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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南海之眼”
是聚焦过去

还是看见未来？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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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灯湖的传奇历史，最早

可追溯到1999年。而后，南

海人坚持20余年绘一张蓝图，

千灯湖片区以“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的速度蜕变。

在今年南海区两会上，区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全面增

强城市发展能级，加快构建‘一

轴一核两带’城市空间格局，千

灯湖城市中轴要重点推进千灯

湖片区北延东拓”。南海艺术

中心项目就是其中重要节点项

目，选址在原“南海之眼”地块，

即大沥镇河西沿江片区。

在南海区委区政府大力推

动下，今年以来，南海已经开展

了片区的综合规划设计工作，

对产业发展、城市景观、建筑形

态、地下空间、道路交通、岸线

建设等专业课题进行深化研

究。同时，南海艺术中心片区

景观设计国际竞赛和场馆设计

国际竞赛相继召开，3个景观

设计方案和5个场馆设计方案

脱颖而出。

续写千灯湖传奇，“南海之

眼”如何全速奔跑？论坛上，与

会观众提问环节再次碰撞出新

的火花。他们先后抛出“千灯

湖片区百米高层办公楼的充分

利用问题”“南海艺术中心片区

建筑的定位和业态”“城市景观

设计如何与周边自然环境相结

合”等话题，专家、学者一一给

予回应。干货满满的互动让与

会人员对“南海之眼”的理解更

加具象。

田新臣认为，千灯湖传奇

是20年沉淀出来的文化气质，

不仅体现在建筑、景观、艺术系

统，还体现在特色文化上。他建

议南海艺术中心片区的演艺中

心，一定要展现地方特色文化。

“城市规划和发展要避免

千城一面、千城一律，要融合历

文化和创新元素。”世界华人建

筑师协会理事、悉地国际集团

总建筑师朱翌友抛出自己的观

点。他建议，“南海之眼”要将

多元性和功能符合性的配置建

立起来，坚持资源的持续创新，

将历史文化与创新在建设中呈

现出来。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

国勘察设计协会专家林毅从

“统筹力”上建议，“南海之眼”

要设立专门的统筹决策团队，

对方案的规划、设计、建设实施

总体统筹，这样更有利于项目

的推进与发展。另外，从以往

的经验来看，“南海之眼”三大

场馆的规划创新是有难度的，

把优秀的设计和优秀的景观与

资源做到真正的落实与落地，

任重而道远。

“南海艺术中心片区对标

上海徐汇滨江、广州珠江新城、

深圳前海，将引领千灯湖水轴

建设及千灯湖中心功能北延段

建设开发，自南向北分别串联

金融A区、D区及其北延拓展

区、广佛商贸城和创智岛。”南

海区政府党组成员、区重点平

台建设指挥部执行总指挥黄文

富表示，南海区政府专门成立

重点平台建设指挥部来统筹推

进千灯湖北拓，未来，南海艺术

中心片区将续写灯湖传奇，再

造璀璨明珠，实现南海美好的

城市梦想。

与此同时，南海已正式发

布“南海之眼”方案群众意见征

集渠道，最后会综合社会各层

面的意见，形成一个最终方案，

把“南海之眼”建成一个璀璨明

珠，塑造未来城市发展的南北

向商业文化长廊，给市民提供

一个安居乐业的城市新地标。

“南海之眼”如何续写千灯湖传奇？
专家学者为南海艺术中心片区建设出谋划策

“人民群众喜欢什么，这里

就应该发生什么。”

“千灯湖传奇是20年沉淀

出来的文化气质，不仅体现在建

筑、景观、艺术系统，还体现在特

色文化上。”

“城市规划和发展要避免千

城一面、千城一律，要把历史文

化和创新元素融合。”

………

5月21日，一场以“续写灯

湖传奇，再造璀璨明珠”为主题

的南海艺术中心片区（又称“南

海之眼”）规划建设论坛在南海

千灯湖创投小镇掀起讨论热浪。

8位来自全国各地建筑、规

划、交通、水利、景观、产业等领

域的专家、学者与南海区委区政

府相关领导、相关职能部门主要

负责人齐聚一堂畅所欲言，专家

学者富有新意的观点都是满满

“干货”，让与会人员颇有“看见

南海之眼美好未来”的感慨。

城市规划引领城市发展，无论是

上海徐汇滨江、江苏苏州中心，还是

广州珠江新城、深圳前海，都用日新

月异的速度和成效证明了“规划先

行”对于城市发展的意义。

20年前，千灯湖从一片桑基鱼

塘，完成了“中轴水系”“价值高地”的

蝶变。作为南海未来的新地标，透过

“南海之眼”是聚焦过去还是看见未

来？这引发了专家、学者们讨论。

“人民群众喜欢什么，这里就应

该发生什么。”在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

长王世福看来，南海艺术中心片区

作为千灯湖的北拓，不是简单复制

千灯湖，应该包含大量的智慧，要结

合未来主义与高新科技的考量，营

造人民群众喜好的城市中心。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规划师、高级工程师田

新臣则认为，作为一个全新物理空

间，南海艺术中心片区要着眼于未

来的需求，用新理念、新技术，在满

足于生活空间供给的同时，更将保

证精神层次的满足，打造充满智慧、

人文，传承与创新、功能与艺术兼备

的休闲生态圈，丰富城市内涵。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理事、广东园

林学会副秘书长李敏认为，南海拥有

非常丰富的景观意象，山水相依，加

上南海之名始于2000多年前，有深

厚的历史及人文底蕴，这些因素成为

打造未来之城的底气。目前，贵州有

“中国天眼”，那是面向宇宙的。“南海

之眼”，则是一只“天眼”，透过它，可

以看到未来的方向、趋势，通过“南海

之眼”看到未来的城市形象。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省第三

产业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杨望成则

表示，对于南海的城市建设来说，南

海艺术中心片区项目的落地，对于城

市的提升具有战略性意义。因此，

“南海之眼”展现的是岭南历史文化

还是创新发展，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展示历史文化是有必要的，但地方特

色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

整体看来，“南海之眼”的发展更需要

的是创新，需要让人们看到南海未来

发展的趋势。

凭借广佛同城带来的地利

之便，千灯湖片区两侧的高楼

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现代服务

业、高新产业纷至沓来，迅速聚

集这座城市最高端的人才和产

业形态，成为一张响亮的城市

名片。

而作为千灯湖中轴线北

延、城市中心北延提质发展、文

化体育过河的“南海之眼”，如

何引领大湾区产城人新生活？

专家、学者们畅所欲言。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

学院副院长刘丙军认为，南海

艺术中心片区可以在水这个载

体上多做文章。在城市建设

中，水的要素和土地的要素是

同等重要的，构建一个“一湖一

河一涌”的体系，既符合“国家

水网”的定义，也充分体现“以

水为载体设计城市”的理念。

刘丙军建议，南海艺术中

心片区可以放宽视野，融入大

湾区乃至整个广东省的生态环

境建设，让水生态环境建设的

整体性更强，尤其是在水文化

方面，要立足岭南水文化特色，

引入小桥流水的概念。同时，

如何赋予公共空间更重要的功

能属性，要从“南海之眼”相关

特色的角度去界定。

杨望成则从产业形态层面

上分析，佛山很多公司对写字

楼的需求偏低，但未来需要关

注的是“创二代”群体的偏好。

就目前来看，年轻人对高楼办

公环境越来越向往。因此，长

远来看“南海之眼”的定位，要

从未来产城人的需求考量。

一直深耕交通领域的佛山

科学技术学院交通规划研究所

所长曾小明认为，交通对消费

者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而如何组织动静态交通值得

考量。打开“南海之眼”中的

“眼”，首先要保证大量的微循

环系统。其次，要尽可能打造

立体交通，充分利用地下空

间，尽量保证地面的整洁面

貌。另外，长廊、湖水、运动场

馆等要给市民提供充分的

“坐、立、看”空间，打造良好的

慢行系统空间。

“很多政府把公共空间当

做一个免费消费的场所，这是

不产生商业价值的。”李敏一连

几个“反问”说，“南海之眼”能

否衍生为市民的娱乐场所？能

否打造精品的花卉、花艺的展

厅？能否给市民提供水上活

动？地上与地下是否能够有联

动性经营？这些都值得有创造

性的设想，这也是引领大湾区

产城人新生活很重要的节点。

王世福颇为赞同李敏的

“创造性设想”。他认为，改革

开放40多年来，南海工业化发

展取得了成就，但城市面貌还

有待提高。“景观有没有水？”

“建筑有没有水？”“人能不能直

接碰到水？”“人能不能泡到水

里去？”从这些问题上看，处理

好城和水的关系，是“南海之

眼”应该规划设计的方向。目

前，国内还没有符合多项标准

的人工湖，如果南海能够做出

特色，在全国范围内更具有创

新性。

“南海之眼”如何引领
大湾区产城人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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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戴欢婷

实习生黄洁

通讯员何汝莦

“南海之眼”的发展

更需要的是创新，需要让

人们看到南海未来发展

的趋势。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广东省第三产业研究会

常务副秘书长杨望成

人民群众喜欢什么，这里

就应该发生什么。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理事、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学院副院长王世福

“南海之眼”是一只“天

眼”，透过它，可以看到未

来的方向、趋势，看到未

来的城市形象。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理事、广东园林学会副秘

书长李敏

“南海之眼”要设立专门

的统筹决策团队，对方案

的规划、设计、建设实施

总体统筹，这样更有利于

项目的推进与发展。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专

家林毅

在城市建设中，水的要素

和土地的要素是同等重

要的。南海艺术中心片

区可以在水这个载体上

多做文章。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

与规划学院副院长刘丙军

交通对消费者来讲是一

个很关键的问题。要给

市民提供充分的“坐、立、

看”空间，打造良好的慢

行系统空间。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曾

小明

城市规划和发展要避免千

城一面、千城一律，要融合

历史文化和创新元素。

——世界华人建筑师协

会理事、悉地国际集团总

建筑师朱翌友

南海艺术中心片区要着

眼于未来的需求，用新理

念、新技术，在满足于生

活空间供给的同时，更将

保证精神层次的满足。

——苏州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规

划师、高级工程师田新臣

■5月21日，南海艺术中心片区规划建设论坛举行。

续写千灯湖传奇
“南海之眼”如何全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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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南海之眼”，专家各抒己见。

■论坛互动环节，嘉宾向台上专家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