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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谋划 突出重点，扎实推进胶州城乡规划一体化发展 

作者：王胜德 来源：中国城市发展网 添加日期：10年04月26日 

       为提升城乡面貌，改善人居环境，近年来，胶州市规划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一个

目标、三个定位”的总体思路，按照“城乡统筹、和谐发展、规划引领、有序推进”的总体思路，

立足高起点，坚持高标准，扎实推进全市城乡规划一体化进程，保证城市建设健康、有序、持续发

展。 

       一、科学谋划，统筹兼顾，合理布局全市功能分区 

       着眼于有效落实青岛“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略，科学分析城市未来发展需求，提高城市规

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合理统筹全市各区域、组团规划。 

       （一）规划精品产业新区。自2008年3月起，组织胶州湾产业新区规划研究及设计组织工作，

通过深入分析和广泛调研，邀请国内专家名院共研论证，立足高品位、高标准，先后高质量完成该

区总体规划、核心区城市设计、控制性详细规划、景观设计等，为推进该区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深化少海特色研究。完成《胶州市少海新城及周边协调区的规划控制意见》，进行了古

码头博览区前期规划论证；加强少海与周边对接，尤其是水、电、路、气等市政设施，充分考虑与

新老城区的配套衔接；对少海新城控制性详规进一步梳理优化，重点研究主要道路节点的规划方

案；组织完成少海新城变电站及线路规划论证，完成白鹭洲、板桥镇方案调整，注重特色，注重内

容，彰显文化理念，塑造出胶州特有的城市地标。 

       （三）优化城市交通脉络。为凸显城市门厅形象，优化主要干道、节点的城市设计，在海尔大

道、胶平路景观设计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环胶州湾高速、济青高速、同三高速出入口、北外环与

广州路交叉路口等节点的景观设计，勾勒出具有胶州地方特色的城市景观；对城市主要道路包括海

尔大道、福州路、上海路两侧地块及其周边区域进行了城市界面、城市空间形态、建筑形态、景观

绿地、城市交通、城市家具、建筑小品等多方面、深层次的梳理，进一步凸显城市道路“窗口”功

能。 

       （四）加强各组团间联系。结合“一城四区两翼”规划框架，不断完善综合交通、给排水、电

力电讯等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设施专项规划。针对新老城区、少海新城、胶州

湾产业新区等各组团功能相对独立、无法充分实现城市功能优化和资源共享问题，提出尽快打通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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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路、扬州路、上海路、洞庭湖路等建议。同时，对胶州市部分偏远镇的道路交通网络进行重点规

划，初步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功能齐全、协调统一的网络化城市发展模式。 

       二、突出重点，快速推进，全力提升新城区规划品质 

       为彻底解决老城区人口、资源、交通、环境等多方面制约影响，进一步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不

断提升新城区规划建设档次，从而使资源要素配置更加科学，城市外观形象更加精美。 

       （一）倾力打造北中轴线工程。继完成三里河公园、市政广场、新城区主要道路等多项工程之

后，倾力打造行政中心北轴线，邀请东南大学等国内外知名设计单位对3.5KM2的新城中心区进行城

市设计、具体地块详细规划和建筑单体的方案设计，对其目标定位、总体布局、功能分区、路网结

构、空间结构、建筑高度等进行了全面的认证评级。在项目建设上杭州绿城集团已全面进驻，未来

目标是将此处打造成胶州顶级生活社区。目前，检察院综合商务区、庄里头旧村改造工程等项目已

基本完工，领时国际大酒店、喜来登五星级酒店等重点项目已相继开工；中轴线景观绿化工程建设

已全面铺开，预计2010年底完工。 

       （二）稳步推进“三大中心”建设。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于09年初启动了文化中

心、会展中心、体育中心“三大中心”的规划编制工作。“三大中心”位于新城区中心区中轴线的

重要位置，是胶州目前规模最宏大、建设技术最复杂、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公共建筑群，规划本着一

体化设计的原则，对中轴线景观进行了统一考虑，建筑与周边环境协调的同时在外形上有所创新，

体现出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建成后的“三大中心”将成为展现胶州城市魅力的标志性建筑。 

       三、超前思考，及早谋划，寻求专题研究新突破。 

       结合胶州社会经济发展中城市规划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加强前瞻性、基础性规划研究工作，

积极探索我市城市发展规律，深化对老城区、新城区中心区、胶州湾产业新区等城市重点地区的城

市功能、发展方向等研究。 

       一是针对我市城市框架进一步拉大的现实，开展了城市规划空间专题研究，提出应结合城市发

展的实际需要，及时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布局，明确各片区的功能定位，实现城市建设、经济、社会

持续协调稳步发展。 

       二是针对老城区建设相对滞后，城市面貌更新缓慢，交通拥挤、管网老化、人口密集等问题开

展了老城中心区规划建设专题探讨，力争做到新老城区的和谐发展；针对老城区商业网点沿街商业

网点占据道路界面、损害城市环境等突出问题通过实地调研和经验借鉴完成了我市沿街商业网点规

划控制意见，并起草了《胶州市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我市商业服务建筑规划建设的实施意见》。 

       三是结合我市的千年商埠文化和市委市政府加大我市特色商业街建设的目标要求，结合国内外

发达城市的既有经验，开展了商业特色街规划研究；针对目前我市小城镇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开展了原因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我市小城镇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民生服务年，开展了城乡

经济适用房建设研究、保障性住房建设研究、社区建设分析等一系列以民生为主题的专题研究。 

       四、转变思路，精细服务，有效指导新型镇村规划建设 

       为有效指导新型镇村规划建设，主动走下去，多次深入镇村调研，依据各自实际情况，有针对

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 

       （一）引脑借智提高镇区规划水平。为从根本上提高镇区规划的设计品质，结合实际情况，在

全国范围内选择高水平规划设计、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团队就各镇镇中心区、开发小区、商业街、

公园绿地等方面给予设计扶持，因地制宜开展重点镇风貌特色规划编制，塑造不同风格的小城镇风

貌。其中与上海麦塔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深圳市规划院等单位合作完成了铺集等镇的控规，在

基本控制、优势发挥、特色突出、风貌塑造等方面做了精心设计，有效改善人居质量，优化投资环

境，提升了城镇形象。 

       （二）扎实开展镇区控规优化。着眼于加强对建制镇建设的有效控制，围绕如何优化镇区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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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调研。以重点镇为试点，逐个梳理，提出具体措施。在充分收集、分析基础资料的前提下，由

分管领导带队，先后多次到李哥庄、胶莱、张应等镇座谈，就各镇空间布局、功能分区、道路控

制、建筑风貌等逐一论证，充分发挥规划设计的指导作用。 

       （三）持续推进村庄规划及农居设计。为确保村庄整治效果，采取农民主体、宣传引导、技术

支撑的思路，就村庄规划专门成立调研小组，多次组织设计人员到各村庄进行现场勘察、测量，积

极与村两委交流，听取村民代表对村庄整治建设的意见、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对村庄路网、排水排

污、节点绿化、农居布设、能源节约利用等作细致的考虑和安排，因地制宜、量身定制规划整治方

案，村庄面貌和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为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继2007年汇编发放《胶州新农居图

集》之后，综合近两年的实践，在多次讨论评定的基础上，今年再次精选修订10套方案，将结集

《胶州新农居精选》印发给各镇办和村庄，充分体现了规划编制的统筹兼顾和科学实用性。（来

源：胶州市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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