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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区位特征 

大茅水是三亚四条主要河流之一，位于中国海南省东南部。三亚市位于海南

岛东南部，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区，全年气温适宜，多年平均气温为 25℃左右。夏

季湿润、冬季温暖，年平均降水量 1347.5 毫米。 

本项目研究范围为大茅水流域自然汇水范围，大茅水又叫大茅河，发源于三

亚市甘什岭，为三亚市中部水系之一。其流域面积约 117 平方公里，流域长度约

28.2 公里，干流长度约 19.36 公里，经三亚市榆林港注入大海。流域整体在第二

绕城高速以南，连接海湾的大东海区域。 

 

图 1-1 区位特征图 

1.2 政策机遇 

1.2.1 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将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是新时期的

发展总要求。实现生态优先、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既是新时期

的发展目标也是规划任务。 

2022 年 4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海南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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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他指出，海南要坚持生态立省不动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对热

带雨林实行严格保护，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 

1.2.2 “六水共治”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南生态文明建

设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海南以水环境综合治理为突破口，系统推进治污水、

保供水、排涝水、防洪水、抓节水、优海水 6 项工作，在全省下大力气打一场治

水攻坚战。 

1.3 发展条件研判与价值认知 

1.3.1 生态价值 

流域内的生态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1）大茅水流域是大三亚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板块 

大茅水流域是大三亚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作为连接三

亚中心城区与东侧亚龙湾和北侧生态屏障的“中央区”，大茅水流域在保持良好

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重要的山海廊道功能，对三亚生态安全格局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 

（2）流域范围内生态、生物多样性价值高 

分布的陆生野生动物多达 300 余种，其中兽类 50 种，鸟类 300 余种，属国

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有云豹、孔雀雉、海南山鹧鸪等，是三亚市是生物多样性

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保护这些野生动物和它们的栖息地至关重要。 

（3）流域范围内生态保育价值高 

流域范围内的生态保育价值也非常高。流域范围北部甘什岭自然保护区分布

着海南特有的热带雨林，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濒危物种，是维护海南岛生态平衡的

重要组成部分。南部榆林港片区更是是红树林在三亚重要的分布地，中部则有水

田与盐田，生态资源丰富，生态保育价值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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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生态价值图 

1.3.2 水系统价值 

大茅水流域的干流、支流和坑塘水库构成的区域水系统是城乡洪涝安全的绿

色屏障，拥有广泛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也是山海城有机衔接的自然通廊。 

 

图 1-3 水系统价值图 



 

4 

 

1.3.3 产业价值 

大茅水流域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地区，具有多种产业价值。

首先，大茅水流域是三亚第一梯队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其中大茅村和中廖村是三

亚市仅有的两个 5 椰级乡村旅游点之一。中廖村是三亚市第一个“五星级”美丽乡

村，可见其在乡村旅游方面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大茅村远洋生态村也是海南省内

首个通过验收的共享农庄，可以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和提高居民收入。 

此外，大茅水流域的雨林文化和黎苗文化也具有重要价值。这里居住着以黎

苗族为主的雨林民族，形成了与海南热带雨林共生共荣的雨林文化。其中，中廖

村作为黎族文化村落最为著名，传承了民众织锦、纺、染、织、绣等技艺，并形

成了具有特色的图腾崇拜和对山海河神灵的信仰。综上所述，大茅水流域时在乡

村旅游、文化传承和农业发展等方面也有丰富的产业价值。 

 

图 1-4 流域内产业条件图 

1.3.4 用地价值 

大茅水流域范围内，现状分布有大量低效、闲置、未利用矿山、已批未建、

旧城旧村等建设用地，这些土地都具有很大的增值潜力，可以为当地经济和社会

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其中，范围内低效利用土地 78.88 公顷、旧城区、城中村 214.26 公顷、批而

未供土地 70.97 公顷、闲置土地 14.23 公顷。这些产业备用地将为产业发展提供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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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用地价值图 

1.4 场地现状问题 

1.4.1 生态环境亟需保护 

（1）热带雨林水土流失严重 

大茅水流域热带雨林的水土流失问题严重。首先，该地区雨量充沛，为水土

流失提供了足够的动力。由于雨量过大，地表水在下落时冲刷及侵蚀了土壤，加

剧了水土流失现象。其次，大部分雨林土壤为砖红壤，抗蚀性差，不利于保持水

土。这使得热带雨林更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现象。此外，人为破坏对雨林植被的影

响也是导致水土流失的原因之一。人类砍伐树木、开垦土地，去除暴雨和洪水的

阻碍，进一步增大了水土流失的风险。同时，人造林与果林的水源涵养和水土保

持能力较差，难以有效地减缓水土流失的速度。 

（2）红树林破坏严重，大面积减少 

城市发展用地的侵占是导致红树林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城市建设用地

的需求不断增加，很多红树林被开发商和政府部门用来建设房屋、道路等基础设

施，进而破坏了红树林的生态系统；第二是人为因素，一些人为的砍伐和采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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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得红树林面积急剧下降；存在有害植物也是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的因素之

一，有害植物会绞杀当地的红树林植被，破坏生态平衡，进而加速红树林的消失；

此外还有废水污水问题，大茅水上游的污染问题严重，这些污染物质通过河流运

输到下游入海口处，导致水质下降，对当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造成深刻影响。 

 

图 1-6 生态环境问题 

1.4.2 水系统建设缺乏统筹 

大茅水流域的水系统建设存在三个主要问题，分别是水安全保障存在短板、

水环境有待提升和水资源利用水平不足。 

（1）水安全保障存在短板。 

白水桥-安罗桥河段行洪能力不足；城区存在 5 处内涝积水点。 

（2）水环境有待提升。 

根据海南省“十四五”城镇内河（湖）断面水质目标要求，大茅水两个监测

断面-白水桥为 V 类，安罗桥为Ⅳ类，现状干流监测断面水质已达标（白水桥Ⅲ

类，安罗桥Ⅳ类），但城区高园水支流水质较差；上游乡村局部河段水质有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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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污水厂运行效能低。 

（3）水资源利用水平不足。 

非常规水资源利用率低，再生水利用率仅 3.8%；供水管网漏损率高。 

 

图 1-7 水系统现状问题 

1.4.3 滨水空间利用不足 

三亚大茅水流域内的河道局部渠化，导致生物进程和景观风貌受到影响。该

地区岸线空间需要修复，在环境保护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外，该区域缺

乏游憩功能，如绿道、栈道和景观平台等设施，使得大部分河道边缘难以接近且

不具备亲水性，基础设施尚未完善。流域内，从山林到城市都拥有丰富的景观资

源，但是河道周边并未建立起成熟的景观节点，这造成了河道与城市之间的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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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景观功能仍处于待开发状态。 

 

图 1-8 滨水空间利用不足点位图 

1.4.4 产业有待升级 

大茅水流域现状产业体系不均，存在乡村旅游资源，但景点吸引力有待进一

步提高；缺少文旅康养等高附加值项目，游客平均停留 1 天，与三亚亚龙湾森林

公园、海棠湾等热门景点热度差距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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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流域产业分布图 

1.4.5 总结 

总体而言，流域内现状存在生态系统亟待保护利用、建设缺乏统筹、空间利

用不足与产业能级较低这四大问题。 

（1）亟待保护利用 

红树林生态系统日益减少，生态设施需修复。 

（2）建设缺乏统筹 

水安全保障存在短板，水环境有待提升，水资源紧张。 

（3）空间利用不足 

基础设施不完善，景观功能待开发。 

（4）产业能级较低 

乡村旅游缺少热门景点，产业发展较为落后。  



10 

2 规划目标与理念 

2.1 规划目标 

2.1.1 构建韧性健康水系统 

该目标着重关注大茅水流域水资源安全和人居环境，旨在构建宜居、韧性滨

水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而言，该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二是构建宜居的城市滨水空间，提供更多的休闲娱乐和生态体验机会； 

三是通过治理污染、防洪等措施，加强大茅水流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1.2 实现多要素生态修复 

        该目标旨在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绿色发展，坚持山水林田一体化

保护和系统治理。具体而言，该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加强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促进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平衡； 

二是推广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良性

循环； 

三是强化水土保持和资源利用的管理和监控，实现可持续发展。 

2.1.3 协同推进产业升级 

该目标旨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打造智慧城市等方面的工作，以推动大茅水流域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发展。具体而

言，该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推动绿色产业的发展和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 

二是强化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三是推进信息技术和数字化建设，打造智慧城市，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2.2 规划愿景 

三亚市大茅水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规划的规划为“蓝绿交织的生态示范

区、城乡共荣的韧性宜居地”。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生态优美、资源丰富、经济繁

荣、文化活跃和社会和谐的区域，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条件。同时，

规划方案还将注重流域内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致力于推动大茅水流域的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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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为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规划发展战略是将大茅水流域打造成为生态优先、城乡融合、高质量的三亚

城市发展第三极，旨在实现治理、整合、发展和展示流域的综合价值。 

2.3 规划理念 

规划方案以“全要素全周期治理”为理念，以全要素治水为契机，实现水土

共治，通过土地格局优化，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区域产业升级，实现“水清、岸

绿、景美”的大茅水流域治理与规划的目标愿景。 

 

图 2-1 规划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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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流域治理规划 

3.1 总体策略 

落实海绵城市理念，采取绿色和生态的方式构建城市水系统健康循环，提升

水安全保障能力、改善水生态环境、优化水资源利用。 

水安全提升。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构建“源头减排、管网排放、蓄排并举、

超标应急”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 

水环境改善。通过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布局、控源截污治理、污水提质增效，

改善水环境质量，实现“长制久清”。 

水资源保障。加强雨水、再生水等非常规水资源利用，提高城市供水漏损控

制水平，增强水资源综合管理智能化水平。 

水生态修复。从河流生态岸线治理和区域生态修复两个层次，打造韧性河道，

丰富生态空间。 

 

图 3-1 流域综合治理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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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水安全系统规划 

3.2.1 防洪水 

白水桥上游控制建设区域，确保行洪安全，营造韧性洪水消落带。 

利用洪水消落带，形成生态化旱涝调节系统。在洪水来临时，消落带多样化

的地形能蓄滞部分洪水，当洪水退去，滞留下来的洪水能补给河道水系。 

白水桥下游顺应自然岸线，做好竖向衔接，左岸采用堤路结合，右岸设置景

观多级生态堤岸。 

做好洪水位与道路及用地竖向衔接，消除内涝风险；建议左岸结合规划道路

采用堤路结合方式，右岸设置景观多级生态护坡。 

 

图 3-2 流域综合治理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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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排涝水 

（1）分区优化。吉阳区政府下游新建水系分流高园水支流能力不足压力，

规划共 35 个二级流域分区。 

（2）为避免山洪无组织排放，根据子流域洪峰流量确定排水通道规划尺寸。 

 

图 3-3 排涝水策略示意图 

3.2.3 治污水 

（1）优化污水处理设施布局 

规划将新建污水处理厂一座，位于高园排渠入大茅水处，设计规模 4 万吨/

天，采用地埋式设计，占地约 1.2 公顷（18 亩）。 

现状福海苑污水厂以北区域（吉圣路以北）污水纳入人才城污水处理厂服务

范围；原棕榈滩污水提升泵站服务范围内污水接入新建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减

少红沙厂处理压力。拟建污水厂建成前保留现状福海苑污水厂，与高新厂、人才

城厂共同处理流域内生活污水。新厂稳定运行后停用现状福海苑污水厂，腾退污

水厂用地约 1.5 公顷 （22.5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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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污水处理设施布局优化图 

3.2.4 抓节水 

规划中完善污水资源化利用设施，加强雨水利用，保障生态基流。 

（1）污水资源化利用。 

挖掘污水厂再生水回用规模；完善再生水供水管网，DN200-DN500；合理布

设生态补水（1 个）、杂用水（6 个） 、农田灌溉（2 个）用水点。 

（2）雨水资源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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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库储蓄雨水资源回补河道；在公园绿地、学校内可以通过景观水体等

设施集蓄雨水用于场所内部的水体补水、绿化、道路浇洒、冲厕等。 

（3）生态基流保障。 

大茅水干流颂河水库下游段生态基流量0.33m³/s，设计补水量为3.47万m³/d，

满足生态基流需求。大茅水生态基流保障以污水资源化利用为主，上游水库补给

为辅。 

 

图 3-5 抓节水规划策略图 

3.3 多要素生态修复 



 

17 

 

3.3.1 湿地生态修复 

（1）策略 1：因地制宜营造河口湿地 

一是在河口湿地和漫滩区构建湿生、中生、旱生等层次丰富的植物群落，提

供潜在生境空间；营造河口湿地，分布在大茅水以及其支流交汇河口处。 

（2）策略 2：修复红树林生态系统 

修复适宜的红树林生态空间，林地、滩涂、盐田和水域面积比例控制在 4:2:2:2。 

 

图 3-6 河口湿地生态修复规划图 

3.3.2 水源涵养林和公益林修复 

规划中退果还林，修复水源涵养林和公益林，以自然修复和更新造林方式相

结合的方式，修复公益林面积 41.4 公顷。 

3.3.3 林地水土流失修复 

规划将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修复热带雨林水土流失。其一将采用乡

土混合林的种植方式，快慢生树种结合，以丰富植物层次；其二是对于，坡度大

于 25 度且长势良好的区域进行封育保护；其三是对于存在水土流失隐患的边坡

进行植被手段辅以工程的综合治理，建立生态护坡；最后是在河道口小肚大的位

置建立拦沙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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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林地水土流失修复策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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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土地格局优化 

从整治、更新和修复三方面入手，调整优化土地 85 公顷（1276 亩），其中

24 公顷(362 亩)可用于关联产业导入，61 公顷(914 亩)可结合周边用地用于滨水

其他公园绿地建设。 

4.1 分段格局优化 

根据区段土地资源禀赋，分为北部乡村段、中部城市段和南部特殊用地段。

在北部乡村段实施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保护修复策略。在中部城市段实施城市更

新策略。南部特殊用途段实施特殊管控。 

 

图 4-1 大茅水流域土地整治分段示意图 



 

20 

 

4.1.1 北段保护型开发策略 

北部乡村段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施农用地与建设用地整理、生态保护

修复策略，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提升国土空间集约化程度。北部森

林修复面积 4485 亩，可安排 135 亩用地发展产业。 

 

图 4-2 大茅水流域北段用地格局优化图 

4.1.2 中段优化型开发策略 

中部城市段开展城市更新、城市双修，组建防洪通道。滨水重点区域综合更

新面积 2.4 公顷（36 亩），微更新面积 6.67 公顷（1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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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大茅水流域中段用地格局优化图 

4.2 流域存量用地再利用 

流域范围内低效利用和闲置建设用地以划拨和出让工业用地为主，滨水重点

区域结合流域产业导入进行优地优用，面积约 47.64 公顷（71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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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大茅水流域存量用地分布图 

4.3 结合洪涝风险淹没范围优化土地格局 

充分考虑洪涝风险，优化排涝通道设置。新城区建设要加强选址论证，合理

布局城市功能，科学确定排水分区。依据《三亚市大茅水综合治理工程（三浓水

库至入海口段）可行性研究报告》洪水淹没风险分析。 洪涝淹没范围内扣除已

出让用地、特殊用地、风景名胜用地、公园后，对存在人民生命财产威胁的村庄、

城镇、工业用地进行流域土地综合整治，整理腾退建设用地 26.7 公顷（4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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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洪涝风险淹没范围示意图 

4.4 结合排水通道优化土地格局 

根据水安全理念，整体优化水系通道，构建山洪排水通道涉及土地格局优化

区域，保障水安全系统项目用地。 

本次用地格局优化共涉及 10 个流域分区，8 条水系调整，总长度 11.44 公

里，水系总面积 6.86 公顷，建设 缓冲带 22.88 公里，面积 24.81 公顷，建设涵

洞 26 处， 可新增 1.71 公顷（26 亩）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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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排水通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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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筹发展规划 

5.1. 重点区域规划设计范围 

本次详细规划总面积约为 860 公顷，长约 17 公里。规划范围北至双本水库，

南至榆林港，东西沿大茅水向外扩展。详细规划范围周边有中廖村、大茅村、远

洋生态村等特色村镇，同时也有红树林、盐田、南繁中心等特色资源，此外详细

设计范围周边多为城镇、鱼塘、农田、坑塘水库等，类型多样资源丰富。 

 
图 5-1 重点区域规划区位分析 

5.2. 重点区域规划总平面 

规划对田、水、路、林、村几大要素进行了整体谋划，从南侧盐田的保护与

恢复，农田的策划与利用，乡村的特色文化发掘与利用，再到山林自然资源的修

复与使用，规划了红树林科普教育、盐田景区与历史文化体验馆、市民公园、康

养中心、养生谷等设施，用以覆盖全范围的设计内容，达到山林绿市，水岸润城

的整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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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大茅水山海绿道生态带 

五段：五大特色风貌段 

多点：沿线重要节点、河岸生态修复、产业项目植入 

 

图 5-2 重点区域规划平面图 

5.3. 构筑韧性生态岸线 

5.3.1 设计原则 

河道设计原则：应尽量保留原河道自然弯曲的形态，局部可适当进行扩挖

疏浚，尽量避免裁弯取直，结合现状鱼塘、滩地空间进行排洪。 

堤防设计原则：应结合生态设计理念，尽量满足生态放坡需求，将生态和

功能相结合。 

5.3.2 河道岸线总体规划形式 



 

27 

 

依据可研和初步设计的设防要求，将河道岸线设计总体划分为两大类型：

桩号 0+000（三浓水库）-桩号 12+533（颂和水库溢洪道末端） 维持现状；桩

号 12+533（颂和水库溢洪道末端）-19+360（入海口）新建堤防。 

 

图 5-3 河道岸线规划总体情况 

5.3.3 断面改造策略 

保留现状自然岸线，改造为生态驳岸，局部将堤线后退至可淹没范围，并

采用堤路结合的方式，既保证了行洪宽度，满足防洪安全，修复河道滩地保留

岸线植被。 

 

图 5-4 堤路结合规划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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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自然堤防规划断面图 

5.4. 串联山海绿道体系 

5.4.1 绿道体系 

设计范围内绿道与区域规划城市绿道相连接，结合场地内现状绿道，联系各

公园和关联产业组团形成流域内由北至南的多级绿道（总长度约 22km）。 

绿道依托沿河的绿地空间和公共空间与未来建设的公园场地，链接流域内各

城市、自然公园等丰富资源，构建滨大茅水山海绿道体系。 

 

图 5-6 山海绿道体系图 

5.4.2 基础服务设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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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绿道设置基础服务设施，其中最主要的是服务驿站，驿站根据不同规模分

为一级驿站、二级驿站与三级驿站。 

一级驿站共 6 个，设立于主要景观节点处，间距 3KM，功能包含服务中心、

售卖、卫生间、活动场地、休憩点、解说及展示设施、治安消防点、安全防护设

施、无障碍设施、垃圾箱、自行车租赁等。 

二级驿站共 12 个，沿河道均匀布置，间距 1KM，功能包含售卖、卫生间、

活动场地、休憩点、解说及展示设施、治安消防点、安全防护设施、无障碍设施、

垃圾箱、自行车停车场等。 

三级驿站共 10 个，沿河道均匀布置，间距 500M，功能包含自动售卖机、休

憩点、解说及展示设施、安全防护设施、无障碍设施、垃圾箱、自行车停车场等。 

其余服务设施，则按照设计规范合理布置。 

 

图 5-7 驿站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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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尊重区域风貌特征 

5.5.1 强化分段风貌特色 

依据现状资源及周边用地情况，分为 5 类特色段，提炼各自滨水风貌特征 

北部生态段——北部生态段周边以林地为主。 

北部康养段——北部康养段周边以村镇农田为主，具有丰富的村落文化资源。 

中部农旅段——中部农旅段周边现状有大片农田，适宜依据现状农田进行设

计。 

中部城市段——中部城市段是大茅水流域中最为繁华的区域，从三亚市中穿

过。 

南部滨海段——南部滨海段位于流域最南部，大茅水接入海洋，该段有着丰

富的海洋资源。 

 

图 5-8 分段风貌特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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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9 风貌特色总图 

 

5.5.2 分段风貌指引 

结合片区设计控制性指引，优化滨水空间风貌。 

北部生态段——设计标准 20 年一遇，功能活动空间与阶段性水位相适应，

永久设施设计于超标洪水之上。保持现有山水格局，修复部分破损河岸。 

北部康养段——设计标准 20 年一遇，功能活动空间与阶段性水位相适应，

永久设施设计于超标洪水之上。局部硬质河道恢复生态岸坡，周边用地以农业、

林地草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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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农旅段——设计标准 20 年一遇，功能活动空间与阶段性水位相适应，

永久设施设计于超标洪水之上。局部硬质河道恢复生态岸坡，周边以农业、林地

草地为主，部分绿地可建设城市公园。 

中部城市段——白水桥以南 50 年一遇设计标准，功能活动空间与阶段性水

位相适应，永久设施设计于超标洪水之上。部分绿地可建设为城市公园，保护农

田景观，防止未来在城市建设中被侵占。 

南部滨海段——50 年一遇，功能活动空间与阶段性水位相适应，永久设施

设计于超标洪水之上。部分绿地可建设为城市公园，对红树林栖息地进行保护，

修复盐田生态系统。 

5.6. 协同发展关联产业 

北部生态段-生态田园休闲——依托山水资源优势，突出热带高效农业特色，

发展生态观光、研学游乐、户外运动，山水娱乐、田园度假等，发展个性化生态

休闲娱乐项目。 

北部康养段-特色旅游康养——以乡村生态康养和黎族民俗体验为特色，发

展慢病疗养、户外养生、健康管理、康养民俗体验等，配套康养休闲消费。丰富

旅游消费业态。 

中部农旅段-都市农业体验——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打造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打造多彩现代田园景观，提升经济作物观赏性。参考国外先进案例，引入农业+

美食场景化体验业态，打造美食体验综合体。 

中部城市段-城市文创服务——服务三亚旅游客群和城市居民，发展具有生

态特色的滨水生态办公、城市休闲商业、文体娱乐等，打造高品质城市商业文创

中心。 

南部滨海段-活力研学旅游——依托红树林和盐田，发展科普观光、研学教

育、手工体验、亲子娱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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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关联产业分段策略图 

5.7. 重点区域规划功能分区 

根据大茅水流域五段文旅特色项目的特色空间类型，将设计范围分为五大分

区，由南至北分别为南部滨海区、中部城市区、中部农旅区、北部康养区、北部

生态区，五大区分别有林田共栖、城市阳台、多彩农场、康养花园和休闲山谷等

重要节点，代表了滨海红树林盐田、城市河道修复岸线、农业观光体验、康养度

假与山林休闲空间等“田水路林村”全要素的治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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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分段及节点规划图 

5.8. 服务设施规划设计 

公园服务设施是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规划按照节点为基础进行设施分布，

分别布置询问、住宿、卫生间、售卖、管理、餐饮、科普、标识、停车场以及自

行车站点十类服务设施，为游客、市民营造良好体验，提供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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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服务设施规划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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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施路径与项目保障 

6.1 重点实施项目库 

统筹大茅水流域实施，将流域治理、产业导入、生态修复和土地整理等方面

的工作形成重点实施项目库，并按照资金投入方式将其项目分为生态环保项目、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关联产业项目。 

重点实施 12 个生态环保项目、8 个自然资源开发项目、7 个关联产业组团项

目。 

 

图 6-1 重点实施项目库分布图 

6.2 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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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益性项目为载体，促进土地溢价，并通过土地整理后的指标出让和耕地

指标交易等方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同时引进社会资本与国企成立项目公司，经

营关联产业项目,并通过建设田园综合体等项目争取国家专项补贴。通过税收反

哺政府在公益性项目上的投资。在流域治理范围内力争实现项目整体收益与成本

平衡，减少政府资金投入。 

 

图 6-2 经济可行性流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