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梅江与梅州城市有着紧密的依存关系"梅江# 一河

两岸$ 的开发是梅州城市建设的重要环节%依据梅江与梅州城

市的依存关系"立足于城市整体布局和空间开发"探讨了梅江

# 一河两岸& 在城市中的功能定位’空间布局和规划设计等问

题%
关键词!梅江 一河两岸 用地功能选择

当前"我国城市沿江地段开发正方兴未艾"但大

多数开发仅局限于对沿岸进行绿化或是景观设计"
而滨水区开发不单单要解决环境质量与景观效果问

题" 交通状况与经济的增长以及为市民提供公共活

动场地往往才是最关键的制约因素% 而且"这些问题

往往交织在一起"互相关联"如果单单从一个方面入

手"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梅江# 一河两岸& 开发就

其特性而言也应是对滨水区的综合开发模式" 其开

发范围涉及沿江两岸以及临江街区乃至更大的城市

范围"开发内容涉及城市生态保护’社会经济’文化

历史’景观设计等诸多方面%

一’梅江与梅州城市发展

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地处韩江中’上游"梅

江贯穿梅州全境"这为梅州定下了山水城市的基调%
客家名城梅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从南汉置敬州

始"至北宋改为梅州"清朝设直隶嘉应州% !"#" 年 !$
月设置兴梅专区"!"%% 年改建为梅州市% !""% 年建

城区 &’(’)*+,"市区人口 ,- 万% 现在梅州已是粤东

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是著名的华侨之乡’文化之乡’
足球之乡"同时梅州城区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梅江是梅州的生命之水" 是构成梅州城市特色

和性格的源泉% 梅江自西向东流"进入梅州城区后拐

了个大弯"在城区中心写下一个大大的# .& 字"在乌

蓼沙与程江汇合后"流至大埔三河坝汇入韩江% 以梅

江为界"梅州市区被划分为江南’江北 , 个片区% 梅

江以北为老县城所在地"街道多为近代建筑% 南岸则

为新城区"多为高层现代化建筑% 过去由于缺乏统筹

安排和合理的指导性规划和控制"造成梅江# 一河两

岸& 的整体环境相当混乱% 改革开放以来"梅江两岸

建筑和环境的开发和保护愈来愈受到重视" 市民对

梅江滨水环境日益关注" 梅州市政府也不断加大对

梅江# 一河两岸& 建设的力度"同时大规模建设江南

新区"改造江北老城区"积极开发梅县新城区"使梅

城 由 过 去 只 有 几 *+, 的 小 城 镇 发 展 到 建 成 区

,/(/,*+,"人口 0/(" 万人"市区规划面积达 1’%*+,"
实现了由小城市向中等城市的跨越%

梅州城市的发展"不仅是建成区面积的扩大"在

城市功能和城市整体环境等方面也发生了根本性的

变化"尤其是以西阳电站为核心的# 一河两岸& 建设

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项工程把梅州# 一河两岸& 共十

五公里长的河堤建成可抵御百年一遇洪涝灾害的坚

固堤坝"同时把水’堤’建筑’绿化小品等有机地结合

起来"并配套文化长廊’公园’文化广场等公共设施"
提高了防洪能力’利用了水资源"完善了交通系统’
改善了梅江两岸的城市景观"# 一河两岸& 已成为梅

州市最美的风景线% 目前"梅城已初具# 绿中城’城中

水’水中城& 的花园式现代化城市的雏形%

二’梅江# 一河两岸& 开发的用地功能选择

梅江及其# 一河两岸& 在梅州城市空间结构中

有着重要的地位!梅江贯穿梅州城区"联系城南’城

北片区" 具有城市空间联系纽带和平衡城市空间的

作用% 而# 一河两岸& 的开发和建设对梅州城市空间

发展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213 梅江的两岸将形成

现代化的城市创新空间% 两相对比"老城区由于用地

功能老化"城市功能和景观面貌杂乱"因此# 一河两

岸& 的开发"将成为梅州城市空间创新的重要依托"
是梅州城市形成优美都市空间和功能布局必不可少

的手段% 2&45梅江的两岸将是城市功能布局的主要空

间% 国内外大量滨水区开发与再开发的案例充分说

明"近水空间逐渐成为城市功能布局的首选地带% 梅

江穿越整个梅州城区" 沿河地带必将成为各城市功

能和布局的主要空间依托"形成城市的标志性地带%
因此"要充分利用梅江的深厚历史底蕴"发挥梅江的

城市新功能"这对梅州建经崭新的现代化城市形象"
具有重大意义%

梅江# 一河两岸& 开发的功能选择"主要依据梅

江作为城市滨水空间所具有的特殊性和其所在的地

段在城市中承担的不同功能来组织% 梅江 # 一河两

岸& 开发的用地功能主要有!
!’水利功能

梅江# 一河两岸& 开发现状与规划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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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梅江在城市中的水系位置! 其水利功能

在城市布局中自始自终是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对梅

城市区 !"#!!$% 的梅江两岸河堤进行改造! 把原来

只有 !& 年或 "& 年一遇防洪能力的土堤围! 改造成

具有防百年一遇洪水冲击能力的石砌堤围" 在堤岸

改造中! 投资 "#’ 亿元在梅城下游建起西阳水电站!
不仅有效缓解了梅州电力不足的状况! 大坝蓄水还

使梅州城区梅江段成为常年蓄水的人工湖! 使梅城

四季都有滨水城市的景观!水体的吸放热作用!还使

梅州盆地过去冬季干冷# 夏季闷热的小气候环境得

到了很大的改善"
梅州$ 一河两岸% 开发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把水

利建设推向市场!从梅州实际出发!用以地换堤的市

场运作方式解决最关键的资金难题" 市场运作使梅

州$ 一江两岸% 建设取得了政府#企业#社会三赢的

效果&加快了堤围改造的进程!使经不起风浪的豆腐

堤变得固若金汤’ 企业通过修堤筑路! 改善两岸环

境!提高了土地的价值!获得了较好的回报’最大的

受益者则是摆脱了洪灾威胁的市民" 梅州市跳出水

利办水利! 把堤围改造纳入城市建设的大系统进行

综合规划!把水利#水电建设#土地利用和城市的人

居环境建设有机结合!把$ 一河两岸% 建成了城市的

亮点工程"
"#景观功能

梅江是梅州城市的骨骼" 梅江从西而东贯穿梅

州城区!使$ 水% 要素在城市建成区中延伸!两岸以

$ 水% 与$ 绿% 为要素构成的带状景观空间" 在满足

城市防洪功能前提下! 一河两岸建设规划了果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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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色 景 观 "
与 城 市 的 美

化 相 协 调 !
注意堤面设施如防浪墙与栏杆#路灯#车道#行人道#
江边公园等的合理布局!堤#路#桥#亭#廊#扶栏#雕

塑#绿化等都经过精心设计!并按园林建筑标准严格

施工!达到既防洪又美化的目的" !(% 宽的园林式沿

江道路!总面积 )#( 万 %" 的 * 处公园和公共绿地#广

场!使一河两岸就像一座大公园!恶水荒滩变美境!
百景千姿入画图"

’#游憩娱乐功能

为市民提供充足的游憩娱乐空间是现代城市空

间开发的重要任务" 梅江两岸在梅州城市建成区中

为这些场所的建设提供了赖以依托的空间" 梅江的

改造! 为市民创造了广阔的公共开敞空间和近水空

间!河堤成了市民游憩娱乐的场所" 梅州一河两岸不

仅 完 成 了 堤

围 改 造 工 程

!*$%! 而 且

配 套 了 城 市

市 政 设 施 !
建 造 了 梅 州

大 桥! 剑 英

纪念大桥!修筑铺设江岸大道!修建了梅江公园#滨

江公园#南门文化广场#沿江金岸#体育馆等多个休

闲#娱乐#运动场所!美化#绿化沿江两岸 + 万 %"!到

处都是花坛#草坪!为新的梅江两岸增秀添色不少"
一 河 两 岸 已 成 了 具 有 现 代 都 市 文 化 特 色 的 带 状 公

园!是城市开发与城市美化相结合统一布局的成果"
,#历史文化空间功能

历史文化是现代城市发展的底蕴! 是城市亲和

力的重要支撑" 梅江沿岸拥有丰富的历史印痕!是构

建梅州城市历史文化追忆空间的有利条件! 将为梅

州提高城市文化品位# 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发挥十分

重要作用"
在梅江$ 一河两岸% 的开发中!由于充分考虑了

名城文化景观的整体氛围! 旧城改造以及新建项目

特别是剑英大桥# 德龙大桥突出了改造区与名城文

化保护区域的衔接! 实现传统特色与时代气息的有

机结合" 其结果是车#人流得到合理疏导!减轻了旧

城保护的压力’迁出有污染企业!程江旧河段得到彻

底整治’ 红门文化广场# 剑英大桥北文化广场的改

建# 建设正发挥着在夜生活中集中展示客家文化窗

口的作用!优化了名城文化景观环境"
)#居住#商业功能

梅江$ 一河两岸% 位于梅州城市空间#交通#景

观#生活的中心!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这些有利条

件为其发展成集旅游#居住#生活于一体的公共活动

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针对梅江宽窄不一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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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变成了黄金宝地! 房地产商纷纷要求参与开发"因

此市政府进一步制定出谁开发使用谁承担江堤改造

投资的实施细则" 让房地产开发商承担相应的江堤

改造投资"并明确规定只能先进行江堤改造"才能进

行房地产等项目的开发! 在江河两岸改造的带动下"
梅州城区的房地产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一个个新

型住宅小区拔地而起! 环境的美化带动了房地产业#
第三产业的发展" 原被闲置的滩涂地成了城市建设

的黄金地段! 一江两岸改造取得城市建设用地约 !"#
万 $%"两岸建成和在建的商住房约 "& 万 $%! 梅江岸

边还形成了 ’($ 长的酒吧街!
过去梅江横贯梅城"南北向交通不便"经常塞车!

堤防建成后"新堤外侧的闲置土地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利用"拓宽了城区面积! 梅州南面河堤是临江建造的

宽 !&$#长 ")$ 的滨江路"它连通江南一#二#三#四

横街和东山大桥#梅江桥#嘉应大桥#梅州大桥"形成

环形交通网络"有利于人车分流"有效缓解了城区交

通拥挤的局面"大大方便了两岸的人流物流!

三#梅江两岸用地功能开发和空间布局设计

!#整体规划和分区段功能定位

将梅江$ 一河两岸% 进行分段功能定位"划分功

能区段"设计每一区段的建设功能主题和景观特色"
并在注重各区段的功能和景观特色塑造的基础上"
设计景观节点" 突出其标志性场所和建筑构筑物的

规划设想!
梅江$ 一河两岸% 呈条带状"长达十几公里"在

这种情况下" 要营造沿江风光带应将整个滨水区作

为一个整体加以规划! 在 * 一河两岸 * 的开发上"应

针对重点岸段作出相应景观设计规划" 每一部分应

根据人的步行距离划定边界" 并结合当地的人文景

观"设置开发的主题公园"成为城市开放体系的有益

补充"以人文景观作为辐射源"而在辐射区域内的步

行商业街系统以相应的主题统一进行 * 概念性 * 创

作! 由此梅江$ 一河两岸% 的开放体系是点#线#面的

复合体系"再结合梅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形成独特的

人文景观!
%#亲水空间营造

梅州$ 一河两岸% 的开发作为$ 新区% 开发"能

否保持# 延续原有的城市肌理" 并妥善保护历史遗

迹"可谓至关重要! 沿江两岸的改造"不仅要考虑城

市景观"土地和建筑分布也是重要制约因素! 建筑风

格应与梅州客家文化主题相统一" 鼓励提倡底层部

分架空成为骑楼一类过渡空间" 在开发用地采取鼓

励政策将基地局部开辟为绿化及活动小广场# 公园

等"防洪墙建成台阶式"形成台阶式城市亲水空间!
采用绿色开敞空间为基调" 两岸绿带原则保留

’#+,#-! 这一方面是从梅江在城内各区段功能的基

本特点考虑& 另一方面是较宽的绿带便于设计布置

景观要素! 但为了避免单一绿化带的单调弊端"可根

据各区段的功能和景观布置要求"适当增加内容的多

样性"如沿河广场#近水建筑等! 同时岸线处理可结合

沿河广场#步行走廊等布置"通过局部变化"增加景观

形象生动性和亲水性"应可意追求岸线的变化!

四#结语

梅江$ 一河两岸% 工程是集防洪#房地产#交通#
城市休闲#绿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工程"在做好

城市防洪工程设施设计的同时" 又满足城市景观的

需求"合理#多样化地利用岸线"创造优美的城市空

间景观环境"形成各具特色的滨江风貌#商业旅游#
居住生活#文化娱乐四大景观区域! 在梅江$ 一河两

岸% 的建设中"采取了$ 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 的

方法" 实现了社会效益# 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

一"目前已成为梅州一大特色"亦成为山区建设的一

种成功模式!
一个城市的滨水区域往往是这个城市最具亲和

力的城市开敞公共环境! 对梅江两岸"历史与现实交

织" 既保留着传统意义的滨水生活岸线和优美的生

活环境"又面临着城市扩张的压力! 而滨江环境无疑

是梅州最优美的城市环境之一" 在对梅江 $ 一河两

岸% 的开发建设中"应运用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在努

力做好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同时" 完善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以利于城市土地的滚动开发"提高梅江$ 一河

两岸% 土地的开发价值"达到城市开发与环境保护的

$ 双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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