节　 城市更新地区绿地规划

第五章　 特色专项规划

第一节　 城市生态翠环规划

第二节　 水绿融合规划

第三节　 儿童游憩空间体系规划

第四节　 树种及园林植物规划

第五节　 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

第六节　 古树名木保护规划

第七节　 道路绿化规划

第八节　 立体绿化规划

第九节　 防灾避险功能绿地规划

第六章　 近期建设规划

第七章　 分区规划指引

第八章　 规划实施保障

附件 １: 广州市规划自然保护区一览表

附件 ２: 广州市规划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附件 ３: 广州市规划森林公园一览表

附件 ４: 广州市规划湿地公园一览表

附件 ５: 广州市规划郊野公园一览表

附件 ６: 广州市永久保护绿地名录

附件 ７: 广州市乔木树种规划一览表

附件 ８: 市域绿地现状分布图

附件 ９: 市域公园现状分布图

附件 １０: 市域古树名木现状分布图

附件 １１: 市域绿地系统结构规划图

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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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２: 市域主要公园规划图

附件 １３: 市域绿道规划指引图

附件 １４: 市域永久保护绿地规划图

附件 １５: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结构规划图

附件 １６: 中心城区市级绿线规划图

附件 １７: 城市生态翠环规划图

第一章　 总　 则

一、 规划背景

现行绿地系统规划于 ２０２０ 年规划期满ꎮ 根据 «广州市绿化条例» 等相关法规和

政策文件ꎬ 编制本规划ꎮ
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ꎬ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ꎬ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ꎬ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ꎬ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 稳定性、 持续性ꎬ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ꎬ 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ꎻ 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ꎬ 充分发挥广州在粤港澳

大湾区生态宜居发展和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中的创新引领作用ꎻ 加快推进公

园城市和绿美广州生态建设ꎬ 高质量实现老城市新活力、 “四个出新出彩”ꎬ 高标准

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ꎬ 构建普惠共享的全域公园体系ꎬ 奋力谱写广州园林绿化新篇章ꎮ
二、 规划地位与作用

本规划属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ꎬ 是广州市绿地规划、 建设、 管理

的纲领性文件ꎮ
三、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广州市行政辖区ꎬ 行政区面积 ７４３４ 平方千米ꎬ 中心城区包括荔

湾、 越秀、 天河、 海珠四区全域ꎬ 白云区北二环高速公路以南地区ꎬ 黄埔区除九佛

街道、 龙湖街道、 新龙镇以外地区ꎬ 面积约 ９３３ 平方千米ꎮ
根据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ＣＪＪ / Ｔ ８５－２０１７)ꎬ 本规划所指绿地以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 广场用地和附属绿地为主ꎬ 兼顾区域绿地ꎮ
四、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ꎬ 近期为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 年ꎮ 现状统计数据截至 ２０２０
年底ꎮ

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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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规划理念

(一) 保护优先ꎬ 筑牢底线ꎮ

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和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发展ꎬ 尊重城市自然地理特征和山

水格局ꎬ 以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为前提ꎬ 协调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ꎬ 统

筹推进山水林田湖海系统保护和综合治理ꎬ 加强自然生态空间修复ꎬ 推进生态空间

网络连通ꎬ 保护生物多样性ꎬ 优化绿地系统生态功能和效益ꎬ 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ꎮ

(二) 以人为本ꎬ 绿色惠民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ꎬ 面向城市健康活力发展需要和绿美广州生态建设要求ꎬ 推

进绿地可达、 可享ꎮ 结合全市人口分布ꎬ 探索增存并举、 平立结合等多途径增绿方

式ꎬ 科学供给绿化资源ꎬ 完善全龄友好的全域公园体系ꎬ 支持多层次户外活动ꎬ 营

造多元化消费场景ꎬ 推进绿色普惠共享ꎬ 促进全民健康ꎮ

(三) 文化传承ꎬ 特色彰显ꎮ

彰显岭南文化特色ꎬ 保护好城市一草一木ꎬ 将历史名园、 特色风貌林荫路、 古

树名木及其后续资源纳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ꎬ 留住城市记忆ꎮ 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

种ꎬ 持续推动城乡绿化美化ꎬ 传承岭南园林文化ꎬ 营造花城特色风貌ꎮ

(四) 强化实施ꎬ 协同保障ꎮ

加强与其他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协同ꎬ 做好与详细规划衔接ꎬ 形成面向高质量发

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ꎮ 市区联动制定绿地规划目标和建设任务ꎬ 达成发展共

识ꎬ 提升规划约束性和权威性ꎮ 协同多部门、 多主体ꎬ 创新绿地布局与建设运营模

式ꎬ 推进绿地落地实施ꎮ

六、 规划参考及依据

(一) 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城市绿化条例»

«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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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

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

承的意见›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的意见›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１〕 １９ 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 (建

科 〔２０２１〕 ６３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园建设管理的意见的通知» (建城 〔２０１３〕

７３ 号)

«建设部关于印发 ‹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的通知» (建城 〔２０００〕 １９２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 〔２０２１〕 ４８ 号)

«广州市绿化条例»

«中共广州市委办公厅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广州市关于科学绿化的实

施意见› 的通知» (穗办 〔２０２１〕 １１ 号)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关于印发广州市历史名园保护办法的通知» (穗林业园林

规字 〔２０２２〕 ３ 号)

(二) 相关标准规范指引ꎮ

«城市绿地规划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４６－２０１９)

«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ＣＪＪ / Ｔ ８５－２０１７)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ＧＢ / Ｔ ３７３４２—２０１９)

«城市园林绿化评价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５６３－２０１０)

«公园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１１９２－２０１６)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８０－２０１８)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ＧＢ / Ｔ ５１３２８－２０１８)

«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城市绿地防灾避险设计导则的通知» (建办城

〔２０１８〕 １ 号)

５(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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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广东省体育局关于印发 ‹广东省社区体育公园规划

建设指引 (第二版) › 的函» (粤建节函 〔２０１９〕 １２３２ 号)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 ‹广东省岭南园林建设指引› 的通知» (粤

建城 〔２０１５〕 ２３８ 号)

«绿道建设技术规程» (ＤＢ４４０１ / Ｔ １６８—２０２２)

(三) 相关规划文件ꎮ

«中共广东省委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 年) »

«广东省森林城市发展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２５ 年) »

«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 年) »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广州总体城市设计»

«广州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 年) »

«广州市都会区生态廊道总体规划和东部生态廊道概念规划»

«广州市河涌水系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 年) »

«广州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０) »

«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发展 “十四五” 规划 (修订) »

«绿美广州五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３—２０２７ 年) »

第二章　 规划目标与策略

一、 规划目标愿景

(一) 发展愿景ꎮ

以 “活力公园城市” 为目标愿景ꎬ 构筑 “森林环城、 绿廊织城、 公园满城” 的

美好图景ꎮ

(二) 发展目标ꎮ

近期目标ꎮ 到 ２０２５ 年ꎬ 绿色生态格局优化完善ꎬ 绿地布局均衡可达ꎬ 城乡公园

活力健康ꎬ 花城品牌特色鲜明ꎬ 森林综合功能显著提升ꎬ 绿美广州生态建设卓有成

６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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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ꎬ 基本建成具有经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公园城市ꎮ

远期目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天蓝、 地绿、 水清、 景美的生态画卷成为广州亮丽名

片ꎬ 全面建成绿色生态网络健康稳固、 绿色服务普惠共享、 岭南园林传承创新、 花

城文化精彩纷呈的活力公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绿美广州样板ꎮ

二、 规划策略

(一) 支撑美丽国土空间格局构建ꎮ

携领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网络ꎮ 共同维育大湾区山体生态屏障和沿海生态防

护带ꎬ 协调建设区域生态廊道ꎬ 加快广州与周边城市绿色生态协同发展ꎮ

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ꎮ 持续推进自然保护区、 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

园、 地质公园等资源整合优化ꎬ 提升生态服务功能ꎬ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ꎮ

支撑生态廊道连通ꎮ 推动生态廊道断点地区生态修复和绿地增补ꎬ 结合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建设ꎬ 形成功能复合、 连续贯通的绿色生态网络ꎮ

(二) 优化全域公园空间网络ꎮ

健全完善四级公园体系ꎮ 以华南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为统领ꎬ 面向不同频次、

不同类型的游憩活动需求ꎬ 完善四级公园体系ꎮ 结合社区生活圈ꎬ 强化社区公园和

游园 (口袋公园) 在全域公园体系中的基干地位ꎬ 推动公园服务进一步向社区延伸ꎬ

建设城乡一体的绿美家园ꎮ

促进公园连通成网ꎮ 加强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等活力绿廊建设ꎬ 促进公园有

机连通ꎬ 形成高质量的游憩空间网络ꎮ 持续推进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带建设ꎬ 打造

城市生态翠环ꎬ 增加高品质绿色空间ꎮ

(三) 多途径推进绿地均衡布局ꎮ

科学布局绿地ꎮ 增存并举推动新增公园绿地优先向现状绿地服务水平低、 人口

密度高的地区布局ꎬ 推动有条件的附属绿地向公众开放ꎬ 促进绿地均衡可达、 开放

共享ꎮ

促进多途径增绿ꎮ 通过建设用地腾挪置换、 拆违建绿、 留白增绿、 见缝插绿等

方式加大增绿力度ꎬ 留足绿化空间ꎮ 充分利用建筑退线、 桥下等空间建设绿地ꎬ 持

续推进山边、 水边、 路边、 镇村边、 景区边 “五边” 绿化建设ꎮ

合理拓展立体绿化ꎮ 在重点发展平台、 交通枢纽地区和高密度地区推广屋顶花园、

阳台绿化、 墙面绿化等ꎬ 拓展绿化空间ꎮ 持续开展桥梁绿化ꎬ 打造空中绿廊花廊ꎮ

７(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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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升级绿地品质与功能活力ꎮ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ꎮ 实施森林经营和林分改造ꎬ 应用乡土树种对低效林、 残次

林进行替代升级ꎬ 培育大径级森林ꎬ 提升森林多功能效益ꎬ 蓄积绿色财富ꎮ

探索发展 “公园＋”ꎮ 面向全年龄段人群需求ꎬ 提供全龄友好的就近活动空间ꎬ

加强公园与体育、 文化、 科教、 露营、 低碳等功能有机融合ꎬ 提升公园活力ꎮ

促进林荫路、 绿道焕发新活力ꎮ 加强林荫路树木保护ꎬ 保障林荫连续性ꎬ 培育

特色风貌林荫路ꎮ 完善绿道的休闲健身、 文化服务等功能ꎬ 提升居民体验感ꎮ

推进乡村绿化美化ꎮ 全面维护乡村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ꎬ 以乡村绿

化扩面提质为突破口ꎬ 依托农业生态景观、 风水林、 古树名木、 环村林带等ꎬ 建设

乡村公园ꎬ 打造绿美乡村ꎮ

落实海绵城市建设ꎮ 增强公园和绿地系统的海绵体功能ꎬ 探索利用下凹式绿地、

雨水花园、 屋顶绿化等ꎬ 增加区域雨洪调蓄空间ꎬ 促进雨水资源有效利用ꎮ

(五) 彰显岭南园林特色魅力ꎮ

严格保护城乡绿化风貌ꎮ 保护和传承有地域特色的树木和公园ꎬ 加强古树名木、

大树及生境保护修复ꎬ 建设古树公园ꎮ 保护历史名园风貌ꎬ 加强周边生态修复和环

境治理ꎮ

推进岭南园林传承与创新ꎮ 传承岭南园林精巧秀丽、 务实兼蓄的造园技艺ꎬ 弘

扬岭南文化创新务实的精神ꎬ 打造古朴雅致与现代时尚交融的城市绿化风貌ꎮ

推广应用岭南乡土植物ꎮ 充分应用岭南乡土常绿阔叶植物、 棕榈科植物、 观花

观叶植物以及岭南佳果植物开展绿化建设ꎬ 持续推广应用乡土新优植物ꎬ 营造南亚

热带植物特色风貌ꎮ

升级花城品牌ꎮ 巩固花城建设成果ꎬ 创新花科研、 发展花产业、 推动花文化旅

游ꎬ 塑造独具岭南特色与魅力的美丽宜居花城ꎮ

强化水绿融合ꎮ 结合碧道建设ꎬ 多部门协同推进滨水绿道、 滨水绿地建设与升

级ꎬ 打造蓝脉绿网ꎬ 彰显滨海城市和岭南水乡特色ꎮ

三、 规划指标

(一) 全市规划指标ꎮ

面向绿地系统高质量发展ꎬ 构建市域绿地系统规划指标体系ꎬ 确定规划指标目

标值 (详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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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指标 (２０２５ 年)ꎮ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４３ ６％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４１ ６５％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升至 １７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８５ ０％ ꎮ

远期指标 (２０３５ 年)ꎮ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４３ ８％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４１ ６５％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１７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表 １　 广州市市域绿地系统规划指标表

指标
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值

现状
(２０２０)

近期
(２０２５)

远期
(２０３５)

指标
性质

规模
总量

建成区绿地率 ％ ４０ ０ ≥４０ ０ ≥４０ ０ 预期性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４３ ６ ≥４３ ６ ≥４３ ８ 约束性

森林覆盖率 ％ ４１ ６ ≥４１ ６５ ≥４１ ６５ 约束性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人 １７ ３ ≥１７ ５ ≥１７ ５ 约束性

万人拥有公园指数 个 /万人 ０ ６４ ≥０ ７ ≥０ ８ 预期性

空间
布局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 ８０ ０ ≥８５ ０ ≥９０ ０ 约束性

公园连通比例 ％ ５８ ０ ≥７０ ０ ≥８０ ０ 预期性

风貌
特色

绿视率
交通枢纽地区绿视率 ％ １８ ０ ≥２５ ０ ≥３５ ０ 预期性

历史城区绿视率 ％ ２２ ５ ≥２３ ０ ≥２５ ０ 预期性

河道绿化普及率 ％ ６５ ０ ≥８０ ０ ≥８５ ０ 预期性

城市林荫路覆盖率 ％ ７５ ０ ≥８５ ０ ≥８５ ０ 预期性

立体绿化新增面积 万平方米 — ≥２０ ０ ≥７５ ０ 预期性

生态
保护

乔木林单位面积蓄积量 立方米 /公顷 ７１ ９ ≥７４ ０ ≥８５ ０ 预期性

湿地保有量 公顷 ７６５１０ ≥７６５１０ ≥７６５１０ 预期性

本地木本植物指数 — — ≥０ ８ ≥０ ８ 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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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森林覆盖率指标值待国土 “三调” 和森林资源管理 “一张图” 数据融合对接后适时调

整ꎻ 湿地保有量指标值待广州市湿地资源调查报告公布后适时更新ꎮ 本规划未明确说明的指标根

据相关标准规范进行计算ꎮ
(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 明确ꎬ “探索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的公园绿地依法办理用地手续但不纳入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管理的新机制”ꎮ 考虑到居民

使用绿地的特点ꎬ 本指标将位于或邻近城镇开发边界ꎬ 承担游憩功能的生态公园纳入公园绿地统

计范畴ꎮ 具体计算公式: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位于或邻近城镇开发边界ꎬ 承担游憩功能的生态公

园、 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口袋公园) 面积 / 常住人口数量ꎮ
(２) 万人拥有公园指数: 考虑到居民对各类公园具有不同的需求ꎬ 本指标将生态公园、 城市

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口袋公园) 纳入公园统计范畴ꎮ 具体计算公式: 万人拥有公园指数＝各

类公园总数 〔生态公园、 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口袋公园) 〕 / 常住人口数量ꎮ
(３)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 小型公园绿地发挥重要的休闲游憩功能ꎬ 同时为与国内其他

城市开展对比ꎬ 本指标将 ４００ 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纳入统计范畴ꎮ 具体计算公式: 公园绿地服务

半径覆盖率＝４００ 平方米以上公园绿地 ５００ 米服务半径覆盖的居住用地面积 / 居住用地总面积×
１００％ ꎮ

(４) 公园连通比例: 为促进公园连通ꎬ 加强绿色网络构建ꎬ 设置本指标ꎮ 具体计算公式: 公

园连通比例＝接入绿道、 碧道等的公园数量 〔不含游园 (口袋公园) 〕 / 公园总数量 〔不含游园

(口袋公园) 〕 ×１００％ ꎮ
(５) 绿视率: 为反映居民视觉感知的绿量ꎬ 设置本指标ꎮ 单个采样点绿视率具体计算公式:

绿视率＝采样点人眼可视的乔木、 灌木、 墙体绿化、 草坪等绿色植物面积 / 该采样点人眼可视面

积的比例ꎮ

(二) 指标策略分区ꎮ

根据全市各区绿地建设现状及发展潜力ꎬ 将各区分为优化提质区、 增量建设区

和补充完善区三类ꎬ 实行差异化的绿地供给与指标发展策略ꎮ 各区绿地规划具体指

标值在区绿地系统规划中确定ꎮ

优化提质区ꎮ 包括越秀区、 海珠区、 荔湾区、 天河区ꎬ 绿地规划以优化提升为

主导方向ꎬ 重点完善绿地服务功能ꎬ 提升绿化品质ꎬ 通过城市更新增补绿地、 低效

用地公园化改造等方式ꎬ 进一步提升公园绿地服务覆盖水平ꎮ

增量建设区ꎮ 包括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禺区、 南沙区ꎬ 绿地规划以增量建设

为主导方向ꎬ 多措并举ꎬ 精准供给绿地资源ꎬ 提升公园绿地人均水平和服务覆盖

水平ꎮ

补充完善区ꎮ 包括花都区、 增城区、 从化区ꎬ 绿地规划以适度增补居民日常使

用的公园绿地为主导方向ꎬ 重点提升城镇开发边界内公园绿地服务覆盖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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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市域绿地系统规划

第一节　 市域绿色生态空间规划

一、 携领湾区生态空间格局构建

以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珠三角国家森林城市群为引领ꎬ 共

同维育粤港澳大湾区山体生态屏障和沿海生态防护带ꎬ 加强区域生态廊道协调建设ꎬ

推动大湾区绿色生态协同发展ꎬ 共建世界级城市群的生态空间格局ꎮ

(一) 协同构筑山、 江、 田、 湾的区域山水格局ꎮ

共同维育粤港澳大湾区山体生态屏障ꎬ 重点保护广州北部九连山脉、 青云山脉、

罗浮山脉ꎬ 强化从化区、 增城区、 花都区森林资源保育ꎬ 与大湾区西部、 北部、 东

部山体共同形成区域山体生态屏障ꎬ 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气候调节、 水源涵养和生

态产品供给能力ꎬ 提升生物多样性ꎮ

加强珠江、 流溪河、 东江、 增江等骨干江河的保护控制ꎬ 整合水系沿线森林公

园、 湿地、 山体丘陵、 基塘系统等生态资源ꎬ 共同推进珠江流域保护ꎮ

共同保护南沙大岗—榄核—万顷沙、 增城石滩的连片基塘农田、 沙田ꎬ 建设区

域特色农田保育区ꎬ 传承岭南农耕文化ꎬ 打造岭南新田园ꎮ

保护建设沿海防护林带ꎬ 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恢复ꎬ 严格控制环珠江口地区滩

涂围垦ꎬ 推进近海岸生态系统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ꎬ 共同保护珠江口生态本底ꎮ

(二) 共同推进交界地区生态修复与保护利用ꎮ

北部地区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ꎮ 重点加强从化区、 增城区东北部、 花都区北

部与周边地区的协同保护ꎬ 避免城镇、 农业发展、 交通干线割裂连绵山体ꎬ 严格控

制生态敏感区域及周边人口规模与开发强度ꎮ 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和生态公益林建

设ꎬ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ꎬ 充分发挥森林生态屏障功能ꎮ

南部地区推进珠江口湿地恢复和防护林带建设ꎮ 推进番禺区、 南沙区红树林湿

地恢复ꎬ 建设粤港澳珠江口湿地保护圈ꎬ 恢复湿地生态功能ꎮ 开展海域、 海岸带生

态环境修复和水生生物资源养护ꎮ 建设沿海防护林带ꎬ 形成生态防护空间ꎬ 维护区

域生态安全ꎮ

西部地区推进广佛南北生态文化带建设ꎮ 依托珠江水网ꎬ 推进生态修复与保护

利用ꎬ 通过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串联沿线公园、 农田、 古村落、 祠堂等资源ꎬ 全

面提升交界地区绿化品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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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域绿地系统空间结构

在广州市 “九片、 六核、 八廊” 生态空间格局的基础上ꎬ 结合城市自然地理格

局和岭南风貌特征ꎬ 强化森林、 湿地和绿地资源的系统保护ꎬ 聚焦林业园林重点工

作ꎬ 优化形成 “三片八廊、 一环一带三核” 的市域绿地系统空间结构ꎬ 引导绿美生

态、 游憩、 文化全面发展ꎮ

(一) 提质三大森林生态片区ꎮ

基于森林资源分布和主导功能差异ꎬ 统筹建设北部生态涵养、 中部城市森林和

南部沿海防护三大森林生态片区ꎬ 充分发挥生态源地作用ꎮ 北部生态涵养片区依托

从化区、 增城区、 花都区森林资源ꎬ 突出山体森林的生态风貌ꎬ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ꎬ

发挥生态涵养和生态屏障功能ꎬ 打造碳汇价值高地ꎻ 中部城市森林片区依托白云山

风景名胜区、 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等资源ꎬ 创新近郊森林资源利用方式ꎬ 推进中部

地区绿色空间连通ꎬ 增强绿色获得感ꎻ 南部沿海防护片区推进沿海防护林带建设ꎬ

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ꎬ 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生态防护能力ꎬ 打造国际水鸟生物多样性

热点片区ꎮ

(二) 构建八条生态廊道ꎮ

结合自然资源要素分布ꎬ 构建联通山水、 贯穿城区、 功能复合的生态廊道网络ꎬ

发挥生物交流、 环境美化、 休闲游憩多重功能ꎮ 规划沿主要河流、 骨干道路两侧ꎬ

开展生态修复和绿化美化ꎬ 塑造流溪河—珠江西航道—洪奇沥水道、 帽峰山—火龙

凤—南沙港快速—蕉门水道、 增江河—东江—狮子洋、 北二环、 珠江前后航道、 金

山大道—莲花山、 沙湾水道、 横沥—凫洲水道 “三纵五横” 八条区域生态廊道ꎬ 推

动沿线自然生态、 历史人文资源以及重要公共空间联动发展ꎮ

(三) 打造城市生态翠环ꎮ

在中心城区周边沿绕城高速公路、 沙湾水道、 珠江西航道、 北二环高速公路ꎬ

打造 １６０ 千米城市生态翠环ꎬ 以绿道、 碧道等串联沿线的生态公园和城市公园ꎬ 建

设环城公园带ꎮ 提升翠环沿线公园品质ꎬ 整合翠环内绿地资源及低效空间ꎬ 推动绿

色空间贯通与共享可达ꎬ 加强翠环与周边地区功能联动ꎬ 助推绿色资源焕发新活力ꎮ

(四) 塑造珠江景观带ꎮ

围绕建设世界级一流滨水区的目标ꎬ 充分挖掘珠江沿岸自然生态资源ꎬ 全面构

建层级丰富的绿色空间体系ꎬ 提升公共空间品质ꎬ 高质量建设珠江景观带ꎮ 补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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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滨江绿地ꎬ 结合珠江堤岸、 桥梁和建筑ꎬ 塑造特色立体绿化风貌ꎬ 推进绿道、 缓

跑径串联成网ꎬ 打造国际一流、 丰富多元、 岭南特色凸显的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带ꎬ

形成传统、 现代、 未来交相辉映的活力滨江岸线ꎮ

(五) 建设三大生态绿核新高地ꎮ

依托城区重要的生态资源ꎬ 建设保护白云山、 海珠湿地和南沙湿地三大城市生

态绿核ꎬ 作为城区生物多样性功能重要地区和居民亲近自然的最佳目的地ꎮ 持续推

进白云山绿美建设ꎬ 强化海珠湿地、 南沙湿地建设保护ꎬ 提升湿地生态功能和环境

品质ꎬ 拓展自然教育、 休闲游憩功能ꎬ 将海珠湿地、 南沙湿地建设成为展示湿地生

态建设成果的窗口和典范ꎮ

三、 市域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

贯彻落实国家和广东省关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相关要求ꎬ 加强全市自然生

态系统保护ꎬ 构建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ꎬ 以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ꎬ 推

进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整合优化ꎬ 开展自然保护地示范性建设ꎬ 提升自然保护地

生态服务功能ꎮ 全市自然保护地 ７５ 个ꎮ 其中ꎬ 自然保护区 ５ 个ꎬ 面积 ８７７５ ７６ 公顷ꎻ

自然公园 ７０ 个ꎬ 其中风景名胜区 ４ 个ꎬ 面积 ２０９０６ ４３ 公顷ꎬ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和

地质公园 ６６ 个ꎬ 面积 ８０１７０ ３４ 公顷 (自然保护地具体面积和边界以勘界立标为准)ꎮ

(一) 自然保护区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自然保护区 ５ 个ꎬ 面积 ８７７５ ７６ 公顷 (详见附件 １ 广州市

规划自然保护区一览表)ꎮ 其中现状优化 １ 个ꎬ 为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ꎻ 等级提升 ３

个ꎬ 分别为从化唐鱼自然保护区、 花都芙蓉嶂白沙田桃花水母及其生态自然保护区、

增城大东坑次生林自然保护区ꎻ 归并 １ 个ꎬ 推进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与从化蝴蝶

谷森林公园归并为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ꎮ

(二) 自然公园ꎮ

风景名胜区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风景名胜区 ４ 个ꎬ 面积共计 ２０９０６ ４３ 公顷

(详见附件 ２ 广州市规划风景名胜区一览表)ꎮ 其中ꎬ 现状优化 ３ 个ꎬ 分别为白云山

风景名胜区、 莲花山风景名胜区、 从化温泉风景名胜区ꎻ 归并 １ 个ꎬ 推进增城白水

寨风景名胜区与增城大封门森林公园、 增城高滩森林公园、 增城凤凰山森林公园、

增城邓村森林公园、 增城省级地质公园归并为增城白水寨风景名胜区ꎮ 在保护自然

资源的前提下ꎬ 持续升级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品质与配套设施ꎬ 完善休闲游憩功能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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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公共交通和停车设施配置ꎬ 提高交通可达性ꎮ

森林公园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森林公园 ５４ 个ꎬ 面积共计 ７７９０６ ８５ 公顷 (详

见附件 ３ 广州市规划森林公园一览表)ꎮ 其中ꎬ 规划新增 ７ 个ꎬ 面积共计 ５４８１ ７０ 公

顷ꎬ 分别为白云六片山森林公园、 黄埔油麻山森林公园、 南沙大山乸森林公园、 南

沙南大山森林公园、 花都称砣顶森林公园、 从化通天蜡烛森林公园、 增城南坑顶森

林公园ꎻ 等级提升 ２ 个ꎬ 分别为番禺七星岗森林公园、 番禺翁山森林公园ꎻ 归并 ７

个ꎬ 推进太子省级森林公园与增城兰溪森林公园、 增城兰溪河珍稀水生动物及其生

态自然保护区归并为太子兰溪省级森林公园ꎬ 南沙黄山鲁森林公园与南沙黄山鲁白

水湖湿地公园归并为南沙黄山鲁森林公园ꎬ 王子山省级森林公园与花都福源森林公

园归并为王子山省级森林公园ꎬ 花都九龙潭森林公园与花都高百丈森林公园、 花都

蟾蜍石森林公园归并为花都九龙潭森林公园ꎬ 从化风云岭森林公园与从化风云岭湿

地公园归并为从化风云岭森林公园ꎬ 从化沙溪森林公园与从化外婆家森林公园归并

为从化沙溪和外婆家森林公园ꎬ 增城白水山森林公园与增城二龙山森林公园、 增城

白洞森林公园归并为增城白水山森林公园ꎮ 加强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石门国家森

林公园等森林公园的林相改造ꎬ 精准提升森林质量ꎬ 优化生态服务功能ꎬ 完善休闲

游憩场地与设施配置ꎬ 提升公园服务能级ꎮ

湿地公园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湿地公园 １１ 个ꎬ 面积共计 ２１５５ ６０ 公顷 (详
见附件 ４ 广州市规划湿地公园一览表)ꎮ 其中ꎬ 规划新增 １ 个ꎬ 为黄埔埔心湿地公

园ꎬ 面积 ２３ ４４ 公顷ꎻ 归并 １ 个ꎬ 推进南沙滨海红树林森林公园归并为南沙湿地公

园ꎮ 保护恢复湿地公园生态系统与功能ꎬ 重点提升水鸟生态廊道沿线湿地公园的生

态环境ꎬ 改善湿地水环境质量ꎬ 打造一批湿地文化科普教育基地ꎮ
地质公园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地质公园 １ 个ꎬ 为南沙大虎山地质公园ꎬ 面积

１０７ ８９ 公顷ꎮ 促进地质遗迹资源有效保护与永续利用ꎬ 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作用ꎮ
四、 市域绿地保护修复与利用

(一) 生态廊道建设策略ꎮ
构建三级生态廊道ꎮ 区域生态廊道衔接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廊道系统ꎬ 推动水鸟

栖息生境与迁徙廊道保护修复ꎬ 构建绿色生态水网和都市亲水空间ꎮ 区域生态廊道

总体宽度平均 １ 千米ꎬ 最小宽度 ２００ 米ꎮ 组团生态廊道结合河涌水系、 道路绿带、
城市公园等建设ꎬ 贯穿城市片区内部ꎬ 发挥生态隔离、 景观美化、 卫生防护、 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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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等综合功能ꎮ 组团生态廊道总体宽度平均 １００ 米ꎬ 最小宽度 ６０ 米ꎮ 社区生态廊

道结合城市与社区绿道、 道路绿带、 街头绿地等建设ꎬ 美化社区环境ꎬ 提供日常休

闲游憩活动ꎮ 社区生态廊道总体宽度平均 ３０ 米ꎬ 最小宽度 ２０ 米ꎮ
推进生态廊道连通ꎮ 结合生态廊道断点地区ꎬ 综合考虑生物迁徙通道建设和绿

化品质提升要求ꎬ 增补广钢公园、 广纸公园等公园节点ꎬ 推进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南沙湿地公园、 白云白云湖湿地公园、 番禺海鸥岛红树林湿地

公园、 番禺大学城湾咀头湿地公园、 黄埔萝岗湿地公园、 增城湖心岛湿地公园改造

升级ꎬ 开展湿地环境修复ꎬ 提升植物群落ꎬ 完善自然教育设施ꎮ 推进生态廊道综合

治理ꎬ 加快廊道内生态修复与保护利用ꎮ 针对现状违法建设用地ꎬ 进行清退复绿ꎻ
针对合法及已批未建用地ꎬ 采用立体绿化或临时绿化的形式ꎬ 进行生态化改造ꎻ 针对

裸露地或受损用地ꎬ 采用植被恢复、 林相改造与边坡恢复等手段ꎬ 提升廊道品质ꎮ 因

地制宜完善立体生物通道ꎬ 探索树桥式、 天桥式、 涵洞式等建设形式ꎬ 促进廊道连通ꎮ
(二) 生态保护修复策略ꎮ
精准提升北部森林质量ꎮ 遵循近自然林经营理念ꎬ 对林分质量较好的森林进行

封育管护ꎬ 逐步提高森林自然化程度和系统稳定性ꎬ 增强森林生态效益ꎻ 对低效林、
残次林、 纯林ꎬ 进行林相改造ꎬ 采用 “小群落、 大混交”、 慢生型与速生型树种、 建

群树种与伴生型树种相搭配的方式ꎬ 推广优良乡土树种ꎬ 大力提升混交林和大径级

森林比例ꎬ 逐步构建以乡土树种为主、 种类丰富、 群落结构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ꎮ
推进破损废弃山林植被修补ꎮ 保护自然山体地貌ꎬ 提升山体生态景观ꎬ 减少生

态片区特定类矿产资源开采ꎮ 重点推进从化、 增城、 花都受损山体修复ꎬ 通过生态

复绿、 景观再造等方式进行再利用ꎮ
开展天然林全面保护与修复ꎮ 针对北部生态涵养片区稀疏退化的天然林ꎬ 采取

人工促进、 天然更新等措施ꎬ 加快森林正向演替ꎬ 逐步使天然次生林、 退化次生林

等生态系统恢复到一定功能水平ꎮ 强化天然中幼林抚育ꎬ 调整林木竞争关系ꎬ 促进

形成地带性顶级群落ꎮ 鼓励在废弃矿山、 荒山荒地上逐步恢复天然植被ꎮ
加强水源林生态保护与修复ꎮ 以流溪河、 白坭河、 沙湾水道、 增江等河流型水

源地及流溪河水库、 黄龙带水库、 九湾潭水库等湖库型水源地为重点ꎬ 实施水源地

环境综合整治ꎬ 加强重点水源涵养区和水源保护区的保护修复ꎬ 严格限制开发建设

活动ꎬ 恢复森林和湿地等自然植被ꎮ
推动南部沿海防护林保护建设ꎮ 加强珠江口红树林保护恢复ꎬ 严格保护坦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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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红树林资源ꎻ 在番禺、 南沙等沿海红树林宜林地段ꎬ 采用封滩育林、 人工造林等

措施发展红树林ꎻ 沿着南沙 １—２１ 涌水系ꎬ 建立河涌林带ꎮ 在番禺、 南沙高标准建

设沿海基干林带ꎬ 对未合拢的沿海基干林带进行营建ꎬ 对防护功能较弱的低效林带ꎬ
采用抗风能力较强的乡土树种进行修复ꎬ 提高沿海防护林防护减灾能力ꎮ

(三) 保护性利用策略ꎮ
推广自然教育ꎬ 建设生态科普场所ꎮ 依托森林、 湿地、 农田等集中成片自然资

源ꎬ 在从化区、 增城区、 花都区、 南沙区等地区大力推进自然教育基地建设ꎬ 建设

形式多样的生态科普场所ꎬ 展示岭南特色的自然生态文化ꎮ 丰富自然教育内容和形

式ꎬ 建立全民自然教育体系ꎮ
活化森林资源ꎬ 打造森林康养基地ꎮ 依托北部山水资源ꎬ 加快实现生态产品价

值ꎮ 发展森林康养保健功能ꎬ 建设森林浴场、 森林理疗中心等ꎬ 开发登山远足、 森

林瞭望等活动ꎬ 重点打造北回归线上的国际森林康养基地和广州最高峰的山岳风光

体验高地ꎮ
保育生态绿核ꎬ 丰富生态产品供给ꎮ 持续加强白云山、 海珠湿地、 南沙湿地的

保育ꎬ 整治建筑环境ꎬ 复绿拆违用地ꎬ 提质生态绿核周边的城市公园与社区公园ꎬ
打造环生态绿核的公园绿链ꎬ 有效供给高质量、 多元化生态产品ꎬ 推进资源科学合

理利用ꎮ

第二节　 全域公园体系规划

一、 规划策略

(一) 健全体系ꎬ 建设城乡一体绿美家园ꎮ
根据出游活动需求和公园服务能级差异ꎬ 构建面向居民和游客、 覆盖城乡的多

层级公园体系ꎬ 满足多层次休闲游憩需要ꎮ 结合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工作ꎬ 大力增

加社区公园和游园 (口袋公园)ꎬ 提升公园布局的公平性与均衡性ꎬ 建设城乡一体的

绿美家园ꎮ
(二) 加强连通ꎬ 构建高质量游憩空间网络ꎮ
以公园城市理念整合城乡绿色资源ꎬ 依托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等活力绿廊ꎬ

串联大型公园并延伸连接生态廊道ꎬ 加强绿色生态资源互联互通ꎬ 形成内外一体、
有机贯通的游憩空间网络ꎮ

(三) 健康引领ꎬ 提升公园功能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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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展 “公园＋”ꎬ 适应全年龄段人群活动需求ꎬ 完善不同级别、 不同类型公

园的功能与设施配置ꎬ 营造多元消费场景ꎮ 提升公园智慧化管理服务水平ꎬ 推进有

条件的公园兼容建设体育运动、 健身休闲、 自然教育等场地和设施ꎬ 重点关注社区

公园的全龄友好设施配置ꎬ 营造健康活力公园ꎮ

(四) 延续文脉ꎬ 彰显岭南园林特色ꎮ

传承岭南园林文化ꎬ 注重传统岭南园林风貌保护ꎬ 加强岭南乡土树种推广应用ꎮ

结合城市发展趋势与需求ꎬ 不断创新发展岭南园林ꎬ 提升公园品质ꎬ 强化公园对区

域文化、 历史艺术、 自然教育等高质量生活需求的引导ꎮ

二、 公园体系构建

(一) 规划公园体系ꎮ

统筹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关系ꎬ 坚持城乡一体发展ꎬ 构建完善 “生态公园—

城市公园—社区公园—游园 (口袋公园) ” 四级公园体系ꎮ 衔接公园相关规范标准

及政策文件ꎬ 支撑全市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ꎬ 满足不同层次居民出游需求ꎬ 提出相

应的公园用地面积和服务半径等要求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广州市公园规划建设指引表

级别 类型 用地面积 服务半径

生态
公园

自然公园

风景名胜区 — —

森林公园 大于 ３０ 公顷 —

湿地公园 大于 ８ 公顷 —

地质公园 — —

郊野公园 —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米

城市
公园

综合公园
全市性公园 大于 ２５ 公顷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 米

地区性公园 １０—２５ 公顷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米

专类公园 其中
动物园 大于 ２０ 公顷 —

植物园 大于 ４０ 公顷 —

历史名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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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类型 用地面积 服务半径

社区公园
城市社区公园

乡村社区公园
１—１０ 公顷 ８００—１０００ 米

游园 (口袋公园) １ 公顷以下 ３００—５００ 米

(二) 规划公园规模ꎮ

强化社区公园和游园 (口袋公园) 的基干地位ꎬ 重点增加社区公园和游园 (口

袋公园)ꎬ 根据生态资源保护与利用需要ꎬ 适度增补郊野公园和城市公园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公园不少于 ２０００ 个ꎮ 其中ꎬ 自然公园 ７０ 个ꎬ 郊野公园约 ５０ 个ꎬ 城市

公园约 １２０ 个ꎬ 社区公园约 ３００ 个ꎬ 游园 (口袋公园) 约 １５００ 个ꎮ

三、 生态公园规划

生态公园是指以原生态或低人为干扰的自然环境为特色ꎬ 侧重满足居民亲近大

自然的需求ꎬ 兼具科普生态教育功能的公园ꎮ 生态公园分为自然公园和郊野公园两类ꎮ

(一) 自然公园ꎮ

自然公园包括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和地质公园ꎬ 确保重要自然生

态系统、 自然遗迹、 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得到系统性保护ꎮ 衔接自然保护地体系

整合优化要求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自然公园 ７０ 个ꎬ 其中风景名胜区 ４ 个ꎬ 森林

公园、 湿地公园和地质公园 ６６ 个ꎮ

(二) 郊野公园ꎮ

郊野公园是指位于中心城区边缘、 具有一定规模、 公共交通便利ꎬ 以农田山林、

水系湿地、 古树名木、 自然村落、 历史文化等为基础建设的公园ꎬ 发挥亲近自然、

休闲游憩、 科普教育等功能ꎬ 包括未纳入自然保护地的现状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ꎬ

以及古树公园、 农业公园等ꎮ

充分挖掘郊野自然生态及历史文化资源价值ꎬ 提供亲自然公园场景ꎬ 促进资源

保护性利用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郊野公园约 ５０ 个 (详见附件 ５ 广州市规划郊野

公园一览表)ꎮ

提升近郊镇级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ꎮ 提升 ４１ 个未纳入自然保护地的现状森林公

园和湿地公园ꎬ 强化休闲游憩、 运动健身、 自然教育等设施配置与场景营造ꎬ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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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活动功能ꎬ 建设为郊野公园ꎮ 包括白云、 黄埔、 番禺、 花都、 增城等区的 ３３ 个

现状镇级森林公园ꎬ 以及天河湿地公园、 黄埔萝岗湿地公园、 番禺草河湿地公园、

番禺大学城湾咀头湿地公园、 增城荔湖湿地公园、 增城增江鹤之洲湿地公园、 从化

温泉湿地公园、 从化流溪温泉湿地公园 ８ 个现状湿地公园ꎮ

整合近郊特色资源ꎬ 适度新增郊野公园ꎮ 依托近郊森林、 湿地资源ꎬ 规划新增

番禺化龙湿地公园、 番禺莲湖湿地生态公园 ２ 个公园ꎻ 依托黄埔、 增城、 从化等区

的古树群资源ꎬ 规划建设不少于 ７ 个古树公园ꎬ 强化古树名木资源保护ꎻ 衔接农业

公园相关标准ꎬ 规划建设一批集农业综合开发、 农业创意、 田园景观、 农产品展示、

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农业公园ꎬ 补充近郊休闲游憩空间ꎬ 促进乡村振兴ꎮ

探索郊野公园用地管理模式创新ꎮ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内的郊野公园ꎬ 结合周边

旧村更新改造ꎬ 联动建设公园配套设施ꎬ 活化资源利用ꎻ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的郊

野公园ꎬ 参照农业农村地区点状供地政策ꎬ 探索用地管理模式创新ꎬ 支撑公园设施

建设ꎮ

四、 城市公园规划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新增城市公园约 ３５ 个ꎬ 城市公园总数约 １２０ 个ꎮ

(一) 综合公园ꎮ

综合公园是指内容丰富ꎬ 适合开展各类户外活动ꎬ 具有完善的游憩和配套管理

服务设施的绿地ꎮ 根据用地规模和服务半径ꎬ 综合公园细分为全市性公园和地区性

公园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综合公园约 ５５ 个ꎮ

完善中心城区已建综合公园配套功能ꎮ 加快推进越秀公园、 流花湖公园、 珠江

公园等现状综合公园功能、 品质及治理全面升级ꎬ 保护传统岭南园林风貌ꎬ 打造城

市公园典范ꎬ 推动老公园焕发新活力ꎮ 已建综合公园持续实施拆围透绿ꎬ 因地制宜

增设缓跑径、 体育游乐设施和自然教育设施等ꎮ

推进南沙区等城区综合公园选址建设ꎮ 匹配全市规划人口增长方向ꎬ 重点加强

南沙区、 白云区、 黄埔区、 花都区、 增城区的综合公园建设ꎬ 促进综合公园相对均

衡布局ꎮ

新建综合公园应依托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资源建设ꎬ 选址在服务人口多、 设施

齐全、 交通便利的地区ꎬ 方便居民使用ꎮ 新建全市性公园用地规模宜大于 ２５ 公顷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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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半径 ４０００ 米至 ５０００ 米ꎻ 新建地区性公园用地规模宜大于 １０ 公顷ꎬ 服务半径

２０００ 米至 ２５００ 米ꎻ 鼓励用地规模大于 １０ 公顷ꎬ 平均宽度大于 ５０ 米的带状绿地升级

为综合公园ꎮ

创新设施配置模式ꎬ 推进公园与自然教育、 体育、 文化、 旅游、 商业、 服务等

设施融合发展ꎬ 加强公园智慧化管理ꎮ

(二) 专类公园ꎮ

专类公园是指具有特定内容或形式ꎬ 有相应的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ꎮ 构建专

类公园体系ꎬ 规划建设一系列主题突出、 富有特色的专类公园ꎬ 包括动物园、 植物

园、 儿童公园、 体育公园、 文化公园、 雕塑公园、 环保公园、 滨海公园等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专类公园约 ６５ 个ꎮ

立足专类公园主题文化展示、 历史教育、 自然教育、 体育健身、 儿童娱乐等专

项功能需求ꎬ 科学合理配置植物ꎮ 动物园应模拟所展示物种的原生自然环境ꎬ 进行

场景式植物配置ꎻ 植物园应进行科属主题突出的特色植物群落营造ꎻ 儿童公园应结

合儿童心理、 行为特性合理采用通透式、 安全的植物配置形式ꎬ 选择不落果、 安全

无毒的植物ꎻ 文化公园、 雕塑公园、 纪念公园、 遗址公园等应结合公园文化内涵进

行植物配置ꎬ 选择突出文化主题特色的植物品种ꎻ 滨海公园应结合滨海地区气候特

征ꎬ 彰显滨海景观风貌特色ꎮ

(三) 历史名园ꎮ

充分发挥历史名园在延续历史文脉、 展示岭南文化、 传承岭南园林造园技艺等

方面的综合作用ꎬ 提升历史名园影响力ꎬ 完善历史名园保护管理机制ꎬ 适度新增历

史名园数量ꎮ

历史名园应当根据原有格局风貌、 特有景观风貌和整体风貌进行分类保护ꎬ 延

续历史文脉ꎮ 保护历史名园的格局风貌ꎬ 不得擅自改变山形水系格局和园内绿地、

道路、 广场等的大小、 形状、 走向及用途ꎻ 保护历史名园特有的景观风貌ꎬ 禁止损

毁、 非法拆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及其附属物ꎬ 不得擅自改变园内古树名木及

主要植物景观的整体风貌ꎻ 保护历史名园整体风貌的真实性和完整性ꎬ 历史名园建

设控制地带范围内新建建筑物、 构筑物的高度、 形式、 体量、 色彩应当与历史名园

整体风貌相协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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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园内的建筑、 设施、 场地可以开展与历史名园服务功能相适应、 与历史

名园景观风貌相协调的配套服务项目和经营活动ꎬ 但必须符合历史名园的保护要求ꎮ

(四) 国家植物园ꎮ

对标最高最好最优ꎬ 高标准建设华南国家植物园ꎬ 打造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

万物和谐的国家植物园ꎮ 依托华南国家植物园ꎬ 拓展植物园迁地保护、 科研科普的

社会服务功能ꎬ 建设广州 “１＋３＋Ｎ” 城园融合体系ꎮ

五、 社区公园规划

社区公园是指用地独立ꎬ 具有基本的游憩和服务设施ꎬ 主要为一定社区范围内

居民就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服务的绿地ꎮ 提升全市社区公园服务覆盖水平ꎬ 推动公

园绿地服务向社区延伸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新增社区公园约 １８８ 个ꎬ 社区公园总

数约 ３００ 个ꎮ

(一) 城市社区公园ꎮ

结合 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布局ꎮ 每 １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至少配置 １ 个社区公园ꎮ

已建地区通过边角地整理、 见缝插绿等方式ꎬ 增加社区公园数量ꎬ 满足日常休闲、

娱乐、 健身的需求ꎬ 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ꎮ 新建地区可与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公

益性设施相邻设置社区公园ꎬ 打造社区活动中心ꎮ

推进社区公园便捷可达ꎮ 社区公园应选址在城市大型居住区附近ꎬ 与社区绿道、

滨水地区、 文物古迹结合ꎬ 与城市主次干道顺畅衔接ꎬ 便于居民使用ꎮ 中心城区或

其他人口密集地区ꎬ 结合碧道建设、 河涌整治等工作ꎬ 建设滨水型社区公园ꎬ 完善

游憩设施ꎬ 创造开放共享的滨水空间ꎮ

建设面向全年龄段的社区体育设施ꎮ 综合考虑儿童、 青少年和老人等人群行为

习惯和出游活动需求ꎬ 完善社区体育设施ꎬ 推进社区体育公园建设和健康社区发展ꎮ

面向学龄前和学龄儿童游憩活动需求ꎬ 分类设置儿童游戏设施ꎮ 针对学龄前儿

童宜设置秋千、 滑梯等设施ꎻ 针对学龄儿童宜设置平衡木、 单杠、 攀爬类等设施ꎮ

面向青少年和成人体育健身活动需求ꎬ 设置羽毛球、 乒乓球等大众运动场地ꎮ

结合不同用地条件ꎬ 灵活设置篮球、 足球、 门球等运动场地ꎬ 丰富社区体育公园活

动类型ꎮ

面向老人活动需求ꎬ 设置曲艺舞台等场地ꎬ 提供一定规模休息区以及缓跑径、

全民健身器材等群众性体育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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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便利生活与智慧管理设施ꎮ 结合社区发展需求ꎬ 推动社区公园与社区文化、

体育、 教育、 服务等设施融合建设ꎬ 在社区公园内综合配置图书流动站、 无人贩售

机、 小型文化室、 科普长廊以及生活垃圾分类设施等ꎬ 推进免费 ＷｉＦｉ (无线网络)、

实时监控、 智能警务、 智能广播建设ꎬ 实现便利化生活和智慧化管理ꎮ

(二) 乡村社区公园ꎮ

推动社区公园向乡村地区延伸ꎬ 完善乡村社区公园布局ꎬ 每村规划至少 １ 个社

区公园ꎮ 乡村社区公园应充分挖掘乡村文化历史内涵ꎬ 注重岭南乡村文化元素在公

园设计中的运用ꎬ 利用宗祠、 河涌水系、 自然山体等建造邻里活动空间ꎮ 强化岭南

乡土阔叶植物、 岭南佳果植物、 岭南乡土观花植物在乡村社区公园的应用ꎬ 构建留

住岭南乡愁记忆的绿美环境ꎮ 推广健康生活及文化教育理念ꎬ 设置健身康体设施、

智慧化文化宣传服务设施ꎮ

六、 游园 (口袋公园) 规划

游园 (口袋公园) 是指用地独立ꎬ 规模较小或形状多样ꎬ 方便居民就近进入ꎬ

具有一定游憩功能的绿地ꎮ 充分发挥游园 (口袋公园) 对于建设绿美生态环境、 方

便居民就近活动的作用ꎬ 大力推进游园 (口袋公园) 建设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新

增游园 (口袋公园) 约 ６００ 个ꎬ 游园 (口袋公园) 总数约 １５００ 个ꎮ

(一) 均衡布局ꎬ 实现 ３００ 米见绿ꎮ

结合旧村改造、 旧厂改造、 旧城改造、 村级工业园整治提升、 违法建设拆除等

城市更新工作ꎬ 利用各类低效闲置空间ꎬ 如建筑退线空间、 滨水空间、 街旁空地、

桥下空间等ꎬ 见缝插绿推动游园 (口袋公园) 建设ꎬ 实现每 ５ 分钟社区生活圈至少

配置 １ 个游园 (口袋公园)ꎬ 建成区居住用地步行 ３００ 米见绿ꎬ 营造绿美环境ꎮ

(二) 传承文化ꎬ 完善就近活动功能ꎮ

坚持以周边居民需求为导向ꎬ 结合资源条件合理配置休闲娱乐、 运动健身、 儿

童游憩、 文化科普等场地和设施ꎮ 游园 (口袋公园) 的入口设置应综合考虑可达性、

便捷性和安全性ꎬ 满足无障碍设计要求ꎻ 植物配置应兼具景观和生态效益ꎮ 彰显岭

南文化、 社区文化特色ꎬ 增进居民的文化认同感ꎬ 让老故事有新传承ꎬ 让老街区焕

发新活力ꎮ

(三) 公众参与ꎬ 推进共建共治共享ꎮ

不断提升游园 (口袋公园) 设计水平ꎬ 推进游园 (口袋公园) 共建共治共享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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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选址推荐、 设计方案评选、 园艺竞赛、 认养等方式ꎬ 鼓励公众参与游园 (口袋

公园) 设计、 建设和维护全过程ꎬ 营造居民喜爱的绿美公共空间ꎮ

第三节　 市域绿道网络规划

一、 完善绿道网络构建

擦亮广州绿道品牌ꎬ 完善区域绿道、 城市绿道、 社区绿道三级绿道体系建设ꎬ

持续贯通区域绿道和城市绿道ꎬ 强化社区绿道建设ꎬ 推动绿道与碧道、 南粤古驿道、

森林步道等空间联动建设ꎮ 规划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绿道不少于 ４０００ 千米ꎮ

加强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等活力绿廊建设ꎬ 串联各类公园和景点ꎬ 形成绿意

盎然的休闲游憩网络ꎬ 公园连通比例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５８％提升至 ２０３５ 年的 ８０％以上ꎮ

优化布局合理、 配套完善、 功能丰富的绿道体系ꎮ 依托碧道建设契机ꎬ 重点贯

通珠江西航道、 珠江后航道等滨水公共空间ꎬ 加快推进环岛路、 沿江大道、 沙湾水

道等绿道建设ꎬ 打造蓝绿交织的中心城区及近郊绿色生态空间ꎻ 依托主要河涌等建

设联系中心城区至南沙区的城市绿道ꎻ 有序推进荔湾区、 天河区、 南沙区等社区绿

道增补ꎬ 服务居民日常出行ꎮ

二、 绿道功能升级策略

(一) 打造全时段活力绿道ꎮ

鼓励绿道全时段开放ꎬ 合理组织夜游、 夜跑、 夜市等活动ꎬ 增设文化休闲设施

和餐饮、 购物等商业设施ꎬ 完善公厕、 照明系统、 夜间公交等配套服务ꎬ 打造夜间

经济特色品牌ꎬ 提供全时段的生活、 休闲和娱乐服务ꎮ

(二) 营造绿道活力消费场景ꎮ

鼓励经济组织、 社会团体、 单位或者个人参与绿道建设运营ꎮ 引入文化体验、

餐饮休闲、 时尚运动、 休闲娱乐、 酒店民宿等多元复合业态ꎬ 植入自动贩卖、 无人

超市、 直饮水装置等人性化服务ꎬ 激活绿道ꎮ

(三) 推动智慧绿道建设管理ꎮ

推动智慧绿道建设ꎬ 鼓励应用节能环保的新技术、 新材料ꎮ 构建绿道智能化一

体平台ꎬ 引进线上运动平台ꎬ 建设 “云场馆”ꎻ 完善智慧监管功能ꎬ 引入智慧零售等

新型业态模式ꎬ 为游客、 企业商家及政府提供智能、 高效的综合性服务ꎮ

３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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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绿地分类规划

一、 区域绿地规划

(一) 风景游憩绿地ꎮ

风景游憩绿地是指自然环境良好ꎬ 向公众开放ꎬ 以休闲游憩、 旅游观光、 娱乐

健身、 科学考察等为主要功能ꎬ 具备游憩和服务设施的绿地ꎬ 主要包括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 湿地公园、 地质公园、 郊野公园、 其他风景游憩绿地等ꎮ

风景游憩绿地规划布局应依托山林、 湿地、 地质遗迹、 古树名木、 历史文化、

自然村落等资源要素ꎬ 利用丰富的植物群落和山水景致ꎬ 对城市生态环境起着保护、

调整、 协调、 补充的作用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风景游憩绿地约 １０５２３９ 公顷ꎬ 人均风景游憩绿地面积约

４７ 平方米 / 人 (风景游憩绿地涉及自然保护地ꎬ 具体面积根据自然保护地勘界立标

数据进行更新)ꎮ

(二) 生态保育绿地ꎮ

生态保育绿地是指为保障城乡生态安全ꎬ 改善景观质量而进行保护、 恢复和资

源培育的绿色空间ꎬ 主要包括自然保护区、 水源保护区、 湿地保护区、 公益林、 生

物物种栖息地等ꎮ 生态保育绿地主要依据珍稀濒危物种、 饮用水源地、 具有重要生

态价值林地分布以及野生动物迁徙路径等进行规划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生态保育

绿地约 ８７７６ 公顷 (生态保育绿地涉及自然保护地ꎬ 具体面积根据最终批复的自然保

护地面积进行调整)ꎮ

(三) 生产绿地ꎮ

生产绿地是指为城乡绿化美化生产、 培育、 引种试验各类苗木、 花草、 种子的

苗圃、 花圃、 草圃等圃地ꎮ

壮大花卉苗木林果产业ꎬ 推进花卉博览园和花卉之都提质升级ꎬ 建设从化区花

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ꎬ 布局从化兰花和盆栽植物生产基地、 花都盆景和观赏苗木

生产基地、 白云鲜切花和小盆栽生产基地、 增城切花切叶和兰花等花卉产业基地ꎬ

以及番禺和南沙观叶植物、 盆栽植物及绿化苗木生产基地ꎬ 提高花卉生产规模化、

专业化和智能化水平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生产绿地不少于 ６６８ 公顷ꎮ 为适应城市建设需要ꎬ 在全市

４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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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规划建设 １—２ 处中转苗圃ꎮ

二、 公园绿地规划

以满足居民使用需求为导向ꎬ 规划重点增加公园绿地规模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

划新增公园绿地约 ６３２０ 公顷ꎬ 规划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从 ２０２０ 年的 ８０％ 提升

至 ９０％以上ꎬ 规划新增公园绿地重点向南沙区、 白云区、 黄埔区、 番禺区等人口增

量大的地区布局ꎮ

重点推进中小型公园绿地建设ꎬ 创新探索存量用地增加公园绿地的途径ꎮ 结合

城市更新、 河涌岸线整治、 违法建设拆除等工作建设公园绿地ꎬ 探索低效防护绿地

公园化改造ꎬ 推进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的附属绿地开放利用等ꎮ

以规划管理单元为基础ꎬ 衔接全市社区生活圈分布ꎬ 结合现状绿地服务水平、

居民出游需求等开展绿地供需评估ꎬ 将单元划分为四个绩效等级 (详见表 ３)ꎮ 探索

公园绿地绩效单元实施机制ꎬ 引导规划公园绿地优先向一级绩效单元和二级绩效单

元投放ꎮ

表 ３　 广州市公园绿地绩效单元导引表

单元等级 特征 管控策略

一级绩效
单元

现状公园绿地服务水平低ꎬ 人口密度
高ꎬ 用地条件好ꎬ 供给效率高ꎬ 主要
分布在中新广州知识城、 增城新塘、
白云南部、 花都花东、 番禺洛浦、 番
禺桥南等地区ꎬ 是公园绿地建设最优
先的地区

公园绿地供给优先级高
严格落实公园绿地规划总量ꎬ 加强规
划预控ꎬ优先补充建设公园绿地

二级绩效
单元

现状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较低ꎬ 人口密
度较高ꎬ 用地条件较好ꎬ 供给效率较
高ꎬ 主要分布在老城区、 花都狮岭等
地区ꎬ 以及南沙区等人口增量较大的
地区ꎬ 是公园绿地建设需重点关注的
地区

公园绿地供给优先级中高
建设用地增量地区ꎬ 加强公园绿地规
划预控ꎬ 优先补充建设公园绿地ꎻ 存
量地区ꎬ 结合城市更新、 河涌道路整
治等补充公园绿地

５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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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等级 特征 管控策略

三级绩效
单元

现状公园绿地服务存在少量缺口ꎬ 人
口密度低ꎬ 供给效率中等ꎬ 是公园绿
地服务能力需逐步提升的地区

公园绿地供给优先级中等
重点提升现状公园绿地服务品质ꎬ 完
善休闲游憩设施ꎻ 结合城市更新、 河
涌道路整治等适时补充公园绿地

四级绩效
单元

现状公园绿地服务水平较高的中心城
区及中心镇ꎬ 或生态资源丰富、 人口
密度极低的地区ꎬ 供给效率低

公园绿地供给优先级中低
重点提升现状公园绿地服务品质ꎬ 远
期适时建设公园绿地

三、 防护绿地规划

防护绿地主要包括道路及铁路防护绿地、 工业隔离防护绿地、 城市水系防护绿

地、 公用设施防护绿地、 高压走廊防护绿地ꎬ 其防护宽度参考以下要求 (详见表

４)ꎬ 具体宽度在详细规划中确定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防护绿地不少于 ７５００ 公顷ꎮ

利用初雨弃流装置、 植草沟、 生物滞留带等设施滞蓄、 净化路面径流ꎮ 在符合

绿地设计规范的前提下ꎬ 探索防护绿地兼容小型市政交通设施的可行性ꎮ

表 ４　 广州市防护绿地分类规划指引表

防护类型 防护对象 防护宽度

道路及铁路
防护绿地

铁路 (京广铁路、 广深铁路等) 两侧均不小于 ３０ 米

高速公路 两侧均不小于 ２０—５０ 米

一级公路 两侧均不小于 １０—３０ 米

二级公路 两侧均不小于 １０—２０ 米

三级公路 两侧均不小于 ５—１０ 米

四级公路 两侧均不小于 ２—５ 米

城市道路 按照道路红线宽度控制绿化覆盖率

６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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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类型 防护对象 防护宽度

工业隔离
防护绿地

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之间 不少于 ３０ 米

经环保部门鉴定属于有毒有害的
重污染单位和危险品仓库

不少于 ５０ 米

城市水系
防护绿地

饮用水源地水体防护林带 两侧均不少于 １００ 米

江河 (流溪河、 珠江等) 两侧均不少于 ３０ 米

河涌 两侧均不少于 ６ 米

公用设施
防护绿地

水厂、 加压泵站 不少于 １０ 米

垃圾转运码头 不少于 ５ 米

垃圾卫生填埋场 不小于 １００ 米

生活垃圾焚烧厂 不少于 １０ 米

高压走廊
防护绿地

５００ｋＶ 高压线走廊 ６０—７５ 米

３３０ｋＶ 高压线走廊 ３５—４５ 米

２２０ｋＶ 高压线走廊 ３０—４０ 米

６６、 １１０ｋＶ 高压线走廊 １５—２５ 米

四、 广场用地规划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全市规划广场用地约 ４５０ 公顷ꎮ 广场用地宜临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

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用地、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 交通枢纽用地、 交通站场用地等

布局ꎬ 单地块面积一般不超过 ３ 公顷ꎬ 最大不超过 ５ 公顷ꎮ

提高广场用地透水铺装比例ꎬ 注重排水坡度与排水沟设置ꎬ 因地制宜设置下沉

式广场降低峰值径流量ꎬ 提升城市生态韧性ꎮ

五、 附属绿地规划

附属绿地主要包括居住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

用地、 工业用地、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物流仓储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中的绿地ꎮ

具体绿地率的控制要求按照相关法规和政策文件执行ꎮ

７２(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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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附属绿地开放利用ꎮ 部分有条件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商

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居住用地附属绿地ꎬ 通过拆围透绿、 微改造等形式ꎬ 因地制宜

配置游憩设施ꎬ 推进绿地服务公共化ꎬ 作为城市公园绿地的重要补充ꎮ

六、 永久保护绿地

永久保护绿地是指生态功能突出、 具有长期保护价值的已建成绿地ꎮ 全市划定

第一批永久保护绿地 ７７３ ８８ 公顷ꎬ 包括越秀公园、 流花湖公园、 东山湖公园、 东风

公园、 人民公园 (越秀)、 黄花岗公园、 中山纪念堂、 广州动物园、 广州兰圃、 广州

起义烈士陵园、 越秀儿童公园、 传祺公园、 宏城公园、 二沙岛艺术公园、 广州发展

公园、 草暖公园、 荔湾湖公园、 广州文化公园、 荔湾儿童公园、 增埗公园、 双桥公

园、 青年公园、 醉观公园、 沙面公园、 龙溪江北公园、 晓港公园、 庄头公园、 海珠

儿童公园、 海印公园、 珠江公园、 天河公园、 花城广场、 临江大道滨水绿地、 广州

市儿童公园、 白云儿童公园、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 黄埔公园、 创业公园、 萝

岗儿童公园、 香雪公园、 体育公园、 黄埔儿童公园、 蟹山公园、 东苑公园、 南沙儿

童公园、 大岗公园、 番禺儿童公园、 星海公园、 中央公园、 平康公园、 石桥公园、

西园、 南区公园、 人民公园 (花都)、 花果山公园、 马鞍山公园、 花都儿童公园、 从

化儿童公园、 增城儿童公园等 ５９ 处公园及绿地 (详见附件 ６ 广州市永久保护绿地名

录)ꎮ

除国家重大建设工程、 行政区划调整、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的国土空间规划

发生变更外ꎬ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永久保护绿地的用地面积、 性质和用途

或者破坏其地形、 地貌、 水体和植被ꎮ

第四章　 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第一节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

一、 规划目标与策略

(一) 规划目标ꎮ

整合存量绿色资源ꎬ 着力构建传统与现代交融的绿色都市风貌ꎬ 云山、 珠水、

湿地、 古迹等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得益彰ꎬ 将中心城区建设成为广州活力公园城

市核心区域ꎮ

８２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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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划指标ꎮ

近期指标 (２０２５ 年)ꎮ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不低于 ３９ ０％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

低于 １３ ０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远期指标 (２０３５ 年)ꎮ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３９ ２％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提

升至 １３ ５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提升至 ９４ ０％ ꎮ

(三) 规划策略ꎮ

完善绿道网络建设ꎬ 强化绿色空间连通ꎮ 重点维育帽峰山生态片区ꎬ 以及白云

山、 海珠湿地生态绿核ꎬ 推进珠江前航道、 后航道、 西航道等岸线绿化贯通ꎮ 加强

社区绿道和碧道建设ꎬ 促进公园连通ꎬ 推动水绿融合ꎬ 构建绿色生态网络ꎬ 打造品

质化公共空间ꎮ

多途径拓宽中小型公园绿地来源ꎮ 通过城市更新、 违法建设拆除等多种方式ꎬ

重点增加中小型公园绿地供应ꎬ 精准布局公园绿地ꎬ 提升绿地空间绩效ꎮ

强化文绿融合ꎬ 塑造具有活力、 富有魅力的都市风貌ꎮ 整合中心城区自然资源

与人文资源ꎬ 维育城市景观轴线ꎬ 塑造自然与文化交相辉映、 传统与现代融于一体

的中心城区特色风貌ꎮ

二、 空间结构与布局

(一) 规划结构ꎮ

中心城区绿地系统规划结构为 “一环一带两轴、 一片两核、 多点成网”ꎮ

“一环”: 指城市生态翠环的中心城区部分ꎮ

“一带”: 指沿珠江前航道、 后航道串联周边绿地形成连续开放的滨水景观带ꎮ

“两轴”: 指越秀山—海珠广场传统城市公园轴和燕岭公园—广州塔广场新城市

公园轴ꎮ

“一片”: 指帽峰山生态片区ꎮ

“两核”: 指白云山、 海珠湿地两大生态绿核ꎮ

“多点”: 指多个大型公园ꎮ

(二) 绿地规划布局ꎮ

持续提升白云山、 海珠湿地生态绿核ꎬ 加强城市公园轴建设ꎬ 维育云山珠水绿

美生态格局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新增公园绿地约 ２２４４ 公顷ꎬ 重点加强珠江等河涌水系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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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的绿地建设ꎮ

重点供给中小型公园绿地ꎬ 优先结合社区活动中心和绿道布局ꎬ 提高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和公园绿地服务覆盖水平ꎮ

(三) 公园规划布局ꎮ

升级城市公园品质ꎬ 打造一批城市公园典范ꎬ 促进中心城区公园高质量发展ꎮ

加大社区公园建设力度ꎬ 鼓励社区公园结合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文化设施用地布局ꎬ 实现多元复合的服务功能ꎮ 根据社区人口结构特征ꎬ 规划建设

形式多样的社区公园ꎬ 配置休闲健身、 儿童游憩、 科普教育、 文化展示等设施ꎮ

在高密度地区因地制宜配置游园 (口袋公园)ꎬ 通过城市更新、 边角地整理等方

式增加公园数量ꎬ 提升公园服务水平ꎮ

三、 绿线规划

中心城区划定市级绿线 １５２０ 公顷ꎮ 绿线具体面积和范围以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批复为准ꎮ 除可兼容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市政交通公用设施、 应急救援、 文化和

自然遗产保护、 文体设施ꎬ 以及必要的公园游憩设施、 服务设施和管理设施外ꎬ 原

则上不得进行其他项目建设ꎮ

因国家和省级重点工程、 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城市重大防灾救灾项目建设确需

调整绿线范围的ꎬ 应当经充分论证后按照相关程序执行ꎮ

四、 园林景观风貌规划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ꎬ 城市绿化过程中不破坏地形地貌ꎬ 不破坏传统风貌ꎬ

不擅自伐移老树和有乡土特点的现有树木ꎬ 不挖山填湖ꎬ 不随意改变或侵占河湖水

系ꎬ 不随意改建具有历史价值的公园ꎮ 弘扬岭南园林文化ꎬ 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

中心城区绿化风貌ꎮ

(一) 展示历史城区岭南园林风貌底蕴ꎮ

提升历史城区绿视率ꎮ 挖掘历史文化内涵ꎬ 创新植物配置ꎬ 彰显岭南园林底蕴ꎮ

尊重历史城区空间格局肌理ꎬ 因地制宜增加公园绿地、 口袋公园、 活动广场等休闲

游憩空间ꎬ 创新立体绿化形式ꎬ 提升绿视率ꎬ 改善绿美环境品质ꎮ

提升文化地标及周边环境品质ꎮ 持续塑造越秀山—海珠广场传统城市公园轴和

燕岭公园—广州塔广场新城市公园轴的绿化形象ꎬ 推进长堤、 南海神庙等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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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边绿化美化提升ꎬ 激活文化空间ꎮ

(二) 打造世界级珠江滨水景观区ꎮ

塑造风貌多元的精品珠江ꎮ 推进滨江绿地规划建设ꎬ 拓宽公共空间ꎬ 在规划新

建区、 大面积改造区宜保留 １００—２００ 米的滨江绿地ꎬ 已建或已批地区滨江绿地宽度

小于 １００ 米的暂按现状控制ꎬ 远期宜结合规划改造加宽ꎮ 西十公里从白鹅潭至广州

大桥ꎬ 形成中西合璧、 展现城市变迁的花园式滨水长廊ꎻ 中十公里从广州大桥至琶

洲东部岛尖ꎬ 形成现代多元、 凸显大都市文化魅力和创新集聚特色的岭南水岸ꎻ 东

十公里从琶洲东至南海神庙ꎬ 形成生态低碳、 展现活力与开放的现代化港城ꎮ 加强

珠江沿岸绿化建设ꎬ 美化堤岸和桥梁ꎬ 提升珠江整体风貌ꎬ 打造国际一流的珠江画

廊ꎮ

建设活力贯通的绿色滨水空间ꎮ 推进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ꎬ 充分利用珠江两岸

资源ꎬ 推进珠江前航道、 后航道、 西航道两岸全线贯通ꎬ 推进滨江空间公共化ꎬ 加

快珠江沿岸工业仓储用地改造升级ꎬ 建设连续开放、 环境优美、 设施完善的滨江碧

道ꎬ 构建高品质滨水空间ꎮ 在保障水环境安全、 不影响沿岸绿地主体功能的前提下ꎬ

探索设置文化、 游览、 休憩等便民服务设施ꎬ 营造特色化体验场景ꎮ

打造珠江生态岛链ꎮ 保护利用珠江沿线江心岛ꎬ 打造与自然和谐、 与城市共生、

与市民同享的珠江生态岛链ꎬ 实现 “城、 水、 岛” 和谐共生ꎮ 优化提升长洲岛、 大

蚝沙等岛屿ꎬ 彰显自然生态、 历史底蕴和人文特色ꎬ 提升服务功能、 品质和配套设

施ꎬ 提高滨水岸线公共性、 连通性ꎬ 打造珠江国际慢岛ꎮ

(三) 推动岭南园林传承与创新发展ꎮ

依托历史名园、 传统公园、 古树名木、 历史建筑等资源ꎬ 传承岭南园林文化ꎬ

保护老城区传统绿化风貌ꎮ 结合老城区更新改造ꎬ 对造园技法、 造园布局、 材料选

用、 植物配置等进行创新ꎬ 推动岭南园林创新发展ꎮ

五、 绿地热环境调控

(一) 加强生态冷源和通风廊道的预留与控制ꎮ

重点推进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 天河

火炉山森林公园、 天河凤凰山森林公园、 天河龙眼洞森林公园等生态冷源管控ꎬ 预

控珠江前后航道—石井河风廊、 海珠湿地—广州大道风廊、 珠江—科韵路—广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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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廊、 珠江—环城高速—火炉山风廊、 黄埔风廊、 永和风廊等中心城区六条主要通

风廊道ꎬ 划定风廊控制区ꎬ 明确规划控制要求ꎮ

(二) 精准配置一批 ２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ꎮ

按照热环境控制分区ꎬ 精准配置一批 ２０００ 平方米以上的公园绿地ꎬ 发挥绿地调

节热环境的功能ꎬ 进一步改善老城区、 天河南部、 白云新城、 广钢新城、 广州开发

区等地区的人居环境ꎮ

(三) 推进热环境调控措施落地实施ꎮ

除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等地块控制指标外ꎬ 探索将每 １００ 平方米绿地的

乔木数、 屋顶绿化率、 乡土植物比例等指标纳入地块管控ꎬ 推进热环境调控措施落

地实施ꎮ

第二节　 南沙新区绿地系统规划

一、 规划目标与策略

(一) 规划目标ꎮ

保育南沙新区优质生态本底ꎬ 构建城野交融、 山海相连的绿色空间系统ꎬ 塑造

世界级滨海城市风貌ꎬ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宜居城市典范ꎮ

(二) 规划指标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南沙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提升至 ４３ ０％ ꎬ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 ３ ４％ ꎬ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低于 ２５ ０ 平方米 / 人ꎬ 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三) 规划策略ꎮ

构建区域生态空间格局ꎮ 充分发挥南沙新区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建设中的示范

作用ꎬ 重点维育横沥—凫洲水道、 蕉门水道等生态廊道ꎬ 保护提升南沙黄山鲁森林

公园、 南沙十八罗汉山森林公园、 南沙大山乸森林公园、 南沙湿地公园等生态核心ꎬ

加强北部特色基塘和南部滨海湿地滩涂等生态系统保护ꎬ 扩大珠江口滨海红树林湿

地生境范围ꎬ 保障水鸟生态廊道完整性ꎬ 共同构筑区域生态防护带ꎮ

塑造蓝绿空间网络ꎮ 依托蕉门河、 凫洲水道、 洪奇沥水道及龙穴南水道等骨干

河道ꎬ 构筑绿荫浓密、 连续贯通的城市绿道ꎮ 结合河涌等资源建设社区绿道ꎬ 串联

生态公园、 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 游园 (口袋公园)ꎬ 推动蓝绿空间密织成网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南沙区公园连通比例达到 ７０％以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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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活力绿色开敞空间ꎮ 结合滨水岸线持续完善公园与绿地空间ꎬ 精心规划设

计ꎬ 彰显岭南特色和滨海特色ꎮ 探索 “公园＋” 发展模式ꎬ 推动绿色空间与体育、

文化等功能混合利用ꎬ 提升绿色空间文化内涵与功能效益ꎬ 激发绿色活力ꎮ

二、 绿地结构与布局

(一) 绿地结构ꎮ

整合山水林田海生态要素ꎬ 构建 “四心、 两片、 多节点、 多廊成网” 的绿地系

统规划结构ꎮ

“四心”: 指南沙黄山鲁森林公园、 南沙十八罗汉山森林公园、 南沙大山乸森林

公园、 南沙湿地公园四个生态核心ꎮ

“两片”: 指北部农业生态基质片区、 南部滨海湿地生态片区ꎮ

“多节点”: 指以滨海公园、 蕉门公园、 蒲州花园等城市公园为重点ꎬ 社区公园

和游园 (口袋公园) 为补充的多层次绿地ꎮ

“多廊成网”: 指以水为脉ꎬ 统筹绿道、 碧道、 道路绿带等空间ꎬ 形成通山达海、

串珠成网的生态廊道网络ꎮ

(二) 绿地规划布局ꎮ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契机和优质生态资源本底ꎬ 面向高质量城市发展标杆建

设ꎬ 高标准配置绿地ꎬ 构建布局均衡、 全民共享、 特色鲜明的绿地空间体系ꎮ

优先在珠江街道、 南沙街道、 大岗镇等绿地服务盲区增补公园绿地ꎬ 结合南沙

区未来人口增量分布ꎬ 高标准预留公园绿地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南沙区规划新增公园绿地

约 １５００ 公顷ꎬ 规划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 ９０ ０％ ꎮ

(三) 公园规划布局ꎮ

以高品质公园支撑 “湾区之心、 开放门户、 未来之城” 的发展愿景ꎮ 兼顾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居民休闲游憩需求ꎬ 完善公园体系ꎬ 推动生态公园、 城市公园、 社区

公园和游园 (口袋公园) 协调发展ꎬ 塑造多元近绿场景ꎮ 强化森林公园保护利用ꎬ

推进森林步道建设ꎬ 营造可达可享的森林活动场景ꎮ 建设南沙湿地红树林专类园ꎬ

推动创建国家级湿地品牌ꎬ 助力南沙区打造一流的生态高地和自然教育基地ꎮ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南沙区规划生态公园 ６ 个ꎬ 城市公园 １１ 个ꎬ 规划新增社区公园不

少于 ３０ 个ꎬ 规划新增游园 (口袋公园) 不少于 ５５ 个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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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园林景观风貌规划

依托青山、 碧水、 田园、 湿地、 港湾等资源ꎬ 营造特色绿美风貌ꎬ 形成山海相

融、 山城相依、 城海相生的风貌格局ꎮ

(一) 岭南水乡风貌ꎮ

利用北部农林资源发展都市观光农业ꎬ 建设农业公园ꎬ 推进农耕文化体验活动ꎬ

重现岭南水乡生活情景ꎮ 结合绿道、 滨水岸线打造水乡游憩路线ꎮ 在满足防洪安全

前提下ꎬ 对堤岸进行绿化美化ꎬ 展现岭南水乡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绿地风貌ꎮ

(二) 滨海都市风貌ꎮ

依托蕉门河、 灵山岛尖、 横沥岛尖等地区的河涌水系资源ꎬ 优化滨水游憩空间ꎬ

强化滨海文化元素应用ꎬ 构建碧道贯通、 南亚热带特色突出的滨海明珠形象ꎮ 重点

提升南沙大山乸森林公园、 南沙黄山鲁森林公园等地区景观风貌ꎮ 重要片区、 主干

道路配置连续的大树冠遮荫树木ꎬ 形成完整的绿荫界面ꎮ 结合公共建筑、 道路、 水

系及公园因地制宜布置特色花卉ꎬ 提升现代都市形象ꎮ

(三) 滨海湿地风貌ꎮ

重点加强蕉门水道、 凫洲水道等区域河口湿地的保护与自然恢复ꎬ 注重水产生

态景观与湿地生境维育的结合ꎬ 提升生物多样性ꎬ 强化生态服务功能ꎮ 加强红树林

沼泽和水草滩涂湿地保护ꎬ 营造多元湿地文化景观ꎮ

(四) 智慧门户风貌ꎮ

重点打造北部庆盛枢纽片区、 大同立交桥周边及南沙港快速路两侧地区智慧门

户风貌ꎮ 结合现代时尚的城市建筑立面ꎬ 打造北部庆盛片区未来科技感与现代感的

智慧风貌ꎬ 展现大同立交桥周边及南沙港快速路两侧灵动活力的门户风貌ꎮ

(五) 港区产业风貌ꎮ

在龙穴岛等港区ꎬ 塑造港口产业与生态景观和谐交融的现代滨海景观ꎮ 选种吸

收粉尘强、 降噪能力强、 生长力强、 耐旱、 冠幅大、 根系发达的植物ꎬ 突出现代产

业服务简约时尚的风貌ꎮ

第三节　 城市更新地区绿地规划

一、 保证公园绿地面积规模

完善更新地区绿地规划建设指引ꎬ 保障更新地区公园绿地规模与面积占比ꎬ 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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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更新片区更新后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所在行政区规划平均水平ꎬ 改善

城市绿美环境ꎮ

居住用地绿地率执行相关政策法规要求ꎮ 大力推进口袋公园、 小微绿地建设ꎬ

提升公园综合功能ꎬ 加强与体育、 文化、 娱乐休闲设施兼容使用ꎮ

二、 优化绿地规划布局

进一步发挥城市更新工作对城市绿地建设的补充作用ꎬ 结合更新地区人口发展

导向及周边绿地配置情况ꎬ 完善绿地布局ꎬ 精准配置符合地区人群需求的绿地ꎮ

推进更新地区开放式绿地建设ꎬ 营造健康活力共享的绿色开敞空间ꎮ 绿地选址

宜与公共服务设施相邻设置ꎬ 并与城市道路顺畅衔接ꎬ 方便居民便捷使用ꎮ

三、 提升绿地综合功能

区分产业地区、 居住地区进行绿地功能配置ꎬ 提升更新地区对优质企业和人才

资源的吸引力ꎮ

产业地区重点结合地区产业发展特色ꎬ 兼顾休憩、 创新与商业功能ꎬ 提供特色

化的休闲游憩、 运动健身、 科普文化、 社区服务等设施ꎬ 进行个性化场地设计与植

物配置ꎬ 加强绿地出入口设计和标识系统设计ꎬ 展示产业地区形象ꎮ

居住地区宜与社区活动中心、 幼儿园等设施合并或邻近设置ꎬ 结合地区人口结

构特征ꎬ 提供差异化设施ꎬ 重点关注儿童活动场地和老年健身活动设施ꎮ

四、 推广立体绿化建设

鼓励更新地区探索多元化的立体绿化形式ꎬ 平面与立体结合ꎬ 建设绿美家园ꎮ

对新建建筑及符合荷载条件的改造建筑ꎬ 开展屋顶花园、 墙面绿化及窗阳台绿化美

化ꎻ 对建筑空中连廊、 人行天桥、 高架桥实施绿化美化ꎬ 建设空中花廊ꎮ

提升更新地区绿视率ꎬ 联动开发建设主体ꎬ 结合滨水空间及大型新建建筑ꎬ 试

点探索滨水立体公园、 屋顶花园等游憩式立体绿化建设ꎬ 构建功能化、 特色化、 多

样化的空中休闲游憩空间ꎮ (待续)

附件: １ 广州市规划自然保护区一览表

２ 广州市规划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３ 广州市规划森林公园一览表

５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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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广州市规划湿地公园一览表

５ 广州市规划郊野公园一览表

６ 广州市永久保护绿地名录

６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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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广州市规划自然保护区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１

２

３

从化区

陈禾洞省级自然保护区 省级 ７０６９ ６１ 归并

从化温泉自然保护区 市级 ８６３ ７３

从化唐鱼自然保护区 市级 １４７ ４１ 等级提升

４ 花都区
花都芙蓉嶂白沙田桃花水母及其

生态自然保护区
市级 ２８３ ００ 等级提升

５ 增城区 增城大东坑次生林自然保护区 市级 ４１２ ０１ 等级提升

合　 　 计 ８７７５ ７６

备注: 自然保护区面积采用广东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数据ꎬ 最终数据以勘界立标为准ꎮ

７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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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广州市规划风景名胜区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１ 白云区、 越秀区 白云山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 １９６８ ９０

２ 番禺区 莲花山风景名胜区 省级 １４９ ５２

３ 从化区 从化温泉风景名胜区 省级 ２０９５ ７８

４ 增城区 增城白水寨风景名胜区 省级 １６６９２ ２３ 归并

合　 　 计 ２０９０６ ４３

备注: 风景名胜区面积采用广东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数据ꎬ 最终数据以勘界立标为准ꎮ

８３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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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广州市规划森林公园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１

２

３

天河区
(３ 个)

天河凤凰山森林公园 市级 ５９９ ３３

天河火炉山森林公园 市级 ４１３ ６１

天河龙眼洞森林公园 市级 ３９２ ２２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白云区
(６ 个)

莲花顶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４９５ ５８

帽峰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２９７８ ２７

白云金鸡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８３８ ２８

白云聚龙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９７８ ３２

白云南塘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５９７ １８

白云六片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６８ ８４ 规划新增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黄埔区
(５ 个)

天鹿湖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８２３ ６１

黄埔金坑森林公园 市级 ４０１ ７６

黄埔白兰花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７９ ４４

黄埔龙头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９５ ９６

黄埔油麻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７０ ０４ 规划新增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南沙区
(４ 个)

南沙黄山鲁森林公园 区级 ６８２ ２５ 归并

南沙十八罗汉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７４ ８７

南沙大山乸森林公园 区级 ４１０ ８６ 规划新增

南沙南大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７８ ２６ 规划新增

９３(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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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番禺区
(５ 个)

番禺大象岗森林公园 市级 １４７ ６９

番禺大夫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５８０ ７３

番禺滴水岩森林公园 区级 ５１３ １８

番禺七星岗森林公园 区级 ３２ ５１ 等级提升

番禺翁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４２ ９６ 等级提升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花都区
(４ 个)

王子山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４１１３ ８９ 归并

花都九龙潭森林公园 市级 ５６４９ ３３ 归并

花都丫髻岭森林公园 区级 ８３４ １８

花都称砣顶森林公园 区级 ６３１ ３０ 规划新增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从化区
(２０ 个)

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８６７７ ５２

石门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 ２６２７ ０４

马骝山南药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２６７ ８８

从化联溪森林公园 市级 ２３４１ ６２

从化双溪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３４４ ６７

从化桂峰山古人类遗址森林公园 区级 ７０５ ３６

从化北星森林公园 区级 ３１２９ ５６

从化五指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１５７ ８６

从化南大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８０４ ４０

从化良口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４２１ ９５

从化新温泉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２５８ １０

从化麻村水库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８２ ９９

０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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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从化区
(２０ 个)

从化凤凰水库森林公园 区级 ６４８ ７３

从化风云岭森林公园 区级 ４３５ ８９ 归并

从化大金峰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０１ ４９

从化北回归线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６８ ２５

从化茂墩湖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２７８ ４７

从化云台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５７２ ０６

从化沙溪和外婆家森林公园 区级 ８８２ ０１ 归并

从化通天蜡烛森林公园 区级 ３５４１ ６８ 规划新增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增城区
(７ 个)

太子兰溪省级森林公园 省级 ８５７５ ５１ 归并

增城白水山森林公园 市级 ３８７２ １７ 归并

增城白江湖森林公园 市级 ７７３ ４６

增城蕉石岭森林公园 区级 ２６１ ２４

增城南香山森林公园 区级 １０５１ ００

增城中新森林公园 区级 ４７２０ ７７

增城南坑顶森林公园 区级 ３８０ ７２ 规划新增

合　 　 计 ７７９０６ ８５

备注: 森林公园面积采用广东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数据ꎬ 最终数据以勘界立标为准ꎮ

１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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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广州市规划湿地公园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１ 海珠区
(１ 个)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８６９ ５４

２

３

白云区
(２ 个)

白云白海面湿地公园 区级 ７２ ２１

白云白云湖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７５ ０９

４

５

黄埔区
(２ 个)

黄埔凤凰湖湿地公园 区级 ３１ ５３

黄埔埔心湿地公园 区级 ２３ ４４ 规划新增

６ 南沙区
(１ 个) 南沙湿地公园 区级 ４２５ ８１ 归并

７

８

９

番禺区
(３ 个)

番禺贝岗湿地公园 区级 ３８ ４１

番禺赤坎湿地公园 区级 ６３ ３４

番禺海鸥岛红树林湿地公园 区级 ３４ ０４

１０ 花都区
(１ 个) 花都湖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级 ２４０ ６１

１１ 增城区
(１ 个) 增城湖心岛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８１ ５８

合　 　 计 ２１５５ ６０

备注: 湿地公园面积采用广东省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的数据ꎬ 最终数据以勘界立标为准ꎮ

２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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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广州市规划郊野公园一览表

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１ 天河区
(１ 个) 天河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５ ７７

２

３

４

５

白云区
(４ 个)

白云大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０ ８０

白云白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１０１６ ６５

白云和龙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０２ ３３

白云马洞森林公园 镇级 １４１ ８０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黄埔区
(９ 个)

黄埔大飞岗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１ ００

黄埔耙田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３ ００

黄埔善坑顶森林公园 镇级 ５２ ００

黄埔边岗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８０ １０

黄埔牛角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７１ ７０

黄埔狮子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６６ ９０

黄埔甘竹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４４ ８９

黄埔萝岗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２ ５７

黄埔贤江古荔枝公园 区级 — 改造新增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花都区
(５ 个)

花都盘古王森林公园 镇级 １７３ ３０

花都华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６９ ６０

花都义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１５ ３０

花都雁鹰湖森林公园 镇级 ８０ ００

花都平岭头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３ ４０

３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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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番禺区
(６ 个)

番禺尖峰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６０ ００

番禺大镇岗森林公园 镇级 ９５ ３３

番禺草河湿地公园 区级 ４３ ９０

番禺大学城湾咀头湿地公园 区级 ２０ ００

番禺化龙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０ ００ 规划新增

番禺莲湖湿地生态公园 区级 ２４ ４０ 规划新增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从化区
(６ 个)

从化连麻森林公园 镇级 ２１９ ００

从化马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４ ００

从化温泉湿地公园 区级 ８ ００

从化流溪温泉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５ ６４

从化温泉镇南平村古树公园 镇级 — 规划新增

从化太平镇木棉村古树公园 镇级 — 规划新增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增城区
(１９ 个)

增城四望岗森林公园 镇级 ４４ ５０

增城后龙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２ ５０

增城九峰山森林公园 镇级 ５８ ００

增城蒙花布森林公园 镇级 ４０ ００

增城石滩麻车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９ ２０

增城仙村五叠岭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３ ３０

增城小楼东西境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１ ００

增城小楼何仙姑森林公园 镇级 ４０ ６０

增城增江大埔围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０ ００

４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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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等级
用地面积
(公顷) 备注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增城区
(１９ 个)

增城西湖滩森林公园 镇级 １１７ ７０

增城石龙头森林公园 镇级 ８７ ７０

增城小楼腊布森林公园 镇级 ４５０ ００

增城新塘大敦森林公园 镇级 ３０ ００

增城荔湖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０ ００

增城增江鹤之洲湿地公园 区级 １６ ７４

增城小楼镇正隆村龙潭后山古树园 镇级 — 规划新增

增城派潭镇湾吓村鹿寨古树园 镇级 — 规划新增

增城荔城街道迳吓村古树园 镇级 — 规划新增

增城荔城街道莲塘村莲塘古树园 镇级 — 规划新增

备注: 郊野公园具体面积以公园实际规划建设的数据为准ꎮ

５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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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广州市永久保护绿地名录

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越秀区
(１６ 个)

越秀公园 ６５ ３３

流花湖公园 ５４ ４３

东山湖公园 ３１ ７１

东风公园 ４ ５０

人民公园 ６ １０

黄花岗公园 １３ ００

中山纪念堂 ６ ２０

广州动物园 ３６ ００

广州兰圃 ３ ９６

广州起义烈士陵园 １８ １０

越秀儿童公园 １ １７

传祺公园 ７ ８０

宏城公园 ６ ３５

二沙岛艺术公园 ３ ６５

广州发展公园 １２ ９２

草暖公园 １ ３４

１７

１８

荔湾区
(９ 个)

荔湾湖公园 ２７ ０４

广州文化公园 ８ ０３

６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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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 名称
用地面积
(公顷)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荔湾区
(９ 个)

荔湾儿童公园 ２ ２４

增埗公园 ３ ５４

双桥公园 ４ ０２

青年公园 ３ ３５

醉观公园 ３ ４５

沙面公园 １ ７１

龙溪江北公园 ３ ５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海珠区
(４ 个)

晓港公园 １７ ０３

庄头公园 ６ ８２

海珠儿童公园 ６ ５０

海印公园 ３ ６０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天河区
(４ 个)

珠江公园 ２８ ００

天河公园 ７０ ００

花城广场 ２０ ２１

临江大道滨水绿地 ３６ ９５

３４

３５

３６

白云区
(３ 个)

广州市儿童公园 ３１ ９８

白云儿童公园 ８ ９８

三元里抗英斗争纪念公园 １ １９

３７

３８

３９

黄埔区
(８ 个)

黄埔公园 ９ ２５

创业公园 １１ ５７

萝岗儿童公园 ５ １５

７４(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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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黄埔区
(８ 个)

香雪公园 １０ ２１

体育公园 ２９ ２３

黄埔儿童公园 ３ ７５

蟹山公园 ２ ０２

东苑公园 ２ ９８

４５

４６

南沙区
(２ 个)

南沙儿童公园 １３ ５０

大岗公园 ６ ５３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番禺区
(７ 个)

番禺儿童公园 ９ ７３

星海公园 ６ ６７

中央公园 ２ ６５

平康公园 ３ ７６

石桥公园 ２ ０７

西园 ２ ２５

南区公园 ９ ５８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花都区
(４ 个)

人民公园 １２ ９２

花果山公园 １３ ６６

马鞍山公园 ２４ ２３

花都儿童公园 １０ ４４

５８ 从化区
(１ 个) 从化儿童公园 ４ ７５

５９ 增城区
(１ 个) 增城儿童公园 １６ ２３

合　 　 计 ７７３ ８８

８４ (本文与正式文件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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