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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江阴城区的
公共开敞空间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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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大保护是一项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推动长江经济带稳定发展的国家战略。核心在于辩证地看待生态

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系统的认识流域内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聚焦矛盾，实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长江大保护行

动有助于滨江城市从生态环境修复的角度实现整体功能与空间格局的优化，为滨江城市用地的转型、空间功能的提升及公

共开敞空间布局提供机遇。

公共开敞空间是每个居民社会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场所，也是社会交流和文化沟通的平台，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公共开敞空间的品质愈来愈受到重视。长江大保护战略，强调流域内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秉承“把保护和修复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放在压倒性位置”原则，为滨江城市公共开敞空间的提质优化提供精神动力和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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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阴城区公共开敞空间现状

江阴是连接江苏南北的重要水陆交通枢纽，也是长江下

游集水、公、铁于一体，江、河、湖、海联运的重要交通

枢纽城市。生态环境基底优越，山水资源丰富，但是随着

工业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

长江沿线工业企业密布，生产岸线较长，工业园和化工

企业的分布，生产岸线存在极大污染隐患；同时长江两侧

缺少缓冲区建设，生态岸线的生态安全面临威胁；再则，

长江沿岸极少布局公共开敞空间，生活岸线极度缺乏。

部分河道水质恶化，滨岸带缺失，河流生态功能丧失，

水景观恶劣，部分河道存在黑臭等生态问题，较少布局公

共开敞空间，且现有的公共开敞空间品质不佳。

山体资源未充分利用，配套设施严重不足，未能建设成

为依托山体资源的公共开敞空间。

总体上，江阴城区缺少系统布局公共开敞空间，现状主

要以城市公园为主的点状公共开敞空间，丰富的山水资源

没充分利用，未形成系统的公共开敞空间格局。在“长江

大保护”背景下，保护与生态修复双管齐下，对现状公共

开敞空间进行优化提升，增加滨江、滨河、森林公园等公

共开敞空间，形成高品质、极具江阴特色的公共开敞空间

格局。

2　公共开敞空间品质优化

结合现状公共开敞空间存在主要问题，遵循“长江大保

护”战略，对公共开敞空间进行提质优化，统筹江阴城区

山、水资源，将山体资源、长江水系以及河道资源进行生

态修复，并提质优化，系统打造江阴城区的公共开敞空间

体系。主要有铸造生态滨江公共开敞空间、优化利用山体

风貌及构建绿色廊道三大措施。

2.1  强调保护和修复，铸造生态滨江公共开敞空间

推进江阴的长江大保护工作，首先要把长江生态保护和

修复放在首位。保育滨江湿地，严格保护水源地、湿地保

护小区；其次从长江岸线治理及生态修复着手，将生产岸

线、生态岸线、生活岸线进行分类修复。

2.1.1  铸就绿色安全生产岸线

江阴长江规划港口岸线23.4km，约占自然岸线总长的

67%。其中电厂、化工园区、危化品码头以及危化品储罐密

布，环境风险隐患突出。“长江大保护”战略实施以来，

滨江沿线通过淘汰落后产能，清退违规用地等措施收回被

占用土地；完善安全设施配套，消除安全隐患；再则提升

行业准入门槛，促进江阴长江生产岸线绿色安全可持续发

展。近几年工改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进一步促进落后产能

的淘汰及产业的提质创优及转型，多管齐下，确保绿色安

全生产岸线的铸就。

2.1.2  塑造绿色开敞生态岸线 

江阴东部长山、中部黄山以及西部利港西石桥与窑湾水

源地等生态岸线是长江重要的“呼吸”通道，原岸线开发

较少，岸线景观资源未充分利用。

通过生态保护与湿地保育，加强江滩及通江河流等重要

湿地保护和修复，构建沿江湿地保护网络体系，严格控制

建设用地占用沿江生态湿地，通过环境治理、生态保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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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逐步恢复林地、水域生态系统。

严格保护水源地。推进沿江取水口和排污口布局优化，

整治沿江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风险隐患，在限制开发区，注

重长江湿地生态系统维护、水质保护。深入实施集中式饮

水水源地专项整治，全面取缔集中式饮水水源地保护区内

的违法违规设施，加快推进水源地达标建设，健全完善应

急备用水源建设和运行维护管理。

优化沿江山体风貌，确保生态岸线水源涵养、湿地生态

系统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的完整性，打

造有机开敞的生态岸线。

2.1.3  培育功能多样生活岸线 

"黄田港口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宋代政治家王安

石曾经这样描写江阴的黄田港。伴随着公路与铁路运输的

快速发展，见证江阴城市发展的黄田港逐渐落寞，在“长

江大保护”的背景下，规划把沿江岸线和绿色空间还给市

民，以“时尚魅力、山水相融”为特色，分段打造繁荣的

城市外滩区、繁忙的港口物流产业区和生态的黄山公园绿

化区，形成多样性的滨水空间，展现现代、时尚、创新的

城市特色。

（1）打造魅力江阴文化岸线

依托黄山等山体背景，结合要塞森林公园、黄山湖公园

打造连绵4公里长，建设兼具文化魅力和绿色底蕴的江阴滨

江公园和历史文化长廊。展示历史底蕴，营造城市文化长

廊。该段岸线作为千百年来的江阴古渡口，留下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存。深挖历史遗存底蕴，营造文化场所精神，

通过各类文化设施和地标建筑的营造，全面保护和展示江

阴历史文脉。

主题公园导向，展示江阴文化风貌。自西向东建设黄

图2-2  沿江主题公园建成效果

图2-1  沿江主题公园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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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港公园、锡澄运河公园、韭菜港公园、鲥鱼港公园、船

厂园五大主题公园。坚持特色营造，将滨江地区的造船文

化、植物文化、鲥鱼文化、渡口文化等融入公园建设，提

升主题韵味。整治滨江岸线景观，高品质实施绿地建设，

实现自然与文化交融、历史与现代辉映，全面凸显江阴长

江文化的景观魅力。 

（2）打造科技兴城科创岸线

全面整治提升利港工业区和高新区的滨水岸线，逐步引

导污染严重、产出低下、影响城市形象的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腾退，注入文化创意，营造高品质滨江科创岸线。强化

岸线与周边园区的道路联系，为周边产业园区提供休憩、

交流、展示于一体的滨江科技空间。

（3）打造美丽滨江天际线

高度重视城市滨江天际线，塑造具有江阴自身特点的、

连续的、特色化的滨江界面和天际线，展示江阴绿色发展

的新风貌。严格控制滨江景观界面，对沿岸建筑高度、体

量进行重点控制。在风景区、自然山体、城市公园、广场

等滨水空间外划定管制区，对建筑后退距离、建筑高度进

行控制，保证岸线的公共性。

2.2  优化山体风貌，打造具山体特色的高品质公共开

敞空间

2.2.1  森林公园提质优化，形成高品质环城林带

重点提质优化观山、秦望山、花山、绮山、定山、香山

等六处重点山体，融入休闲、运动、科普、娱乐等旅游服

务功能，差异化落实项目定位。完善各公园登山步道、机

动车道、消防通道，建设南北两条森林公园环线，从而形

成环城林带。

图2-2  森林公园形成环城林带示意

2.2.2  修复外围山体，推动空间再利用

对白石山、稷山遭到生产破坏的山体实施高标准的生态

修复。按照“矿地融合”理念，一方面通过矿山复垦腾挪

建设用地指标，一方面可以因地制宜地将采矿宕口改建为

市民休闲公园、工业博物馆、城市文化科普场馆等，提高

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提质公共服务空间。

2.2.3  建好配套设施，提升林带品质

建好景区外围交通接驳设施，以风景廊道和骑行绿道

组织，完善主城、副城及各乡镇到达林带环山路的交通路

网。按照布局合理、美化环境、方便使用的原则，做好内

部各公园的给水、污水、电力、通讯等配套市政设施。高

品质特色化建设各类旅游服务中心，完善景区标识牌、解

说系统，提升林带旅游服务品质，以优良乡土树种为主，

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山体的林相改造方案，科学提升林木观

赏性。

2.3  建立山、水资源沟通绿廊，塑造公共开敞空间

北部滨江活力公共开敞空间，结合入江河道及重大基

础设施廊道，进行绿化廊道建设，这种渗绿空间建设，一

方面释放长江岸线对城镇的生态效应，增强居民对城市公

共绿地、水域的共享性和可达性，同时通过绿色廊道的建

设，加强滨江地区与城市内部空间、以及环城林带的沟通

联系。绿色廊道主要分为道路绿化廊道及河流绿化廊道。

建好道路绿化廊道。结合第二过江通道、江阴大桥绿

带，将主要交通绿化廊道建设成为展现江阴新风貌的景观

大道。

完善水系绿化廊道。按照重点河流两岸各50米的绿地保

护标准，逐步完善河流两侧防护廊道。主要依托新沟河、

新锡澄运河、老锡澄运河、白屈港进行南北沟通，结合沿

线城市用地及功能，差异化完善服务配套设施。西横河、

东横河、应天河对绿廊进行东西向互通。

3　构建山、水、城互动型公共空间布局

图3-1  江阴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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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共空间格局

响应“长江大保护”战略，通过公共开敞空间品质优

化，提质滨水公共开敞空间、优化山体资源及构建山水互

通绿色廊道，构建“两带多廊道”，山、水、城互动型公

共空间布局。

“两带”主要为滨江公共绿带和环城森林带，滨江公共

绿带主要由绿色安全生产岸线、绿色开敞生态岸线及功能

多样生活岸线组成；环城森林带主要为连续的山体资源形

成森林公园带。

“多廊道”主要为沟通山水资源的主要河道新沟河、

新锡澄运河、老锡澄运河、白屈港形成的绿色廊道，以及

重大基础设施第二过江通道、江阴大桥绿带等形成的生态

廊道。

3.2  山、水、城互动

通过“两带多廊道”公共空间布局，山、水资源互通，

同时，结合城市用地及功能，渗绿进城，与城市功能及公

共空间融合，提升城市功能公共空间品质。

滨江公共绿带，充分结合黄山、君山、锡澄运河等滨

江山水、人文资源，打造水绿交融的江、城融合的城市空

间，展现江阴现代港城风貌。

第二过江通道绿带，依托第二过江通道，结合青山未来

社区的文化、体育功能，串联望江公园、普惠公园、青山

遗址公园、西横河公园，打造集文化、体育办公一体的功

能多元空间，集中展示城市风貌景观廊道，展现富有韵律

感的、生态的、现代的城市风貌。

锡澄运河绿带，结合沿线城市商业、商务功能，以恢复

古运河风貌，展现历史文化遗存为核心，通过两侧绿化景

观带的建设、商业老街和历史文化资源的恢复，配套设施

的完善，建成融观光游览、文化体验、休闲娱乐、绿地休

憩于一体的运河、城市交融的公共空间廊道。

白屈港绿带，结合建设白屈港公园的契机，兼顾高新区

工业园区更新改造和科创载体功能，打造高品质水、城交

融的公共空间。

环城林带，花山森林公园，结合高铁新城的交通、商

业、商务功能，绮山科创谷的科创功能，将花山森林公园

与火车站南广场、科创谷整体打造，提升区域生态品质，

打造山、城融合的现代化城市副中心。

绮山森林公园，在保护绮山水源地的基础上，结合绮

山科创谷的城市功能，充分利用山、水资源，西联科创

谷，北联主城区，打造山、水、城互融互通的高品质产业

社区。

4　结论

在“长江大保护”背景下，江阴迎来新的挑战和机

遇，遵循“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原则，积极践行生

态发展理念，科学布局规划公共开敞空间，对现有公共开

敞空间进行提质优化，对生态功能退化的山体、水系进行

生态修复，完善相应的配套设施，建设成为高品质公共开

敞空间，从而形成北部滨江公共开敞空间带、南部环城森

林带，并通过绿廊将南北公共开敞空间沟通，形成山水互

动型公共开敞空间格局，大大改善生产环境、美化生活环

境、优化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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