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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
建议（第 20220179 号）的答复

尊敬的各位政协委员（安琪、王欣、陶玉斌、刘龙胜、赵晓华）：

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关于提高城市空间治

理能力营造福田区首善环境城区示范的建议》（第 20220179 号）

已收悉，我局高度重视，与各会办单位进行了研究，现将办理情

况答复如下：

一、关于“优化蓝绿生态空间布局，强化网络化连通”的落

实情况

构建生态健康、功能复合、互联互通的城市绿色休闲空间和

公园集群对提高福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着积极意义。区规自

部门计划开展福田区“山海连城计划”规划编制，将依托辖区

“一屏一带三廊”的生态格局，完善主要廊道，增补次级廊道，

构建完善连通的生态网络体系。

区城管部门将构建山、海、林、城一体化都市生态游憩网同

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一是推进“梅林山—银湖山生态桥项目”，

计划采用上承式拱桥的生态连接方式推进，选址梅观路两侧山体

之间最合理的位置，避开地铁和高压走廊，联通两侧现有步道，

打通塘朗山和银湖山生态断点，努力做到最小生态干扰，目前已

完成生态调研、征求意见、项目建议书编制、项目立项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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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建设“竹子林生态通廊建设工程（一期）项目”，利用现有

公园路网，完善公共空间及公园链接断点，打造开放融合公园游

憩网络，以塘朗山为核心连接安托山公园桥梁及周边生态恢复，

计划开展跨白石路人行天桥工程建设，连接人才园和海滨生态体

育公园。地面工程则通过增加休憩节点、标示标牌、城市家具等

设施，完善慢行系统，以最短的距离串珠成链，构建优质灵动的

生态系统，目前已完成项目建议书编制、征求意见等工作；三是

规划“福田区 20 公里远足郊野径建设项目”，包括新增规划建

设梅林山段远足郊野径 17 公里和银湖山段远足郊野径 3 公里，

将采用土坎、砌石阶梯、导流横木、土木阶梯等“自然无痕”工

法推进远足郊野径建设，探索以手作方式打造连接生活空间与生

态空间的“生态步道”，实现“以纯绿色生态的方式联通”，目

前已开展对梅林山、银湖山规划路线复勘等工作。按照“可达、

可行、可游”的原则详细分类研究今年的实施路线，于 7 月份开

展福田区郊野径实施志愿者征集相关活动。此外，考虑到生态桥

与手作步道最终为市民所用，项目将优先利用廊桥、手作步道周

边现状配套服务设施，以契合市民多元需求、精细化、人性化建

设标准为纲，沿途设置入口服务点、休憩点，放置自动售卖机等

便民服务设施，提升市民的游览体验。同时倡导无障碍设计，强

化生态廊道与城市公共交通、慢行系统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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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谋划空间治理专项行动，实施差异化管控”的落

实情况

福田区持续深化中心城区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

入到各街道绩效考核当中，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的作用，推

进辖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迈上新台阶，并根据空间结构、地理位

置、生态环境要素等不同，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管控。

一是福田区以打造“零碳示范区”为总目标，争取在全国率

先实现碳达峰。福田区以“三大新引擎”作为重点，在建筑密集

区域纳入近零碳规划要素，开展近零碳建设规划和研究工作，并

在辖区工业园区、公共建筑、校园等重点区域开展近零碳试点建

设。2021 年，全区 6 个项目入选深圳市首批近零碳排放区试点

项目名单，数量居全市第一；2022 年 6 月，在全市率先启动河

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红岭教育集团高中部、深圳会展中心等

18 家近零碳排放试点创建培育项目；2022 年 8 月，福田区成功

入选全国首批气候投融资试点名单，探索引进境外资金支持我国

气候项目，倾力打造可持续金融全球窗口，树立超大型城市中心

区碳中和标杆。

二是因地制宜构建差异化生物多样性策略，各街道多点开

花，齐头并进。沙头街道毗邻以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为核心的南部

滨海湿地生态区，守护重要的鸟类栖息地及国际候鸟迁徙通道；

以梅林水库仙湖苏铁保护小区为核心的北部岭南自然山林生态

区，利用自然绿道串联安托山—梅林山—笔架山，形成贯通梅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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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蜜湖、华富三大街道的多层次绿色生态走廊；辐射莲花、园岭、

华富、华强北及福田等街道的环中心公园活力圈，以中心公园、

莲花山公园、笔架山公园等生态公园为生态源区，以水蕨等国家

重点保护植物为节点，构建生态廊道，重塑福田河活力景观带；

福保、福田、南园等街道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为核心打造

鸟类友好园区，为深圳市探索构建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提供先行

示范经验。

三是探索开展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改革工作，2022 年，

先行选取河套片区和梅林街道为试点，其中在河套片区率先探索

区域环评与“双碳”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深度融合，先行先

试将碳达峰、碳中和领域事项以及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河套片区

鸟类保护研究等纳入区域空间生态环境管控体系；在梅林街道创

新提出环境目标与第三产业针对性管理要求。特别是，针对餐饮

违规选址现象频发的突出问题，将编制餐饮服务项目经营场所禁

止选址清单并向社会公开发布，作为餐饮业有序开办的重要依

据，有效遏制餐饮业无序开办问题；2023 年，待试点成果顺利

验收后将在辖区剩余片区全面铺开区域环评工作，积极探索可复

制可推广的区域环评“福田模式”。

三、关于“推进生态修复试点工程，促进系统性治理”的落

实情况

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保护生态屏障，构建

生态网络，区规自部门已开展《福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本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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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摸清辖区生态家底，掌握修复空间范围，为后续科学

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推进重要生态修复项目工程实施提供决策基

础，以生态修复促进绿色高质量发展。

区政府已编制《福田区生态环境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2025 年）》，明确提出对梅林水库库周进行生态修复，

将梅林水库右岸交通道库尾改造为林地过滤带，局部边坡较陡或

有塌方形成地段进行整治。实施福田河中上游段生态修复示范工

程，采用梯级生态阻控技术控制福田河上游面源污染，构建顶级

生物群落与滤食性水生动物种群，引导生态景观恢复与重建。建

立河道生态长效补水机制，利用天然基流、水库、水质净化厂尾

水等补水来源，保证河流生态基流。建设美丽生态河湖，打造河

畅水清、鱼翔浅底、鸟栖水岸的“量—质—生态”三位一体健康

水生态，提升河湖自净能力。

此外，福田红树林国家重要湿地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即将全线

开展，该项目将结合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的实际情况，在避风塘、

5 号鱼塘及凤塘河北部淡水塘等区域，分别进行生境改造，解决

凤塘河以东的区域生境单一、芦苇疯长、潮沟淤积等问题，进一

步改善水鸟生境。修复项目完成后，将达到保护区 1-6 号鱼塘“集

中连片、功能分区、管理分区”的效果，鸟类栖息地生境质量不

断优化，生态效益将显著提高。

四、下一步计划

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提高城市空间治理能力，营造福田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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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环境城区示范。一是积极推动“山海连城计划”规划编制，组

织相关部门开展具体建设行动；二是以“碳路先锋”引领绿色共

建，探索“双碳”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深度融合，打造“近零

碳示范区”和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区典范；三是持续推进生态修复

工程，组织推动一批有亮点、能示范的重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工

程落地实施。主动扛起“首善环境”担当，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

更多“福田经验”、“福田模式”。

市生态环境局福田管理局

2022 年 9 月 1 日

（联系人：吴珠璇、黄继业，82918943、13613019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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