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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城市“双修”规划实践探索

田  毅

（贵阳书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总书记对开展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提出了明确要求，李克强总理做出了工作部署，我国
城市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城市双修”成为治理“城市病”、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手段。贵阳市近年来城市建设取得重
大进展，但同时城市快速发展扩张引发的“城市病”越发凸显，对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有着迫切的内在需求和现实需要。
本文通过对贵阳市“城市双修”规划及实践进行分析，旨在对“城市双修”的体系、对象、方法、策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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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黔中腹地，生态之城。贵阳以其优质的空气
质量、高森林覆盖率，独具特色的喀斯特地貌等生态资
源，成为我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城
市。近年来贵阳市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坚守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逐步实施修复山体
植被，改善水环境，提升空气质量，加快公共服务设施
及基础设施建设，着力解决“民生十困”“城市双修”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1   “城市双修”认识
1.1  “城市双修”的含义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是指用再生态的理念，修
复城市中被破坏的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用更新织补的理念，拆除违章建筑，修复城市设施、
空间环境、景观风貌，提升城市特色和活力。
1.2  “城市双修”的提出

自十八大以来，生态安全被提到城市发展建设的重
中之重，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背景
要求下，2015 年 3 月国家针对三亚市的发展情况提出了

“城市双修”的理念。6 月住建部下发文，将三亚市列为“城
市双修”的综合试点，经过两年的实践探索，三亚市城
市双修工作已经取得初步成效。2017 年 3 月住建部颁布
了《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要
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城市双修”工作，改善生态
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品质，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意见》
明确城市双修的工作对象为加快山体修复、开展水体治
理和修复、修复利用废弃地、完善绿地系统、填补基础
设施欠账、增加公共空间、改善出行条件、改造老旧小区、
保护历史文化、塑造城市时代风貌等内容。着力从“仰山、
绣水、修城、织景”四大方面，修复受损山、水、植被
等资源，提升生态环境；修补城市公共空间、基础设施、
老旧小区等改善民生及城市风貌。

2   贵阳市“城市双修”工作路径
2.1  全面开展现状调查评估

（1）技术评估。全面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科
学客观的对贵阳市现状进行评估，首先通过数字高程分
析，建立现状山体、河流水系等模型，并通过卫星遥感
数据对山体植被覆盖、河流历年变更情况、地标能量的

变化等情况进行分析，初步掌握生态资源现状情况。接
着利用国土、生态、水务等部门的专项数据作为支撑进
行精准的分析，对山体、水体的现状情况进行评价，找
出亟待修复的受损斑块。

（2）问卷调查。贵阳市“城市双修”工作以市民
需求作为基本出发点，力求把“城市双修”专项规划编
制成为一个公众广泛参与、能切实解决群众需求的民生
规划。通过在网络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街头随机采访、
社区代表座谈等方式向公众征集意见，内容涵盖贵阳市
山水自然生态、生活服务设施、居民交通出行、城市公
共空间、城市风貌等。
2.2  以专项研究为基础完成总体规划

以山体保护规划、南明河流域水环境专项规划、公
园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海绵城市专项规划、绿地系统规
划及教育、医疗、体育等一揽子专项规划为依据，结合
现状评估情况，完成“城市双修”总体规划，制定实施
策略的方法。
2.3  制定实施计划

制定贵阳市“城市双修”工作实施计划，建立工程
项目清单，形成《贵阳市”城市双修”重点项目库》，
明确项目的位置、类型、规模、完成时间和阶段性目标，
合理安排建设时序和资金，落实实施主体和责任单位。

3   贵阳市“城市双修”主要内容
3.1  山体修复

（1）山体现状评估。利用计算机对数字高程模型
进行分析后得出山体分布情况，对现状山体判别、地表
情况分析、地质灾害、采石采矿、工程边坡、植被覆盖、
坡耕地以及棕地等八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同时，辅以
大数据分析以及现状调研分析，将山体现状分为安全、
预警和修复三个层级。

（2）山体修复措施。“安全”格局山体以生态保护
为主，建立管护制度，提高森林生态效益，禁止开山、开矿、
采石、取土等破坏山体完整性和原貌的活动。“预警”
格局山体以防控为主，重点排查山体的安全隐患，采取
管理保护措施，迁出、拆除、关停对山体及依附山体的
植被产生破坏因素的建设活动；采取尽量少的人为干预，
加强山体自我恢复能力。充分考虑山体综合利用的价值，
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干预、一山一策”的原则，宜建则建、
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景则景、宜地则地策略。

生态恢复型：适用于生物资源保护要求较高或视觉
敏感度要求较高的采石场废弃地，生态恢复型要求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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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措施及植物措施，先对采石场的采掘面等进行生态
化的加固处理，然后客土复绿，保证山体整体景观效果，
提升区域生态品质。

风景游憩型：适用于生物资源保护要求较低、地质条
件较稳定，同时交通可达性较高的采石场废弃地。以发展
风景游憩为主，充分利用本土植物、地质、工业遗留资源，
在大规模破坏原有地形地貌特征的条件下，营造宜人的公
共休闲、遗址博览、郊野游憩、植物博览等用地。

再生利用型：适用于生物资源保护要求较低、地质
条件稳定、交通可达性高的采石场废弃地。从充分利用
挖潜土地资源，鼓励多渠道共同进行整治的角度出发，
允许符合以上要求的采石场废弃地可结合周边土地流
转、山峦开发，将采石场环境治理作为项目开发的组成
部分，同步建设和治理。对具备规划条件的采石场，通
过调整土地使用性质，适当开发建设商务会所、休闲场
所等进行开发利用。
3.2  水体修复

（1）水体现状评估。贵阳市中心城区的主要饮用
水水源均位于城市上游，城市河道缺少新鲜的天然径流
补充，河道水环境生态功能脆弱，极易遭受污染。随着
贵阳市中心城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贵安新区的快速建
设，现状用水量大量增加，水源供水已存在较大隐患。
汇入饮用水源湖库的支流水质不达标对饮用水源的水质
造成严重威胁，现状入库支流达标率仅为 81%，污水设
施建设落后，城市发展与水源保护矛盾日益凸显，水源
保护难度日益加剧。

（2）水体修复措施。通过对中心城区的水体进行
分析，包括水质、水体污染排放、驳岸形态、沿岸植被、
沿岸开放空间以及滨水开发区情况，将各评价要素进行
空间叠加分析后，得出“安全”“预警”和“修复”水
体面积。

“安全”格局水体以生态保护为主，严格执行水源
保护区要求，落实水体控制蓝线和水体保护绿线保护要
求，加强水系防洪安全措施以及生态河岸保育。“预警”
格局水体以保护防护为主，采取尽量少的人为干预，加
强水体自我恢复能力，完善排污设施建设，保障水生态
安全。“修复”格局水体以南明河流域水体修复为重点，
实施水系连通工程，调节水资源空间配置，构建全面连
通、丰枯互补的中心城区水系格局；加强饮用水水源地
保护，解决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问题；开展河
湖综合整治，控制水环境污染和水生态破坏。
3.3  城市修补

（1）基础设施填补。良好的设施体系可以强化公
共意识，对养成良好的公共消费习惯，打造完美的城市
精神，增进城市竞争力和品牌价值具有重要作用。规划
通过划定市区两级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础设施用地，
配建社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协调贵阳市各类专项规划，
建立多渠道投、融资体系等完善基础设施填补。

（2）改善出行条件。贵阳市喀斯特地形地貌导致
城市建设中产生大量断头路，因此打通“断头路”，实
施“窄马路、密路网”成为城市修补的重点工程之一，
结合老城区的城中村棚户区改造，优先实施路网加密工
程，打通断头路，优化交通组织。同时，优化公交线网，
打造“城际快线 + 城市快巴 + 市区巴士 + 社区巴士”四
级多层次公交线网，提高公交运行效率，老城区外围城

市组团之间构建快速直达公交线路，部分路段使用中环
公交专用道，避免在老城区换乘。

（3）老旧小区改造。以共享街区为理念，通过坏
点填补、网络延伸和创新升级三大策略，改造提升老旧
居住小区。拆违建、拆除老旧绿化景观、林立设施；道
路、市政管线、基础设施翻新；补设施、补服务、补管理；
造空间、造景观、造绿化。
3.4  景观修补

（1）增加公共空间。对现状的公共休闲空间进行
舒适度因子评价，分析周边使用人群的活动需求，发现
其中缺少的必要配套设施和服务项目。对现有的公共空
间从环境卫生、休憩设施、无障碍设施、便民服务设施、
休闲活动设施等方面进行补充提升，建立对居民在整个
游憩活动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使城市公共空间具有较高
的舒适性、趣味性以及吸引力。

（2）三边空间塑造。规划对城市天际线进行控制，
确保核心背景和景观山体轮廓可见；严控建筑群体组合，
预留视线通廊；山体周边地块建设需依山就势，尊重自然、
合理开发；提供更多宜人的亲水休闲空间；提升城市滨
水区公共环境品质；增加水岸公共活力与吸引力；改善
公园与周边居住、商业、商务、文化、体育等功能空间
的联系，跨越、渗透公园围墙、周边道路的阻隔，激活
城市空间活力，增强公园与周边环境的共享性和开放性。

（3）传统街区再塑。深入挖掘贵阳市历史文脉资
源的价值，重点加强对传统街巷、贯城河城市水脉的“活
化”利用，实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城市记忆的复苏，
让市民找回记忆中的街巷、记忆中的名字、记忆中的生
活和记忆中的贯城河，唤醒市民脑海深处的乡愁，使贵
阳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的城市。通过对城市
山、水、园“三边”空间风貌、公共空间和街道综合环
境的修补，解决生态环境周边的城市风貌不协调问题，
提升居民和游客的城市环境体验。

4   结束语
“城市双修”是对症“城市病”所下的一剂良药，

贵阳市以“一河两环两路”为重点，实施四大战略，26
项重大工程，1934 个重点项目，提升生态环境，改善人
居质量，凸显山、水、林、城相融合的城市风貌特色，
这是城市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更是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所需的重大举措。贵阳市将以此
为契机，在城市生态修复、城市功能修补等方面总结经
验做法，及时推广，为其它城市开展城市“双修”工作
探索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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