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刘晶

如果用一个动词来形容深圳，很
多人给出的答案是“创新”；如果用一
个名词来形容深圳市，很多人给出的答
案是“活力”；如果用一种颜色来形容深
圳市，很多人给出的答案是“绿色”。

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深圳市在
经过了短短几十年的蜕变和重建后为
自己树立了一张独具“深圳印象”特色
的绿色名片，在蓝天碧海的环境氛围
中，深圳市民享受着一份难得的惬意
和悠然。绿道建设则是这绿色名片中
的最亮点。

绿道建设成果显著，慢行
系统形成网络

2010 年以来，在广东省委、省政
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广东省住房建设
厅的统筹指导下，深圳市追求“好”、力
争“快”、坚持“特”、突出“新”、立足

“干”，全力以赴推进绿道网建设，实现
了“一年基本建成，两年全部到位，三
年成熟完善”的目标。通过绿道网的
建设为市民生活增添了很多绿色，并
将城市的绿色出行系统连接成网，形
成统一连贯的格局。

绿道建设不仅是一项城市民心工
程，更是涉及到城市整体规划的市政
工程。在规划中，深圳市率先提出构
建“省立绿道－城市绿道－社区绿道”
三级绿道网，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推
广，高水准规划了各具特色的两条省
立绿道和 25条城市绿道。

目前，深圳市共建成绿道 2210 公
里，实现全市平均每 1 平方公里面积
有 1 公里绿道的目标，利用绿道开展
各类活动 1200 余次，绿道使用人次近
5000 万，绿色出行带动碳减排 23.9 万
吨。享用绿道已成为深圳市民全新的
生活方式。

在绿道建设的规划设计中，深圳
市特别考虑到城际绿道的功能。城际
绿道不仅是城市的绿色屏障，也为城
际交流增添了独具风情的徒步线路，
让城市之间的距离缩短，让人与人之
间的隔阂消除。

绿道建设特色突出，实用
观赏两不误

按照绿道周边的自然景观进行分
类，深圳城市绿道可分别海滨型、滨河
型、山林型、公园型和都市型等 5 种类
型。深圳市的绿道建设旨在通过构建一
道绿色景观线，增强城市的厚重感，彰显
城市的青春活力。

绿道依托自然山体、城市公园、街头
绿地、滨水绿带等现有绿化基础，采用复
层绿化模式和垂直绿化技术，形成色彩
层 次 丰 富 、景 观 自 然 和 谐 的 绿 道 绿 化
带。对于原先没有绿化或者绿化质量较
差的路段，按照“生态化、多样化、本土
化”的原则，同步进行补绿和绿化提升，
最大限度地保护原有植被，本土树种占
绿化植被总类的 72.8%，为绿道建设勾
勒了可持续发展的环保形态，让绿道建
设起到锦上添花的效果。

深圳市的城市绿道覆盖全市 10 区，
各区都充分挖掘和发挥自身独特的地域
资源和人文特点，建成特色各异的城市
绿道。人文气息的加入为绿道构建了更
加丰富的整体形象，凸显了各区的特色，
形成了个性与共性统一的和谐局面。

为了更好保证绿道的质量和可持续
使用，营造一种快速城市喧嚣环境之下
的慢性休闲氛围，深圳市在绿道材质的
选择上也进行了一番细致的考量。结合
周边环境和建筑物特征，绿道的路面材
质选用透水沥青、透水砖、沙石或防腐木
等环保材料。路面色彩采用不同颜色，
力求与周边景致协调，使绿道多姿多彩，
步移景异，同时具有实用性和观赏性。

深圳市绿道的最大特色就是充分利
用本地资源，进行优化升级后旧貌换新
颜。为了深入贯彻环保低碳理念，深圳
市绿道驿站大部分利用废旧集装箱拼装
而成，内设环保厕所，并尽量采用风光互
补的方式发电，体现了绿色、低碳、环保
的理念。驿站周边绿化选用野生的本土
树种和特色景观树种进行搭配，充分体
现了生态化和景观化的和谐统一。

深圳城市绿道沿线的景观建设，达
到了一段一景、四季有花的景观效果。
在植被绿化方面，海滨型城市绿道以保

护海滨原生生态系统为原则，保留原生
态植被，展现出深圳特有的滨海风光；滨
河型绿道保留自然水系植物，尽可能恢
复河岸景观，巧妙运用水生生物，打造滨
河特色风情；山林型绿道保护山林原有
植物群落，摈弃外来物种，展现山林景观
特色；公园型、都市型绿道肩负慢行系统
功能，从市民感官出发，辅以人工植被，
打造色彩丰富、自然和谐的绿化景观。

深圳市目前人气最旺的绿道——深
圳湾公园绿道是一个集休闲、健身运动、
观光旅游、体验自然等功能为一体的绿
色海滨长廊。公园热带植物密布，百鸟啼
鸣，其间散布着坐凳、亭阁、石板路、观景平
台；公园绿道沿海湾修建，不时可以看到白
鹭在海面上轻轻掠过，不同特色的路段将
公园分成了许多各具特性的主题小园。来
自南山社区的刘大妈对记者感慨地说：

“我经常带孙子到这里来玩，小孩子可以
放风筝，我们老人就在海边散散步，呼吸

一下新鲜空气，感觉特别舒服。”
和深圳湾绿道有异曲同工之妙的盐

田海滨栈道也是深圳人气最旺的旅游地
之一。栈道位于深圳东海岸，碧海蓝天
之下，热带植物环绕海岸，加上豪华高档
的观海酒店和壮观的航母衬托，让人感
觉似乎置身于天堂。栈道依山傍水，充
满滨海风情，这里配套了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让市民能够在海边尽情休闲游
乐。来自盐田的李先生对记者说，“行走
在蜿蜒曲折的海滨栈道上，看着海水拍
打在巨大礁石上，形成一朵朵浪花，的确
是一种享受。”

绿道建设制度严谨，运维
形成长效机制

深圳市绿道建设的顺利开展不仅仅
是一项为民谋福祉的善举，更是一次为
增添环保元素的大胆尝试。为了保证绿
道建设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深圳市专门
成立了绿道网规划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为绿道建设和维护提供了最有力的政策

支撑。领导小组由深圳市市长许勤任组
长，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副市长张文任副
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深圳市人居
环境委员会，统筹绿道网规划建设工作；
各区政府、新区管委会、各职能部门为小
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群策群力推进全
市绿道网规划建设工作。

绿道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这就需
要各方力量的全力配合。在资金投入方
面，深圳市财政委按投资计划和工程进
度及时拨付款项，3 年来共投入 21 亿元
用于绿道建设。

深圳市积极探索绿道运营维护的长
效机制，制定了省立绿道管养维护运营
方案，并按照《深圳市绿道管理办法》，城
市绿道和社区绿道的绿化、环卫、安保、
咨询以及日常维护由各区财政出资，以
市场化竞标方式选择具有园林绿化资质
的企业承担管理任务。截至 2012 年年
底，全市用于绿道管养维护的经费达到
872 万 元 。 对 于 一 个 环 境 专 项 项 目 而
言，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数额。

绿道建设经过 3 年的发展周期，取
得了很多显而易见的成果，但要保证项
目 顺 利 完 成 ，还 有 一 系 列 问 题 需 要 思
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绿道
建设不应只是一个短期作为，更应成为
一种长期的、能够成为经典案例的、并被
纳入政策性考量的常态化工程。

为发挥绿道的功能价值，促进绿道
的可持续利用，深圳市加快制定绿道管
理、维护、运营政策法规，形成长效运管
机制。比如，深圳市在广东省率先开展
绿道立法工作，编制《深圳市绿道管理办
法》经市政府审议通过，于 2012 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为绿道管理提供法制保障；
制定实施《深圳市城市和社区绿道规划
建设指引》和《绿道连接线建设与道路交
叉路段建设技术指引》，对城市绿道和社
区绿道的建设进行指导；出台《深圳市区

域绿道管养维护运营方案》、《深圳市绿
道管养维护技术指引》和《深圳市区域绿
道管养维护考评细则》，为绿道管运奠定
基础并提供指引；对于基本生态控制线
外的省立绿道，划定了绿道控制区，按照

《深圳市区域绿道控制区保护和管理规
定》实施管理和保护；制定实施《深圳市
绿道网功能定位及开发策划方案》，分
区、分段进行功能定位，就各绿道不同特
点提出特征性开发方案，提高绿道使用
率。这些政策性的正式公文可以说是绿
道建设、管理、维护的护身符，也为绿道
的后续升级改造埋下伏笔。

要维护绿道的建设成果，单纯依靠
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让政府、
企业、市民形成合力，各司其职，才能够
保证绿道建设真正成为全社会的“特保
儿”。作为社会公益性项目，深圳市的绿
道建设以政府投资为主，鼓励企业、社会
团体或个人捐助资金，认建、认养绿道，
形成全社会共建共管的局面。

深圳市人居环境委、深圳市城管局、
龙岗区城管局、宝安区城管局等 4 个部
门先后发布了《关于吸引社会资金参与

绿道建设管理运营的通知》，对出资参与
绿道建设管理运营的企业法人及社会团
体相应优惠政策。龙岗区在绿道公共自
行车服务系统建设上一次性引入社会资
金 6000 万元，一期已建成 200 个服务点，
投放 8000 辆自行车，全区慢行网络基本
形成。大鹏新区溪涌示范段共吸引社会
投资 1200 万元，建设绿道长 2.8 公里，集
林科道、防火道、景观道、登山道、护林
道、救援道于一体，可谓“六道合一”。绿
道的管理和建设得到了全社会的全力支
持，拥有了强大的后盾，一种全民环保的
精神也正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

绿道建设影响广泛 ，全方
位宣传形成品牌效应

深圳市从提高绿道使用率和增加群
众满意度出发，出台了《深圳市绿道网功

能定位及开发策划方案》，对绿道主题
定位、建设目标以及开发、运营、管理
进行了明确，通过挖掘自然和历史文
化资源、创造慢行空间，组织游憩活动
等，按照“各区特色精华化，各线分段
主题化”的原则，精心挑选推出了 14
个绿道品牌段。这些品牌绿道功能完
善，活动多样化，分别包含了海滨、特
色旅游、体育健身和休闲运动、科普教
育、历史展示等元素，已然成为深圳绿
道 的 标 杆 ，带 动 了 全 市 绿 道 网 物 尽
其用。

为了让广大市民了解绿道、支持
绿道、使用绿道、享受绿道，深圳市通
过电视、报纸、网站、移动媒体等多种
宣传媒介，以立体与平面结合的方式，
广泛开展绿道宣传推广活动。通过拍
摄《绿道，让生活更美好》、《休闲行绿
道？低碳护家园》、《绿动脉，悦生活》
和《绿动脉，心纽带》等 4 部专题片或
公益广告，制作全市及各区绿道专题
地图，印制发放《深圳绿道使用手册》，
不断普及和推广绿道，展示深圳市绿
道建设成果。通过大力宣传推广，市
民对绿道的认知度和使用率不断提
高，绿道逐步成为市民休闲游憩、健身
娱乐的重要活动空间。

为充分发掘绿道的生态经济、旅
游休闲、文化体育、科普教育等功能效
益，引导更多市民走上绿道，深圳市各
级政府、相关单位举办了一系列丰富
多样、别开生面的绿道活动，呈现出政
府主导、媒体推动、全民参与的局面。
为了凸显绿道的品牌效应，深圳市打
造了黄金海岸旅游节、草根文化节、户
外定向越野挑战赛等绿道品牌活动共
9 项，并让活动形成主题化、制度化、
常规化，以培育和丰富绿道文化，引导
全社会践行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健
康生活方式。

3 年来，在绿道上开展的活动多
达 1200 余 次 。 其 中 在 绿 道“ 基 本 建
成”的 2010 年，主要以“千人万人行绿
道”、“车友骑行”等市民亲身体验活动
为主；在绿道“全部到位”的 2011 年，
各类活动逐渐与文化、生活、休闲相结
合，形成“新年行大运”、“迎大运·万人
踏青”、“百万市民绿道游·红色游”、

“百名老摄游绿道”等活动；到绿道“成
熟完善”的 2012 年，一些大型化、规模
化、制度化的活动如“凤凰山山地自行
车（全国）挑战赛”、“深圳（盐田）马拉
松赛”、“深圳湾绿道健美跑”、“自行车
嘉年华”等在绿道上全面铺开。

可以说，绿道建设这项工程承载
着政府对人民的承诺——为打造宜居
宜业城市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绿道
不仅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最佳选
择，也将成为培养市民环境意识，增强
市民归属感，促进市民邻里和谐的催
化剂。绿道建设既不是深圳市政府惠
民工程的开端，更不是结束，它只是深
圳市打造优美优质环境宏达乐章的一
个 音 符 ，一 首 优 美 的 乐 曲 仍 将 持 续
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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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绿道休闲·幸福鹏城”系列宣传活动中，
深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体验绿道骑行。

绿道出行·畅游山海 作者：彭华明

梅林坳绿道旁的集装箱驿站和公益宣传牌梅林坳绿道旁的集装箱驿站和公益宣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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