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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城产融合发展示范区（梅州）中心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草案）》主要内容  

一、规划背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强化国土空间

优化发展保障机制。《支持梅州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加快振兴发展

总体方案》（简称《梅州方案》）明确梅州要打造苏区融湾先行区、苏

区融湾门户城市和粤北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经省政府同意，梅州市

正推动建设广东省城产融合发展示范区。 

二、规划目标 

城产融合是指依托城市服务基础带动产业发展，再由产业发展带

动城市振兴，以此推动城市与产业功能相互融合、空间整合，形成“以

城兴产，以产促城，城产融合”的互动发展。规划致力于将城产融合

发展示范区打造成为梅州综合服务中心、经济发展引擎和“世界客都”

文化展示窗口，助力梅州打造苏区融湾先行区、苏区融湾门户城市和

粤北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 

三、规划理念 

（一）规划核心理念：“星火相传、融湾入海，世界客都、城产

融合”。星火相传是弘扬苏区精神，融湾入海是发展方向，世界客都

是目标定位，城产融合是规划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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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彰显策略：梅州是全国唯一的既是全域苏区又是全域

客家县的地级市，是足球之乡、中国足球名城。规划将突出地域文化

特色打造，用建筑元素体现客家文化特色，用雕塑小品传承红色文化

精神，用公共空间激发足球文化活力。 

（三）绿色发展策略：延续梅州城区城市发展脉络和“山水城”

“玉带环腰”的山水格局，通过中轴线将剑英湖、客都广场、公共绿

地、清凉山森林体育公园串联形成天然生态绿廊，结合慢行系统的规

划建设，打造现代、高端、生态的城产融合示范区。 

四、规划范围与空间结构 

规划范围北起剑英公园、南至小密水库，西至梅江和梅州机场、

东至金燕大道，总面积 18.31 平方公里。 

图 1：梅州市城区中轴线规划研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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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规划范围示意图 

按照《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提出的打造剑

英湖城市会客厅、绿轴商务办公带和城产融合总部经济区的定位，通

过延续城市传统轴线形成南中轴线，将“北城南产”两个区域打通、

串联，形成“一个城市客厅、三个城市门户、多个产业发展组团”的

空间结构，构建从“北城南产”到“城产互融”的空间发展新格局。 

草
案
公
示

草
案
公
示草

案
公
示

草
案
公
示 草

案
公
示草

案
公
示



4 

图 3：规划空间结构示意图 

五、发展规模 

至 2035 年，区域规划人口规模约 18 万（其中居住人口约 7 万，

流动人口及就业人口约 11 万）；城镇建设用地约 13.11 平方公里。 

六、产业发展 

环清凉山布局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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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以及生产性服务、旅游服务、体育服务等服务业。结合足球

公共空间、清凉山森林体育公园等布局体育装备制造产业，形成特色

体育产业集聚区。 

七、用地布局 

本规划落实《梅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要求，

加强政务服务、文化体育、会展等公共设施建设，增加产业用地供应，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规划总面积 18.31 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建设用

地约 13.11 平方公里。规划产业用地，包括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

392.64 公顷，约占 29.93%；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65.09 公

顷，约占 4.96%；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158.77 公顷，约占 12.10%；

蓝绿空间：684.76 公顷（包括城市绿地、水域、农林用地、山地文旅

体育用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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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城产融合土地利用规划图 

八、道路交通 

本规划延续上位规划指引要求，根据功能定位与现状情况，建立

促进城、产要素便捷流通的通道，规划道路等级分为主干道、次干道、

支路三个道路等级。对外交通联系通过主干道路网衔接，片区内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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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由基础性道路网承担。 

规划贯通南北城市主、次干路，推动剑英公园大道、学富路、侨

乡路和伯聪路等 4 条城市道路南延，改造拓宽国道 G206、金燕大道、

泮坑大道，谋划建设新城大道，新增和改造 7 处道路立体交叉口。 

图 5：城产融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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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南中轴线规划构思 

保护传承中轴线文化是城市文化自信的象征；城市中轴线既是城

市历史发展的脉络，也是城市空间拓展的脊梁，各大城市以中轴线塑

造为抓手，开展中轴线沿线综合整治、空间组织或是推动城市更新。

本规划延伸梅州城区传统中轴线，将各种政策利好、资金和资源聚集

在轴线特别是“城市客厅”上，将强化中心功能集聚，充分发掘其带

动城市发展、激发城市活力等价值，最大化赋能梅州城市高质量发展。 

南中轴线北起规划“梅州红塔”（剑英公园内），经城市展览馆、

科技馆、客都广场、规划会展中心、规划市民中心、规划全民健身中

心、规划公共绿地（足球活动空间）和清凉山森林体育公园，至状元

顶收口，全长约 4.5 公里。其中，客都大道以北主要将现状绿轴花园

广场围绕“文化性、互动性、可达性”等方面进行改造提升，将红色

文化+客家文化+其他元素导入公园绿地，将其打造成为可观景、可锻

炼、可遛娃、可社交的“客都广场”。铁路以南主要打造约 8 万平方

米的公共绿地，用于社会足球、群众体育及休闲活动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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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梅州“城市客厅”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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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市客厅功能布局 

打造城市客厅，完善城市功能。将城市客厅区域建设成为梅州城

区综合服务核芯、梅州特色文化展示窗口。重点布局客都广场、休闲

场所等公共开敞空间，以及市民中心、体育场馆、会展中心、五星级

酒店、全域旅游服务中心、城市商业综合体等公共设施，打造城市地

标，引导文化展示、科创研发、商务服务、夜间经济等高端要素向城

市客厅集聚。 

图 7：梅州“城市客厅”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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