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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与项目背景
四会市位于珠三角核心圈层，随着近年广佛肇城

际快轨的建设，大大缩短了四会和广州、深圳等国际都

市的交通时间，四会将快速接轨广州，融入珠三角，成

为粤西北的重要节点。项目区域位置如图 1所示。

四会位于环珠三角外围生态屏障区域，由连绵山

地丘陵组成，是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城

区山环水绕，绥江贯穿四会市。四会市总体规划确定沿

绥江“东进”、跨绥江“南拓”的城市发展方向，以建设粤

港澳区域山水典范城市为长远目标。肇庆市第十一次

党代会提出“两区引领两化”战略，战略中指出：实施

“以肇庆新区引领新型城市化”中，四会以绥江、龙江

河、清溪涌为城市水脉，以四会城区、大沙新城为载体，

打造一江两岸的东西向滨水城市空间拓展轴线。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目标定位，规划将关注绥

江“一河两岸”城市设计，梳理与重塑四会城市美好的

城市山水格局，体现四会“历史名城、岭南水乡、现代都

市”的特点。

2 现状认知
2.1 优势分析

四会依山傍水，北部和西部多为山地，河流有绥

江、龙江、漫水河、曲水河和何礼河。山为幕映城，水为

带串城，山、水、城各成一个层次又互相依托，相生相

融。同时，四会市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包括始建于唐

代的六祖寺，供奉闽粤三女神之一文氏贞仙的贞仙

祠，以及享誉国内的砂糖柑橘和玉器文化。四会与广

州、平洲、揭阳并称广东四大翡翠批发市场，是国内最

大的翡翠加工基地。2003年，四会市荣获“中国玉器之
乡”称号，玉城也就成为四会市的城市简称。现绥江南

岸地形条件好，大部分地区处于未开发建设的状态，

又有贞山山脉作为背景，潜力巨大，承载着四会市的

未来。

2.2 现状问题
北岸城市滨水功能单一，以居住功能为主，缺乏活

力；老城衰落，整体城市风貌不佳，公共服务设施不足。

通江道路少，滨水空间可达性低，市民难以通往滨水空

间。北岸岸线处理生硬，堤岸高于滨江路标高，人与绥

江缺乏视线联系。导致绥江与城市活动互动性较差。现

状滨水建筑风貌缺乏整体规划，高度控制不足，天际线

缺乏韵律，影响沿绥江两岸的整体滨江城市形象。一河

两岸现状堤岸夜景主要集中在北部老城区和碧海湾。

碧海湾夜景效果良好，老城区夜景仅是普通照明。其余

段无照明设施。

3 设计构思
在明确城市诉求和现状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四会

市城乡总体规划（2010—2035）》《四会市贞山片区城市
设计（2014）》《四会东城区城市设计（2015）》等相关规
划，同时借鉴了巴黎塞纳河、上海黄浦江一江两岸差异

化发展的特点。提出本次规划的核心概念为“北岸璀

璨、南岸生态”，提出两岸相互联系又错位发展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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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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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集风貌展示、生态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魅力新

四会。

规划形成一脉两带、两岛九片、一环多点的特色空

间结构（图 2）。“一脉”是以绥江为基础形成的城市形象
展示脉络；“两带”为以北岸滨水地区所形成的活力红

带与以南岸滨水景观所形成的生态绿带；“两岛”即璀

璨母城半岛、生态姚沙半岛所构成的两仪半岛；“多片”

为商贸综合服务片、母城综合服务片、旧城特色商业

片、综合居住片、双欢玉园片、江北生态片、岭南水乡

片、山水宜居片、姚沙半岛综合片以及六祖旅游服务片

十大片区组成；“一环”以滨水绿道、休闲步道为珠链，

串联两岸公园、广场等开放空间所形成的环状翡翠项

链；“多点”分布于各个片区内的特色组团节点。

4 特色要素
以现状优势及问题为双重导向，推导出六大特色

要素（图 3）。分别为红绿两岸、两仪半岛、四会之窗、城
岭画卷、翡翠项链、玉纹绿道。通过以上六大要素的叠

合，形成了本次城市设计的总体框架，展现四会地域

文化和时代气息的特色城市面貌。用地布局在充分对

接总规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功能复合、拥水

发展的理念。规划以绥江为核心，结合多层次丰富的

城市生活，探索“北岸璀璨、南岸生态”的差异化发展

路径。

4.1 红绿两岸———营造活力北岸、生态南岸
4.1.1 活力“红岸”———以复兴北岸为目标
规划以老城复兴为目标，塑造活力“北岸”。强调临

江用地功能的多元复合，在现状功能的基础上，结合城

市更新，逐步融入商业、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1]。结合城
市更新，以四会大道建构城市发展轴，串联城市主要功

能区，以龙江河、育贤路、贵华路、共和二路、仓丰路等

打造 7主 6次的通江红轴，引导活力功能向滨江地区
延伸、集聚。

4.1.2 生态“绿岸”———以构建生态南岸为目标
以保护青山绿水为导向，打造生态“南岸”。以现状

水岸为基础，规划生态性湿地公园强化生态性。以绥江

为轴、贞山为核，预控 6主 7次条的城市看山绿廊，多
条通水绿轴，构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生态型绿地景

观体系。以居住为底、文化为心，塑造辐射全市的生态

宜居新城。

4.2 两仪半岛———推动母城更新，塑造新城形象
绥江在四会城画了一个漂亮的“S”，湾北是四会母

城，湾南为姚沙半岛，形似太极两仪。

城北母城结合现状公共空间，梳理公共步道，将部

分行政功能外迁，从而打造新的公共节点。以北直门

街、南直门街为主，重点梳理片区 11条巷道，作为片区
公共活动、步行联系的主要载体。规划新增 7处节点空
间，优化 1处节点空间，作为片区居民活动场所。对沿
江路外侧 6处底商进行改造，打通滨江入口。
结合公共空间，配套停车、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

施。对各更新单元内重要街巷、节点空间周边建筑开展

综合治理。结合中山公园、景观节点布置公厕等公共服

务设施；结合景观公园打造地下停车场。四会中学、仲

泰小学公共设施对公众分时段开放，提高公共设施利

用率。

参照公共空间体系，对周边建筑风貌进行整治，拆

除、改造局部建筑。对北直门街、南直门街风貌进行重

塑，增加传统建筑元素符号；对其他街巷立面进行清

洁，规整空调、电线等设施。拆除周边部分行政办公、民

居，以及街巷内影响通行的民居。将部分民居、行政办

公建筑改造为文化娱乐建筑；对沿江路外侧 6处底商
进行改造，作为滨江入口。

姚沙半岛位于南岸新城，背山面水，与母城遥相辉

映。根据悉尼（歌剧院）、上海（陆家嘴）、香港（会展中

心）等城市经验，将重要的公共建筑设置在展示性较好

的半岛区域，更有利于提高城市滨江形象品质。调整岛

头区域道路下穿，保证姚沙半岛岛头片区的完整性，于

岛头地区规划大型文化类地标建筑，提升滨水活力，展

现城市形象。结合在建体育中心与规划贞山湖，打造康

体公园。构建山水视窗，围绕贞山湖建构四主多次的山

水视廊。保留河街特色建筑，打造岭南传统风貌商业文

图 2 特色空间结构

图 3 六大特色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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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街区。结合滨水生态环境，打造居住社区配套完善的

宜居小区[2]。优化南岸生态景观岸线，建立绿道、步行通
道系统。通过策划文化半岛、岭南风情街、宜居社区等

功能板块，凸显新城魅力[2]。
4.3 四会之窗———强化城市的特色文化标识

在《四会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总体规划
中，四会市中心城区被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玉器

产业城，山水特色鲜明的宜居城市，以岭南山水、玉禅

文化为特色的休闲旅游目的地。珠三角环线高速自四

会东南贯穿而过，规划充分挖掘城市特色，形成了四会

的两大城市窗口———双欢玉园与岭南水乡。

双欢玉园玉器城位于四会市东侧珠三角环线高速

下道口处，也是进入城市的门户地区。在支柱型玉器产

业的基础上，规划结合基地内勾玉状山体，以玉器名作

“双欢”为意向，构建自然与城市融合的窗口地标。组织

环状绿道系统，串联各个功能片区，打造集制作、展览、

销售以及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四会特色小镇、国际化玉

器名园。

岭南水乡城市窗口地处城市边缘，绥江与青岐涌

分流处，生态敏感，仅存约 10%的用地可以作为城市开
发用地，不宜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因四会绥江的南部

是新城和老城区的生态心脏和乡愁记忆，总体布局和

建筑风格采用岭南乡土元素，该片区将提供湿地休闲、

岭南水乡、现代农业和旅游配套等旅游休闲类功能，营

造集休闲度假、康体娱乐、乡愁体验于一体的岭南水乡

意境[3]。
4.4 城岭画卷———塑造山水城共融的特色风貌
绥江两岸城市界面绵长，但天际线缺乏韵律。北岸

旧城滨水界面建筑立面老旧，建筑色彩，建筑风格较为

杂乱。新区新建建筑整体风貌较好，但缺乏特色；以高

层居多，滨水界面建筑高度缺乏层次变化。规划将绥江

两岸细化为 8段高度控制分区。严控北岸新建建筑高
度，以现状建筑为基础，整体形成高低错落的天际线。

南岸通过高度分区预控，保证背景山脊线的完整性，并

在轮廓起伏上与山体共势，形成城岭画卷[4]。
协调滨江界面城市风貌，新建建筑应体现前低后

高的空间层次，北岸旧城片区应结合立面改造进行滨

江建筑公建化处理。建筑风格、色彩等应与周边建筑相

协调。南岸加强城市风貌预控，建筑风格应体现岭南文

化元素，色彩应采用冷色调，与自然生态背景相协调。

结合现状情况与规划定位，对绥江两岸划的沿江堤岸

和沿江建筑进行夜景设计。以绥江为展台，文峰塔、江

心洲灯塔、滨江地标建筑及 10座跨江大桥为载体，策
划一河两岸夜景灯光秀，彰显城市魅力。

4.5 翡翠项链———串联两岸开敞空间
优化城市滨江堤岸设计。北岸采用立体绿化、设施

植入、底层改造等方式重塑旧城滨江形象；通过完善设

施、增设活动空间、加强可达性提升中部居住段服务水

平；南岸以保留软质岸线为主，建设生态型湿地公园。

以 23km滨水绿道为链，以两岸 50余处公园广场
为珠，构建滨江景观眺望系统，形成独具四会特色的环

状翡翠项链。并策划滨江活力跑、吉他音乐节、四会龙

舟赛、玉器文化节等节庆活动。弘扬城市精神，提升四

会知名度。

4.6 玉纹绿道———打造四会特色慢行系统
在打造环状绿道体系的基础上，打通多条城市滨

江通道，连接城市腹地与绥江，提高滨江道路的可达

性，同时将连接红绿两岸的大桥融入进城市的绿道体

系。串联城市中散布的人文、景观、商业节点，形成了城

市的“环山、人文、通江、乐活”四类特色慢行道。通过在

绿道中设置小品、公共设施等，营造步行氛围，引导四

会低碳出行。

为了给市民带来不同的休闲体验，串联两岸城市

功能，规划结合开敞活动空间，同时考虑与城市公共交

通的对接与换乘，设计由自行车环线、步行游线、水上

游船线路体系等组成的慢行交通系统。

5 结语
除上述主要的设计内容外，规划还对人口规模、配

套设施、道路交通、绿地系统、海绵城市、高度分区等方

面进行设计考虑。同时，结合六大要素，明确未来城市

建设的重点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的分期建设

计划，并且对投资收益进行预测，为政府开发建设提供

参考。

面对城市大尺度的一河两岸城市设计，我们认为

推进两岸差异化发展和减少分隔增强联系，并且提出

要素性的策略，以及建立重点项目库，是具有现实实践

意义的城市设计工作方法。这样既能保证对后期工作

方向性的指导意见，又避免在大尺度城市设计上因为

涉及过于细节的问题，而致设计管控无法落地。而正因

如此，才能真正起到城市“一江两岸”滨江区域品质提

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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