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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突出岭南特色
再现广州“六脉通渠”的文化特色，“和谐拆迁”创造“猎德奇迹”

保持动态规划
“闭幕式上，河南塔沟武术学校表演的节目，让我们大为惊讶，正

是有这些优秀表演者的支持，才有亚运会开闭幕式的精彩呈现。”广
州市规划局副巡视员董运广说，正是借助亚运会契机，以珠江新城花
城广场为代表的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在世界面前大放光彩，亚运会举
行后，珠江新城花城广场上经常游人如织。“但是，鲜有人知道，新城
市中轴线从规划诞生到建成，历经了18年，其间我们多次检讨，不断
完善和调整，不是颠覆，而是细节的完善和理念的提升。”

董运广认为，珠江新城能够顺利继承下去并且不断优化，原因有
二：一是尊重规划的严肃性，广州一直致力于规划法律地位和权威
性，向市民公开、民主地征求意见，成立专门的法规处，每年会出台相
关的法规来约束不能轻易地改动规划。二是规划并非一成不变，是
跟着时代的发展而调整，通过规委会和专家来保持与时俱进的动态
性。

提及珠江新城的规划和建设，对于郑州未来发展有何意义，董运
广认为，“珠江新城的规划和建设，其中最重要的经验之一就是地下
空间开发”。

董运广解释说，地下规划可以很好地缓解交通压力，一般而言，
CBD是城市交通压力最大的地方，光靠地面的红绿灯很容易造成拥
堵，立交桥又影响城市美观，所以地下交通规划很有必要。另外，开
发地下资源，形成地下休闲购物中心，将会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

检讨自优机制
广州的城市规划发展起源于一部纲领性的文件。
2000年夏天，来自于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等5家国内规划设计单位齐聚一堂，近百天的辩论和争执，在万
众瞩目之下，《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傲然出台。“在
当时，国内还没有出现为城市发展制定的战略规划，广州是第一个吃
螃蟹的人。”

会上制定的“咨询—制定—检讨—优化”的检讨自优机制更是在接
下来的11年里，使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成为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活机
制”，不断为广州发展剪裁更合身的政策。

从2000年“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发展战略，解决了广州
城市发展方向、发展思路的战略问题，到2003年、2006年两次对规划
进行检讨调整，2007年，新增“中调”，使城市发展形成“十字拓展”态
势，再到现在提出的中心城区调整为5大功能区，城市发展不断在动
态更新。

2010年广州赢得了世界规划大会“国际杰出范例奖”，这是国内
第一个荣获全球规划最高级别奖项的城市。“颁奖词里把广州城市发
展规划概括为独创性、动态更新、前瞻性研究等，其中动态更新的保
持依靠检讨自优机制，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有局限和弊端，只有不断地
检讨调整，才能始终与时俱进，引领发展。”

突出独特岭南文化
广州仅存的旧护城河只有3000米长。从北向南穿过三条中心城区主干道直入珠江。这曾是一条

以“四害”温床、“六乱”死角而闻名的“旺地臭水沟”。
如今，这“臭”名昭著的河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近东濠涌的水岸边，迎面扑来的是绿荫

红花，绿树间是一条条人行小道，许多市民在小道中休闲、散步、遛狗。道路的两边种满了具有岭
南特色的花木，高低错落，风情万种。

与东濠涌同样实现巨变的还有100多条河涌，如今，在河涌边戏水、休憩成为广州街头新景。
为了让昔日广州水城的风景得以再现，广州市对市内河涌、湖泊及周边环境进行集中改造，经过整

治的东濠涌，新增了1.6万平方米绿地，恢复了河涌的原生态，再现广州“六脉通渠”的文化特色，建成了
亲水生态休闲文化走廊。“此外，在对历史文化建筑进行保护和开发时，广州市按照‘修旧如旧，建新如故’
的原则加强历史文化古迹的修复和整治，确保旧城空间肌理和整体格局得到最大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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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猎德奇迹”
在珠江新城花城广场的东面，有一片岭南风格的祠堂建筑群，它在摩天大楼、金融机构林立的珠江

新城里并不突兀，反而让现代化的珠江新城有了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
该祠堂建筑群是因猎德村而留存重建的，在此前广州规划建设CBD珠江新城的过程中，有着900年

历史的猎德村也被包含在内，进而作为“城中村”被改造重建。
“3年前,这里到处是歪歪扭扭的土路,路边污水臭气熏天。楼与楼之间贴面而建，屋里进不来阳光，

白天也要开灯。”猎德村村民刘军时回忆说，去年11月，村里花费50多万，在村内共设了808张宴席桌，
庆祝猎德村回迁。

如今的猎德村由20多座高楼组成,拥有标准游泳池、足球场、羽毛球场，俨然一个高档社区。村民出
门几分钟即可抵达新城市中轴线，珠江美景一览无余，“小蛮腰”、海心沙、猎德大桥尽收眼底。

猎德村的改造最终实现了“和谐拆迁”,没有引发非正常上访,没有发生一起强拆，被称为猎德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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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商垫资、政府出政策、村委会协助
有这么一个细节，猎德村中原有5座祠堂，在改造过程中，这5座祠堂被整体搬迁，改造完成后，5座

祠堂全部移回猎德村。
“在猎德村的改造中，政府只是一个仲裁者，在经济和政策上给予支持，由村经济实体作为主体介入

拆迁过程。”董运广说，这种模式不但可以确保拆迁者的合法利益，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猎德村对村文
化的保留与传承。

在改造方案中，猎德村创造了“开发商垫资、政府出政策、村委会协助”的模式，由一家公司作为拆迁
整合平台，通过垫资支付将土地腾挪出来后，再由政府拿出来公开拍卖，之后负责拆迁的公司可以拿回
垫资。

猎德村域被猎德大桥分为桥东、桥西和桥西南三部分：桥东为复建安置区，桥西南留给村里建酒店，
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支撑项目，并保证村民获得长期稳定的分红。桥西地块拍卖融资，共拍得46亿，足
以支付3年来所有复建安置、搬迁等的费用，节余部分全部留给村集体发展经济、改善村民福利。

如今，猎德村改造已经作为一种模式被学习和借鉴。

广州市花城广场周边高楼林立

“您可以按照屏幕下方所显示的
电话号码联系我们，想要索取门票
的市民们要赶紧行动了。”广州火
车站附近，一家电器商场的电视屏
幕上正播放着广州电视台的节目。

一对头发花白的老夫妻经过屏
幕时，停下了脚步，“亚运会闭幕式上
的节目要在海心沙重新上演了”。

2010年12月的广州亚运会让海
心沙一举成名，开闭幕式上璀璨的烟
火更是点亮了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的
耀眼光芒。

我们抵达海心沙时，巧遇到来自
河南塔沟武术学校的孩子们正在排练
节目。

正值中午，广州的气温已经高达
30度，十几个孩子正在一艘巨大的帆
船造型舞台上练习打拳，围观的广州
市民发出阵阵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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