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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及部门审查意见落实情况 

1.专家意见及落实情况 

专家组成员 意见及内容 落实情况 

2017 年 5 月 15 日 

组长：董黎 

专家组成员：施红平、邓炳权、汤国

华、史小予、郑力鹏、徐晓梅 

1、同意保护区划调整。  

2、加强对泮塘村、逢源大街等区域的规划设计指引 已落实。 

已在文本和图集增加建筑风貌规划设计指引 

3、建议深化荔湾湖水面利用指引 已落实。 

已在文本和图集细化水系保护和利用指引 

2018 年 3 月征求意见 

专家意见：马向明 

1、与恩宁路街区规划类似，图纸、图则中关于规划管理单元的规划内容在文本中并无表述，与

本规划是什么关系？超出本街区规划范围的规划内容放在本规划是否合适？建议可增加按规划管理

单元划定研究范围，与街区规划进行协调，但超出街区范围的需按照控规进行编制，与本街区规划

衔接上。 

已落实。 

与保护要求相关，涉及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已

在控规单元图则中与超出街区范围的用地进行衔接。

具体工作将在下一阶段管理单元控规调整中落实。 

2、历史文化特色梳理和价值提炼不够精简概括，内容过于繁杂，建议优化价值特色表达。本街

区由功能与空间特色分明的几个部分组成，建议价值提炼宜与各部分的功能与空间特色相对应，以

便于使各部分的保护和活化利用策略能够形成清晰的前后衔接的逻辑脉络。 

已落实。 

 

2018 年 5 月 21 日 

组长：潘安 

专家组成员：邓炳权、史小予、潘忠

诚、温春阳 

1、进一步完善对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价值的提炼 已落实。 

2、进一步加强该片区水系文化的保护和利用措施 已落实。 

规划已明确对荔湾湖和荔湾涌水面及周边岸线的保护

要求，并增补了荔湾涌水系至珠江入江口的保护要求；

规划建议结合现有水上游线与历史城区的历史径、慢

行径规划，设置更系统的水上交通线路和必要码头站

点。 



3、落实现状与规划土地利用的衔接 已落实。 

2.部门审查意见及落实情况

文号 部门名称 意见和内容 落实情况 

荔文广函

〔2017〕289

号 

荔湾区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局 

1. 建议文本中总则部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所列版本把 2013 年修改为 2015 年修订

版。 
已落实。 

2. 建议按 2015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修改第四十条，正确表达相关

内容，并建议调换第 2 点和第 3 点文字内容先后位置。 
已落实。 

3. 文本附则中，“……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执行”，建议修改为“规划部门负责执行，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配合。” 
已落实。 

4. 据穗府〔2015〕18 号文，复核逢源北街 82 号、逢源北街 80 号之 1-4 号为非文物单位，并确

定逢源北街 80 号民居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建议在图册上增加逢源北街 80 号和删除逢源北街 82、

80 号之 1-4 号位置标识。 

已落实。 

5. 鉴于文物保护单位除不可移动文物建筑外，还存在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和地域特点的不可移

动碑刻（见附表），建议在《规划》中增加相关保护内容及措施。 
已落实。 

荔住建函

〔2017〕870

号 

广州市荔湾区

住房和建设局 

1. 建议在保护规划本阶段的法定文本获批准后，在后续修规阶段将七园五馆项目加入专题介绍内

容，同时将七园五馆的总平面图纳入到保护规划的《图册》和《图则》相应总平面图中。 

已落实。 

文本、图集已加入七园五馆内容；图则未涉及相应内

容。 

2. 建议将第四章保护区划与保护措施第十八条建设控制地带保护措施第（4）点修改为:“鼓励空

置建筑在有利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前提下，进行有关公共设施或商业服务的活化使用，同时允许新

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设施在有利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和

丰富该地区的公共服务设施”。 

已落实。 

文本已涉及相应内容。 

3. 建议完善第四章保护区划与保护措施第二十条保护区划管理规定第（8）点明确应由哪级城乡规 已落实。 



划主管部门与其同级的公安消防部门协商？若消防措施无法达到规定的消防标准，建议确定协商

制定的消防安全措施的工作机制。 

文本提出在规划获得通过后的工作机制建议。 

4. 第十章专项规划第四十六条用地规划第(5)点“控规 AL011738-41. AL011713 地块现状为泮塘

五约村，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该地块为文化娱乐用地(C3)，在现行控规中亦落实为文化设施用地

(A2)，为落实对泮塘村民生活载体的保护需要，以真实性为原则，建议依据现状将其调整为居住

用地(R2)"。此条款中现 AL01173 8-41，AL011713 地块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为文化娱乐用地(C3)，

在现行控规中亦为文化设施用地(A2 )。为落实荔湾区文商旅活化提升区战略，建议保留其原有用

地属性。不作调整，使其仍为文化设施用地(A2)，并结合荔湾区活化提升项目策略，建议将拟建

七园五馆项目建设用地范围全部调整为文化设施用地(A2)。 

已落实。 

规划已提出用地性质、用地兼容性的相关措施。 

与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绿线有关的用地性质，应提

交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进行讨论。 

5. 第九章保护对象表 1 逢源大街一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内容第 6 点传统街巷本规划推荐列

入保护名录的街巷中，因泮塘五约七巷、五巷、三巷、四巷、南横街、八巷等街巷路面残破，多

为粗糙的水泥混凝土路面，且破损严重，已无历史风貌。建议删除这几条街巷，不要将其列入推

荐名单。 

未落实。 

已经过现场核实，相关街巷现存石板路面，具有历史

风貌。 

6. 第五章建（构）筑物分类保护整治措施第二十五条第（5）点状元坊是否在现保护规划街区范围

内需核实；第五章建(构)筑物分类保护整治措施第二十五条第（11）点统一布置电力、电信等市政

设施，电力、电信线统一入地敷设。建议修改为:在街巷道路具备入地条件的前提下，可统一布置

电力、电信等市政设施，电力、电信线尽量入地敷设。 

已落实。 

7. 第 14 页现状用地图中“荔湾湖公园北侧泮塘五约村标注为三类居住用地(三类居住用地的定义

为：在工业区、仓储区和学校(尤其是大学)等功能区中配套建设的居住建筑物），因该图示范围还

包括了原老干部活动中心，公园公厕、海山仙馆等公园用地及文化设施用地，而此处为村落，不

属于三类居住用地。建议应标注为服务设施用地。 

未落实。 

该地块现状为三类居住用地。 

8. 第 20 页现状使用功能分析图中因原老干部活动中心为文化设施，不应标注为空间闲置。
未落实。 

该建筑现状为闲置。 

9. 第29页(构)建筑物分类保护整治措施图中因荔湾湖北侧沿湖界面——泮塘五约外街很多房屋空 已落实。 



置，破损严重，且多为 90 年代建的多层住宅，与历史风貌不符。建议标注为拆除。 已核对现场情况，保存状况较差且与历史风貌不符的

建筑已标注为改造类建筑。 

10. 第 31 页控规优化建议中荔湾湖北侧沿湖界面一泮塘五约村标注为二类居住用地，根据荔湾区

活化提升项目策略，泮塘五约拟进行文化产业引入，且泮塘五约位于建设控制地带，现居住村民

较少，又有控高限制，人口呈流出状态，不宜修改为居住用地。建议修改为“文化设施用地，并

将拟建七园范围调整为文化设施用地”。 

已落实。 

规划已提出用地性质、用地兼容性的相关措施。 

11. 原老干部活动中心在核心保护区域内，考虑到该建筑为 90 年代建造的现代风格框架结构，

跟历史街区风格严重不统一，且位于核心保护区域会影响到使用单位(区政协)对该建筑的修缮、改

建等活动。建议将该建筑调整到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 

已落实。 

规划已将该建筑调整到建筑控制地带。 

2018 年 1 月

19 日会议 

广州市荔湾区

国土资源和规

划局 

1. 将街区核心保护范围中荔湾湖片区的建筑高度控制修改为“不应高于 12 米、不宜高于 9 米”。 已落实。 

2. 将 2 处推荐历史建筑线索，调整为推荐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已落实。 

3. 结合用地权属及在编总规，从现行控规 AL011714 公园绿地中分离出宗教设施用地（A9），调

整 AL011734 地块边界。 
已落实。 

2018 年 1 月

2 日函 

广州市道教仁

威祖庙 

因仁威庙扩建地块一直未落实和确认，现将仁威庙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限制了仁威祖庙

的扩建改造，不同意地块整体纳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未落实。 

仁威庙属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公布的本

历史文化街区重要的保护要素，如需调整应经《名城

保护规划》修编程序确认； 

本规划对仁威庙地块的保护要求是对《名城保护规

划》及相关文物保护要求的延续和落实，是对该地块

保护和发展的切实措施。 



 

 

3.部门审查意见及落实情况 

文号 部门名称 意见和内容 落实情况 

穗文物〔2018〕

172 号 

广州市文物

局 

1.“登记文物保护单位”表述错误，应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部分文保单位名称有误，公布名称

分别为蒋光鼐旧居、陈廉仲旧居、陈廉伯旧居、梁家祠，建议在规划文本、说明书、图集中相应地

方进行修改（例如规划文本第 5 页、说明书第 61 页等处） 

已落实 

2. 规划文本第 9 页第二十条，法律文件名称有误，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

物保护规定》，建议修改，在保护规划中表述前后统一。 

已落实 

3. 建议在规划文本第 10 页、说明书第 69 页不可移动文物一节补充：涉及文保单位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的建设工程，应当报相应级别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依法做好保护工作，确保文物和

周边环境安全。  

已落实 

4. 建议在保护规划中补充地下文物遗存保护措施。在进行大型建设，须按照《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

要求，做好考古调查、勘探工作。 

已落实 

穗发改函

〔2018〕868 号 

广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

会 

无修改意见 - 

穗更新函

〔2018〕283 号 

广州市城市

更新局 

现方案仅对历史建筑进行功能活化，建议与恩宁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衔接一致，对历史建筑与

传统风貌建筑均可进行功能活化利用，并明确活化利用的原则和适用方法 

已落实 

穗交函〔2018〕

612 号 

广州市交通

委员会 

对逢源大街—荔湾湖两片历史文化街区编制保护规划，有利于推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城市

历史文脉的延续，市交委将在职能范围内支持做好相关工作。为保障区域内交通组织与周边路网相

协调，建议在本次规划中同步研究道路交通组织方案。 

已采纳 

已结合现行控规及保护要求对该地区的交通系统进

行优化。 



 

 

穗府法函

〔2018〕443 号 

广州市人民

政府法制办

公室 

无意见 - 

穗林业园林函

〔2018〕348 号 

广州市市林

业和园林局 

 

1.说明书第 88 页中“古树的保护整治措施”中“在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保护范围周边从事施

工建设，可能影响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正常生长的，养护责任人应当及时向广州市园林局报告。

广州市园林局可以根据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需要，向建设单位提出相应的避让和其它保

护要求，建设单位应当根据保护要求实施保护。广州市园林局应当实施监督、检查”的相关表述应

按照《广州市绿化条例》第五十一条、五十二条予以调整为“区、县级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

古树名木、古树后续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责任人进行登记，并经常性对保护和管理责任人的保护和管

理工作进行检查、指导和监督”、“在古树名木、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控制保护范围内进行

建设工程施工的，在设计和施工前，建设单位应当与保护和管理责任人共同制定避让和保护措施。

城乡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应当在征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

审批”。 

已落实 

 

2.说明书第 88 页中“古树的保护整治措施”“禁止砍伐、擅自移植古树名木。因特殊需要，确需移

植古树名木和古树后续资源的，需向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在收到审查意见后，组织专家论证、听证，并在向社会公示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

报市人民政府审批后，方可移植”的相关规定应按照《广州市绿化条例》第五十四条予以调整为“申

请迁移、修剪被确定为古树后续资源的树木、修剪古树名木的，区、县级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七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

收到区、县级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资料之日起七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不予许可的，应当

说明理由”。 

已落实 

 



 

 

穗城管函

〔2018〕476 号 

广州市城市

管理委员会 

1.根据《广州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办法（修订）》第十条规定，历史文化街区属于户外广告禁

设区域，建议删除规划文本中所有关于户外广告方面的表述内容。 

已落实 

2.建议对街区的沿街门店招牌进行统一规划设计，以彰显历史风貌和岭南文化特色。 已落实 

3.鉴于目前该区域环卫设施数量不足的现状，建议在规划中适当增加环卫公厕、垃圾中转站、垃圾

收集点、环卫工人休息房等环卫设施。 

已采纳 

在保护范围内已规划了 2 处公共厕所，在保护范围东

侧也已有规划 1 处垃圾压缩站，其他不独立占地的环

卫设施建议在更大尺度的专项规划中统筹配置，与本

规划无矛盾。 

穗水函〔2018〕

546 号 

广州市水务

局 

1.恩宁路、逢源大街-荔湾湖两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为广州市域范围内的规划项目，项目需要按

照《广州市海绵城市建设指标体系（试行）》的相关要求开展工作。 

已采纳 

2.根据《广州市排水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穗水〔2013〕10 号）要求，我市新建、改建、扩建的建

设项目不得擅自占用现状水体和《广州市中心城区河涌水系规划》、《广州市雨水系统总体规划》

（2007～2020）和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蓝线控制用地。 

已采纳 

3.规划中的建筑在更新建设时，涉及对已有供、排水设施迁改的需与供、排水企业联系办理有关手

续；涉及排水接驳市政公共排水系统的需到水务部门办理行政许可。 

已采纳 

穗建房管函

〔2018〕983 号 

广州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 

关于《逢源大街-荔湾湖片区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建议补充对逢源沙地一巷、逢源西巷处的规

划支路宽度由 14.4 调整为 7 米的交通影响评估，结合交通流分析和交通影响评估，再提出调整建议。 

已采纳 

按照《广州市历史城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控制原则》，

保护优先，在现状基础上拓宽支路对街巷格局、街区

肌理影响较大，结合保护规划的发展目标，现状 7 米

宽度的支路可满足本街区的保护发展需要。 



 

 

 

 

 

 

 

  

穗商务建函

〔2018〕13 号 

广州市商务

委 

1.建议逢源大街－荔湾湖两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下称“规划”）按相关规定，落实肉菜农贸市

场等公建配套设施； 

已落实 

2.建议在逢源大街－荔湾湖规划文本第 5 页第十三条保护内容中增加省级非遗项目“粤菜烹饪技艺”

和市级非遗项目“广府饮茶习俗”等，老字号中增加“陶陶居、广州酒家等手信”，并在第 16 页第

七章保护措施中增加相关内容； 

已落实 

3.建议在规划文本中“街区活化策略建议”中，在适当位置融入以下内容：与《广州市促进商旅文

融合发展工作方案》（穗府办函〔2017〕325 号）中重点打造的西关文化商旅活化提升区相关工作

思路相衔接，参考永庆坊（一期）微改造项目的经验和做法，恩宁路以粤韵、创意文化为主题，逢

源大街－荔湾湖以美食、“三雕一彩一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等特色突出的西关民俗风情为主

题，结合微改造分阶段推进商旅文提升区的规划建设，配置必要的居民生活服务网点，持续打造老

字号一条街、广州美食园、特色商业街等，形成老字号、广府美食、特色商业、休闲娱乐、文创、

艺术等商旅文融合空间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已落实 



 

 

4.名城委专家意见 

专家 序号 意见和内容 落实情况 

马向明 

1 

与恩宁路街区规划类似，图纸、图则中关于规划管理单元的规划内容在文本中并无表述，与本规划

是什么关系？超出本街区规划范围的规划内容放在本规划是否合适？建议可增加按规划管理单元划

定研究范围，与街区规划进行协调，但超出街区范围的需按照控规进行编制，与本街区规划衔接上。 

已采纳 

与保护要求相关，涉及交通、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

已在控规单元图则中与超出街区范围的用地进行

衔接。具体工作将在下一阶段管理单元控规调整中

落实。 

2 

历史文化特色梳理和价值提炼不够精简概括，内容过于繁杂，建议优化价值特色表达。本街区由功

能与空间特色分明的几个部分组成，建议价值提炼宜与各部分的功能与空间特色相对应，以便于使

各部分的保护和活化利用策略能够形成清晰的前后衔接的逻辑脉络。 

已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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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街区活化策略建议 

第三十六条 功能定位 

逢源大街-荔湾湖历史文化街区是广州历史城区内重要的历史景观地，承载西关地区城

市生活、水乡风貌、民俗活动与文化展示，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特色商业，打造为：

提供市民休闲文化娱乐场所，展现岭南和广府文化的岭南园林式城市客厅。 

 

第三十七条 活力提升原则 

1. 不损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 

2. 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保护利用的原则； 

3. 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提升、共同繁荣的原则； 

4. 提高环境质量和技术标准，强化物质手段的文化表现的原则； 

5. 建立居民、游客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和地方感的原则； 

6. 提倡政府、专业者、居民和相关市民多主体共同治理的原则； 

7. 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相结合，利用多途径宣传展示的原则。 

 

第三十八条 活力提升总体空间策略 

设置历史景观径，串联荔湾湖、荔枝湾涌等自然景观与不可移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等文化景观，提炼片区发展主题，强化传统空间格局，形成“以荔湾湖、荔枝湾涌滨水

景观和园林为环，串联水岸南侧的西关传统居住片区和水岸北侧的泮塘乡土聚落，突出庙、

塔、祠、馆、园等多个空间节点”的总体空间结构。持续打造老字号一条街、广州美食园、

特色商业街，形成老字号、广府美食、特色商业、休闲娱乐、文创、艺术等商旅文融合空间

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 

第三十九条 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升策略 

1. 保养修缮街区内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对其内部设施进行改善并尽可能延续原使用

功能。 

2. 文化遗产利用突出以下主题： 

（1）“西关生活体验”主题：整合逢源大街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雕一彩一绣”、

以及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蒋光鼐旧居、陈廉伯旧居、陈廉仲旧居、小画舫斋等，建

立“西关生活博物馆群”，统一设计体验和游览流线，布置体验和展示内容。 

（2）“水乡生活民俗”主题：整合泮塘五约村内的特色民俗和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以

及荔湾湖、荔枝湾涌、仁威庙、文塔，策划“西关水乡民俗节”系列活动，优化现

状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和民俗活动，保护和提升民俗活动场所和流线，建立居民与

游客的良好互动机制。 

（3）“岭南园林风景”主题：整合利用荔湾湖、荔枝湾涌边公共建筑和闲置建筑，

建立“岭南园林博物馆群”，以西关传统岭南园林为风貌原型，保护和提升荔湾湖、

荔枝湾涌景观，全面展示岭南园林的历史发展和特色。 

（4）“西关传统美食”主题：以泮溪酒家为核心，保护、整合、提升泮塘路、荔枝

湾涌边的特色餐饮业态和营业空间。 

3. 鼓励不可移动文物的合理利用，利用方案以文物级别按规定程序报批、报备。 

4. 历史建筑与历史建筑线索、传统风貌建筑与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推荐以文化博览类

和文化休闲类功能为主，并推荐以下利用方式：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等（文化

博览类）；书店、图书馆、艺廊、影剧院、咖啡、茶室、精品酒店等（文化休闲类）；

社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站等（社区服务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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