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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策略与价值转化路径
□　关志烨，江海燕，马　源，欧婉婷，李汉飞

[ 摘　要 ] 河心岛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位于水陆交错带而具有极高的生态敏感度和生态价值，但随着工业化、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河心岛面临管控无序和生态失衡等问题。文章针对佛山市河心岛管制边界不清、修复技术难度大、利益
协调复杂等难点，提出构建三阶段的河心岛生态修复总体工作框架，通过分类定位和修复时序“双评价”技术，分类确定河
心岛的生态修复目标和修复等级，在此基础上提出物理综合整治、生态结构建构、堤外岸带湿地修复和堤内物种多样性提升
四大生态修复策略，以及升级生态产业、发展自然教育和谋划市场交易三大生态价值转化思路，并建立工作、考评和行政三
大机制，以保障生态修复工作的实施和生态价值转化的实现，为我国生态文明阶段其他城市打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对立
局面、探索“两山”理论的实现路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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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ots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in Fo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Guan Zhiye, Jiang Haiyan, 
Ma Yuan, Ou Wanting, Li Hanfei
[Abstract] Eyots are the important part of river ecosystem, which have high ecological sensitivity and ecological value. However, 
eyots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disordered control and ecological imbalance in fas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roblems in eyots governance such as vague boundaries,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complex interests, the paper 
firstly establishes a three-stage overall work framework, and divides eyots into three types and three levels. Secondly, based on 
“double evaluations”, four strategies are put forward: comprehensive physical improvement, ecological structure construction, 
wetland restoration in the coastal zone outside the levee, and improvement of biodiversity in the levee. Furthermore, it proposes 
ecological industry improvement, natural education and market transaction. Finally, relevant mechanisms of work, evalu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shall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of integrating ec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preservation,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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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7] 等。河流生态修复经历了从单一针对某条河流水
质的小尺度修复到涉及河流生态系统、流域乃至整个区
域的大尺度修复，从简单的工程修复到河流整体修复，
从单一的水利安全防护到环境、生态、景观等多学科思
想融合指导下的综合修复和高质量发展利用 [1，8-9]。当
前，我国已从工业文明阶段步入生态文明阶段，人们
逐渐认识到生态系统的多样价值，尝试打破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对立局面，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几十年以来，河流生态系统退化引起了全世界的
关注，其生态修复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显著
进展 [1]。例如，20世纪30—70年代德国陆续开展了莱
茵河、伊萨河、德莱萨姆河等近自然修复 [2-3]，20世纪
80—90年代瑞士和日本提出了“创造多自然型河川计
划”[1，4]，2000年以来美国针对杜瓦米什河、凤凰河等
开发了“河川生态工程”增强型自然恢复技术 [5]，新加
坡提出了“ABC水计划”[6]，韩国开展了清溪川生态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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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价值实现路径 [10-11]。
河心岛是河流中由泥沙堆积而成的

岛屿，是河流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水陆交错带，是水域和陆域生态互
相承接的多类物种栖息地，是鸟类迁徙
通道上重要的“生态踏脚石”，具有极
高的生态敏感度和生态价值 [12]。当前，
学界专门针对河心岛生态修复的研究较
少，尤其是针对河流岛屿系统性修复规
划的研究更加缺乏 [13-14]。
佛山市地处珠三角河网密集区域，

北江、西江及众多支流贯通全境，孕育出
山水相依、河网纵横的地理风貌和岭南水
乡风光。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
发展，地处地理和行政管理边缘的河心
岛已面临人口增加、工厂增多、污染加重
等生态破坏风险，出现管控无序、生态失
衡、景观破碎、特色消失等问题 [12，15]。
为全面贯彻落实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战
略部署，佛山市委、市政府提出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引领，强化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并
于2017年启动了河心岛生态修复工作。
本文在分析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的必
要性和难点的基础上，对河心岛生态修
复的总体工作框架、关键规划技术和修
复策略等展开研究，探索生态价值转化
路径和实施机制，以期为新时期的生态
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1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的必要性
和难点

本文研究的河心岛是指位于佛山市
域范围内的河道和主要河涌，与陆地不
相连、陆域面积在1 hm2 以上，以生态
保育、农林业生产或水利枢纽建设为主
要工作的岛屿。河心岛数量有48个，总
面积约为37.91 km2。
佛山市是依水而生的工业强市，截

至2017年其工业总产值为2.4万亿元，
位于全国第六，但水环境质量在全省21
个地级市中排名14～16位，人水矛盾
突出，水环境、水生态保护问题严峻。

佛山市拥有26处水源保护区，主要河流
湖库水系及沿线关键保护区域面积占市
域面积的13.73％，是典型的水乡城市和
水敏城市。河心岛是佛山市区域生态廊
道和屏障上的重要节点及河流湿地系统
的主要构成部分，具有极高的生态价值，
但所有河心岛均位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
区域。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面临以下难

点：一是管制边界不清。河心岛管控要
素包括饮用水源保护、水利安全及管理
范围、乡村建设、经营性建设、上岛交通、
水道运输、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涉及
的职能部门包括水利、农业农村、环保、
国土、交通、住建等。二是修复技术难
度大。河心岛生态修复涉及岸带土壤保
持和人为干扰清退、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基塘河涌水质治理、生物栖息地恢复维
育、水网景观重建等技术难题。三是利
益协调复杂。河心岛生态修复不仅面临
协调“人水地”用途冲突、统筹解决各
利益主体发展权和政府生态保护的难题，
还面临佛山市在行政和财政方面“市弱
区镇强、拼贴城市”的特殊性，既要保
障“市级—区镇”纵向传导，又要保障
跨地区、跨部门职能的横向协调，同时
还要统筹兼顾政府、村集体、承租土地
的企业、个体户等主体的利益。

2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的总体
工作框架和关键规划技术

2.1　总体工作框架
河心岛生态修复是一项长期工作，

为确保工作系统、高效、持续地开展，
佛山市以《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工作
方案》(佛府办函〔2018〕451号 )、《佛
山市河心岛总体整治规划指引》为工作
纲要，分3个阶段开展工作：第一阶段
为2017—2020年的简易修复，第二阶段
为2021—2025年的综合修复，第三阶段
为2026年以后的自然修复(图1)。通过
3个阶段由高到低的人工介入和各自的重
点工作，将全市48个河心岛建设成为生
态平衡、环境优美、物种多样的生态岛，
或景观丰富、特色鲜明、管理有序的城
市绿洲，总体实现“再现绿水青山”的
建设目标。
2.1.1　第一阶段 (2017—2020 年 )：
构建“编制—实施—评价”的工作
体系及“1+1+1+48”的工作模式
佛山市以“市级统筹、属地实施”

为工作机制，以规划纵向管控、工程项
目实施为抓手，从编制、实施、评价三
方面开展第一阶段的生态修复工作。在
编制层面，市级制定工作框架，开展总
体规划研究，明确整体目标、规划管理

图1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总体工作框架图

 第一阶段
2017—2020 年

工作内容

主要目标

措施手段

工作重点

工作模式

第二阶段
2021—2025 年

 远期阶段
2026 年以后

 构建“编制—实施—评
价”的工作体系

 整体环境大幅优化

 简易修复

高 低

以物理修复为特征，关注单
一生态要素

• 拆违复绿
• 截污治污
• 有害物种清除
• 不宜产业清退
• 人居环境整治

 “1+1+1+48”
1份工作方案和总体指引
1个信息化管理平台
1套针对性制度
48个河心岛生态修复实施
方案和计划

 “1+2+5+43”
1个工作方案
2个指引
5个示范岛综合修复方案和
试点工程设计
43个一般岛“一岛一策”
实施方案

• 岸线湿地营造
• 陆域生态提升
• 生态斑块、廊道建设
• 生态农业、生态产业
• 物种多样性提升

• 岛周边或河流流域综合
治理

生态结构优化提升

综合修复
针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开展修复
工作，关注全岛屿生态修复

人工介入程度

生态平衡，环境优质

自然修复

构建“管理—监测—修
复—活化”的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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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编制技术标准，建立“一岛一图则”，
实施规划纵向管控；属地(区镇 )以“一
岛一图则”为纲，开展生态环境调查和
评价，找准各岛现实问题，编制生态修
复规划方案和实施计划，做到“一岛一
策”，确定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库。在实施
层面，探寻信息化管理工具并建立支撑机
制，制订系统性程序，对工程项目实施
全流程跟踪管理，实现市和区镇之间以
及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调、相关利益的平
衡协调，确保工作有序实施。在评价层面，
建立验收评价制度，以规划编制质量、
项目实施成效为重点，综合专家、部门、
公众等多方意见，实现长期有效监督。
在第一阶段，佛山市编制了1份工

作方案和总体指引、建立了1个信息化
管理平台、实施了1套针对性制度、制
定了48个河心岛生态修复实施方案和计
划。佛山市于2017年 7月正式启动了
《佛山市河心岛总体整治规划指引》的
编制工作，于2018年6月出台了《佛山
市河心岛生态修复工作方案》(佛府办函
〔2018〕451号 )，制定了“市级统筹、
属地实施”的工作机制和工作大纲，并
同步制定及印发实施了《佛山市全面推
进河心岛岛长制实施工作方案》。2018
年11月，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上述
规划指引及工作方案，明确了各河心岛
的发展目标、空间管制分区及要求、修
复工作重点，并制定了整治策略及措施
指引、年度验收制度及标准、实施计划
编制指引等，以指导下一阶段工作的开
展。依据市级工作方案，2017—2020年
佛山市编制和实施了48个河心岛的《河
心岛“一岛一策”生态修复规划方案和
实施计划》，并予以年度评价验收。
2.1.2　第二阶段 (2021—2025 年 )：
构建“管理—监测—修复—活化”的
工作体系及“1+2+5+43”的工作模式
在第一阶段生态修复的基础上，

2022年3月佛山市人民政府印发了《佛
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五年延伸行动方案》
(佛府办函〔2022〕39号 )(以下简称《五
年延伸行动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河

心岛生态修复工作进入巩固和活化提升
阶段。第二阶段的工作重点为管理、监
测、修复、活化及创建示范，具体包括
全面加强河心岛常态化管理，将河心岛
纳入河长巡查范围，加强执法监管；探
索实施生态系统功能监测与评估，建立
生态监测与评估体系，开展生态环境监
测评估；深入开展高质量生态修复工作，
完善市级统筹和技术指导，全面实施综
合修复；积极推动河心岛保护利用价值
提升，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大力培
育河心岛自然教育功能。修复目标是到
2025年底，河心岛的生态结构、生态环
境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岸线湿地生态
系统基本建成，生态修复示范岛创建成
效显著，生态、社会、经济效益更加明显。
在第二阶段，佛山市编制了1个工

作方案、2个指引、5个示范岛综合修复
方案和试点工程设计、43个一般岛“一
岛一策”实施方案。该阶段，佛山市以
《五年延伸行动方案》为行动纲领，于
2022年上半年编制完成了《佛山市河心
岛生态环境监测与评估技术指引(2021—
2025)》《佛山市河心岛高质量生态修复
工作实施指引(2021—2025)》2个指引，
分别指导48个河心岛的生态环境年度调
查和评估，以及第二阶段生态修复实施
方案的编制和修复工程措施的选取。同
时，佛山市选取5个示范岛，分别编制
了《示范岛综合生态修复方案和试点工程
设计》，从方案设计、施工设计方面提
供示范岛生态修复试点实施的经验。此
外，对于43个一般岛，在第一阶段的生
态修复规划方案和实施计划的基础上，
落实新一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五年
延伸行动方案》的任务要求，完善了“一
岛一策”。
2.1.3　第三阶段 (2026 年以后 )：
以自然修复为主，实现生态平衡、
环境优质
第三阶段将以自然修复为主，采取

低人工介入的修复措施，修复目标为实
现生态平衡与进一步优化岛屿周边和河
流流域的生态环境。

2.2　关键规划技术
2.2.1　分类定位评价技术
佛山市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

出发，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综
合考虑区域战略定位、空间资源管控和河
心岛自身特点3个一级指标及若干个二
级指标，建立河心岛发展目标的分类评
价模型 (图 2)。根据评价结果，将全市
48个河心岛划分为自然生态型、生态修
复型和建设管控型三大发展类型(图3)。
自然生态型河心岛指现状基本为自然生
态状态，且实施严格保护和禁止开发的
河心岛。对于此类河心岛，规划重点进行
生态保育，探索建设科学研究基地，将其
建设成为无人居住、无生产活动、生态平
衡、物种多样的河心岛。生态修复型河心
岛指现状为农林业开发或现状建设规模较
小，且以自然生态型河心岛为最终发展目
标的河心岛。对于此类河心岛，规划重点
进行生态保育，并提出可开展生态体验活
动，探索建设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同时
需严格控制村居建设，有条件地予以异
地安置，逐步限制各类开发建设行为并
有序清除除现状村居外的各类违法建筑
项目，至2025年基本建成岸线湿地生态
环境。建设管控型河心岛指主体功能为水
利工程或水源工程，或开垦历史悠久、
现状建设规模较大、居住人口规模较多
的河心岛。对于此类河心岛，规划在保障
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生态体验、
生态人居、生态产业，对岛内现状建设和
未来开发进行严格管控，有序清除违法
建设项目，严格管控新增建设项目。
2.2.2　生态修复时序评价技术
在河心岛生态修复时序评价方面，

需综合考虑生态环境区位的重要性和生
态环境胁迫的紧急性。前者指河心岛对
周边区域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后者指
河心岛内部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重要性
和紧急性越高，实施生态修复的优先级
别越高。规划选取珠三角水鸟生态廊道、
佛山市水源保护区、国土空间规划、河
心岛“三调”、水质调研、岸线特征调
研等规划文件和数据进行评价，通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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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生态用地数据，采用景观连接度分
析法得到佛山市河心岛景观连接度分级
图(图6)。可以看出，在位于佛山市域生
态格局的35个河心岛中，68.57％的河心
岛位于生态连接度较好的区域，31.43％
的河心岛位于生态断点区域内，说明河
心岛整体生态现状较好。但由于受到聚
落、环岛堤坝和道路、人工几何化农田、
坑塘与沟渠的影响，各岛内部都存在数
量不一的断点，影响了岛内生态网络的
完整性。以平沙岛为例，可结合内河涌、
岸线、机耕路、低效用地、可退耕耕地
等进行生态廊道和生境斑块构建，实现绿
地修复，修复面积总计为36.65 hm2(图7)。
通过生态结构优化与建构，平沙岛形成

级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模型，并赋予各指标
相应的权重，其中一级指标包括生态区位、
生境构成、生境结构和生境品质(图4)。
根据模型评价结果，佛山市河心岛的生
态修复时序分为3个等级，分别为最优先、
次优先和非优先，这3个等级的河心岛
数量分别为3个、23个和22个 (图5)。
            

3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策略

3.1　综合整治与物理修复 
以人为直接干预手段为主，重点实

施违建清退、复绿复垦、垃圾管理、截
污治污工程，规范农业生产、坑塘养殖
生产等农业生产行为，进行有害物种防

治等物理修复，改善环境质量，调控植
物种群与群落。经过第一阶段的物理修
复，佛山市湿地、林地、草地等生态用
地增加5.94 km2，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交通用地等建设用地增加0.55 km2，耕地、
园地等农用地增加0.13 km2，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减少6.62 km2。在保障耕地
安全、合理控制村镇建设规模的基础上，
通过对岸线不宜开发区的清退及复绿，对
处于生态敏感区的养殖坑塘实施宜湿则湿
的生态修复，大幅提升生态用地规模。

3.2　生态结构优化与建构
对接佛山市“三屏、六楔、两环、

两脉”的生态结构规划目标，利用“三调”

图2 佛山市河心岛分类定位评价技术路线图 图 4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时序评价技术路线图

图 3 佛山市河心岛分类定位评价结果示意图 图 5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时序评价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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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纵一环”的一级廊道(宽度在30～
60 m及以上 )和“二纵四横”的二级廊
道 (宽度在12～ 30 m)，同时在生态廊
道重要节点布局4个大斑块(每处斑块面
积≥2 hm2)和 5个小斑块 (每处斑块面
积≥0.5 hm2)，以增强场地内部的连通性，

图6 佛山市河心岛景观连接度分级示意图 图 7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结构示意图 ( 以
平沙岛为例 )

图 8 佛山市河心岛堤外修复剖立面示意图

图 9 佛山市河心岛堤内修复剖立面示意图

作为鸟类迁徙的“生态踏脚石”和小型
动物的栖息地。
                        

3.3　堤外岸带湿地修复
滨水岸带是最重要的面源污染拦截

场所和生物通道。已有研究表明，当河

岸缓冲带宽度大于30 m时，能够有效增
加河流生物食物供应、有效过滤污染物；
当生物保护廊道宽度为12～30 m时，
能够满足鸟类迁徙需求；当生物保护廊
道宽度增加到30～60 m时，能够基本
满足动植物迁移和传播以及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要求 [4，16]。因此，综合面源污染
拦截适宜宽度和生物保护廊道适宜宽度，
可选择30 m宽的岸线作为控制范围。佛
山市现状总体上以自然岸线为主，少量
使用了丁坝、抛石、扦插、空心砖护岸
等生态友好型驳岸；一半以上岛屿滩涂
宽度在30 m以下，且存在河流冲淤或坍
塌现象，易造成水土流失；绝大部分岛
屿存在近岸人类干扰。人类干扰包括生
产类活动干扰、休闲类活动干扰、生产+
休闲类活动干扰3类。其中，生产类活
动干扰包括农业生产、观赏苗木种植、
果园种植、养殖渔业生产及水牛养殖放
牧等单纯的农、渔、牧行为，该类行为
具有水体污染隐患，易造成农业面源污
染；休闲类活动干扰包括在岸带湿地露
营、钓鱼等自发休闲行为，会造成固废
垃圾增多、水体污染及原有河流生态系
统的破坏；生产+休闲类活动干扰多发
生在乡村旅游发展较成熟的岛屿，包括
建设休闲农庄、采摘果园等类型。
岸带湿地生态修复措施包括4个方

面：①岸线清退。在岸线30 m范围内，
结合实际情况清退不适宜开发建设的项
目；在岸线后退12 m区域内，核减清退
农业活动；在岸线后退12～ 30 m区域
内，鼓励清退农业活动(耕地除外 )，实
施宜湿则湿、宜林则林的修复 (图 8)。
②生态护岸建设。对于有改造条件的人
工护岸或冲刷严重的岸线，使用生态石
笼护岸、连锁块护岸、生态袋护岸、丁
坝等形式，既固岸护坡，又为鱼类、两
栖类、昆虫类动物的隐蔽、产卵等提供
栖息生境。③生态工程措施。在岸带湿
地生态修复中，应增设湿地或缓冲带，
进行地形地貌微改造、岸线植物群落修
复、岸线生境营造及优化，以及使用生
物友好设施等。④丰富植物物种。根据

图例
一级廊道 
二级廊道 
生境斑块

[163.04，11 563.21] 
[79.33，163.04)
[46.26，79.33)
[24.55，46.26)
[5.48，24.55)
[0.01，5.48)
[﹣6.12，0.01)
[﹣31.39， ﹣6.12)
[﹣76.66， ﹣31.39)
[﹣1 640.44， ﹣76.66)

连接度
图例

km
0 5 10 20



1492023 年第 3 期        第 39 卷

珠三角河网区乡土植物分布 [17]，按照洪
泛区和非洪泛区进行植物配置，同时考
虑满足动物食居、景观营造、稳定河岸、
净化水体和沉降过滤污染物等要求。

3.4　堤内物种多样性提升
以珠三角河网地区植物调查成果为

蓝本，根据鸟类、鱼类、两栖类、昆虫
类动物的栖息与觅食需求，兼顾植物景
观效果及日常维护成本，营造丰富多样
的植物群落，构建适宜各类生物栖息的
生境，提升生物多样性。针对不同生态系
统，差异化地选择修复措施。对于堤内河
涌岸线，应进行生态清淤、生态护岸和鸟
类生境建设；对于农业用地(耕地、园地、
坑塘 )部分沟渠、田埂 (塘基 )，应进行
生态化改造、提升基塘比，发展生态农
业和有机农业；对于草地和林地，应增
加蜜源、食源乡土植物，营建近自然林
和鸟类生境；对于村庄，应加强固废治理、
海绵化建设，优化风水林(图9)。 

4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价值转化路径

佛山市河心岛的生态价值转化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21—2025
年(近期)，第二阶段为2026年后(远期)，
转化路径包括升级生态产业、开展自然
教育活动和谋划市场交易(图10)。

4.1　升级生态产业
佛山市河心岛的生态产业主要包括

生态种植、生态养殖、生态旅游、自然
教育等，各类产业应满足佛山市的产业
发展通则，以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
水利、生态环境、住建、城管执法等部
门的相关规定。以平沙岛为例，根据本
底产业基础和生态功能要求，可在现有
耕地、园地开展生态农田采摘，打造特
色农田集市，将坑塘升级为智慧坑塘生
产和渔事体验乐园，在岸线湿地和林地
开展湿地露营、鸟类展示等活动，将具
有低端服务或闲置的村居发展为圩市水
乡等，并通过“两心、两环、三轴、多节点”

的空间结构组织各类产业或业态。

4.2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
依托佛山市的水鸟生态廊道、湿地

公园、万里碧道、万亩(千亩 )公园等，
以及各河心岛的生态资源和生态景观，
建议围绕河心岛生态修复开展自然教育
活动。自然教育的主题可分为水生态教
育、水文明教育、农业文化教育等。在
水生态教育方面，主要展示生态修复的过
程和成效，以湿地、水鸟生境等作为教育
重点；在水文明教育方面，重点展示水
利、水电、水源工程等方面的建设利用
和历史；在农业文化教育方面，主要进
行桑基鱼塘文化教育、农耕农业文化教
育和花卉文化教育等。
同时，建议佛山市基于5个示范岛

以及贤鲁岛、大洲沙等建设自然教育园，
总用地面积为1～ 5 hm2，设置主题教
育场地、主题教育路径、自然观察区，
并鼓励申报省级自然教育基地；在其他
河心岛灵活设置展示长廊、观景观鸟平
台、解说牌、宣传牌、指示牌等科普教
育设施，原则上各河心岛的科普教育设
施不少于2项。

4.3　谋划市场交易
一是针对生态产品的非排他性、非

竞争性和难以界定受益主体等特征，探
索生态价值核算方法，统一计量河心岛
提供的各类服务和贡献，将结果运用于
保护地区(河心岛 )与受益地区(建设区
域)之间的生态补偿工作中，受益地区以
资金补偿、园区共建、产业扶持等方式

向保护地区购买生态产品。二是通过政府
管控或设定限额等方式，激发利益相关
方对生态产品的交易需求，引导和激励
利益相关方进行交易，如通过湿地资源
产权交易、湿地及岛内植被碳汇交易和
政府管控下的指标限额交易，实现政府
主导与市场力量相结合的生态价值转化。

5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修复规划实施
机制

5.1　工作机制：市级统筹、属地
( 区镇 ) 实施
佛山市市级职能部门负责组织编制

工作方案、规划指引、技术指引以确定
工作的目标导向和验收规则，建立信息
管理平台，并开展年度验收评价以落实
成效；河心岛所在的属地(区镇 )编制及
实施各岛“一岛一策”生态修复方案、
实施计划及实施工程项目，严格落实发
展目标、空间管制分区、管制要求及重
点修复工作等，重点形成“七定”(定工
作内容、定空间位置、定规模、定目标、
定资金安排、定时间进度、定责任单位)
的工程实施计划，确保生态修复目标和
要求自上而下得到充分贯彻与深化。

5.2　考评机制：台账管理
佛山市建立了台账管理制度，涵盖

管理、监测、修复、活化4个环节和生
态修复示范岛创建工作，实施市对属地
工作的安排、跟进、考核等。各阶段总
体台账、各年度台账由市确定及下达。
各区可基于实际情况，通过台账实施报

图10 佛山市河心岛生态价值转化路径示意图

本阶段 (2021—2025 年 ) 远期 (2026 年后 )

探索生态转型的
高质量发展

分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 创建生态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

实施生态价值核算、
生态补偿和生态交
易试点

进行生态价值核算生态农业河心岛生态修复
自然生态型：生态保育，探
索建设科学研究基地

生态修复型：生态保育、生
态体验，探索建设生态文明
教育基地

建设管控型：在保护生态环
境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生态
体验、生态人居、生态产业

探索生态补偿机制生态教育生态文化培育

生态休闲生态保护

激励生态交易体育生态康养产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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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或生态修复方案的途径向市提出调整
诉求，调整诉求需经研究后予以确定。
对于示范岛和生态环境胁迫程度高的河
心岛，要求优先完成重点生态修复任务。
各区每半年 (每年6月底和12月底 )向
市提交各河心岛的台账实施报告；市通
过不定期巡查督办、年度评价、期末验
收等形式加强台账管理。 

5.3　行政机制：岛长制
佛山市第一阶段创新建立了岛长制，

在第二阶段基于河长制的全面建设，将
河心岛生态修复工作纳入河长制管理，
在承接岛长制工作内容的基础上，全面
加强河心岛的日常监管，构建了以党政
领导责任制为核心的责任体系，通过市
自然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将原分散在
不同部门和机构的生态修复职责以及技
术、标准进行整合，解决了跨学科、跨
专业、跨地域等问题，加强了对生态修
复工程实施的指导，明确了各项工程的
责任单位，并相应地建立了验收评价机
制，进一步明确了部门职责；通过区、
镇两级岛长，实施属地监督、协调，重
点解决了工程实施涉及的利益主体多、
诉求复杂、矛盾协调难等问题，并调动
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建立了广泛
的群众参与制度。

6 结束语

三角洲河网地区是水生态最重要也
是最敏感的地域，担负着维持水域生态
系统健康、提升生物多样性、供给生态
产品、丰富生态景观等多种生态系统服
务功能。佛山市位于工业化、城镇化发
达的粤港澳大湾区，肩负着新时期生产、
生活、生态高质量协调发展的使命，其
生态修复工作具有以下借鉴意义：一是
系统建立了河心岛生态修复的总体工作
框架。佛山市遵循生态修复原理，尊重
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规律，按照“物理
修复—综合修复—自然修复”3个阶段有
序、持续、深入地推进生态修复，设定

了自然生态型、生态修复型、建设管控
型3种河心岛的发展目标；坚持因地制
宜、因岛施策，以分类管控、分区治理、
分期修复、分时实施应对生态系统修复
的复杂性。二是研发了分类定位和修复
时序“双评价”技术。佛山市针对高强
度发展区域河心岛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
性，以及发展目标与定位的差异性、修
复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研发了分类
定位和修复时序“双评价”技术，科学
解决了众多岛屿系统性修复的分类管控
和时序选择问题。三是制定了一系列河
心岛高质量修复和价值转化策略。佛山
市分别从生境数量调整、结构优化和质
量提升3个层面，采用综合整治、物理
修复、生态网络建构、堤外岸带湿地修
复、堤内物种多样性提升等修复策略，
并从产业升级、自然教育、市场交易等
方面促进生态价值转化。四是建立了一
套统筹协调河心岛复杂利益的实施机制。
佛山市针对修复利益主体复杂以及资金、
技术和人力投入等现实困难，分别从实
施层面建立了市级统筹、属地(区镇 )实
施的工作机制，从监督层面建立了台账
管理的考评机制，从资金、人力调动层
面建立了市自然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与区、镇两级岛长制，保障了河心岛系
统性工程“规划—实施—考评”全流程闭
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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