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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颖）位于山
房路的唐家中学原址计划建设
地下停车场和泵站，以满足唐家
古镇旅游开发需要，目前正着手
开展设计招标。记者从市自然
资源局高新分局获悉，该地块目
前作为学校用地的属性暂时没
有发生变化，未来仍可满足教育
部门兴建学校的需要。

因部分校舍不符合现行校

舍建筑安全标准，2017年唐家
中学暂停招生，与中山大学附属
中学合并办学。该校原址的改
造计划受到市民的关注。本月
珠海市高新基础建设有限公司
启动了针对唐家中学停车场及
2号泵站新建工程可行性研究
及设计服务的招标。建设内容
是在现状唐家中学操场范围内
新建地下停车场、雨水调蓄池、

泵站工程、泵站综合管理用房、
变配电房，以及雨污水管网改造
及管线迁改等。记者了解到，上
述施工内容绝大部分都属于地
下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57
万平方米。由于目前仍处于前
期研究阶段，若顺利推进，最快
也要明年才具备动工条件。其
中，泵站工程旨在进一步提升唐
家古镇在强降雨等情况下的排

涝能力，而地下停车场的建设能
缓解节假日出游高峰期，唐家古
镇停车位紧张的状况，提升旅游
接待能力。项目的实施将进一
步促进唐家古镇保护与活化发
展，擦亮古镇品牌。

对于市民关注的地面校舍
是否同步进行重建的问题，记
者从市自然资源部门获悉，地
块作为学校用地的属性暂时没

有发生变化。此外，在位于港
湾大道与唐淇路交汇处附近的
裕华聚酯城市更新项目预留了
学校用地，这些在未来仍可满
足教育部门兴建学校的需要。
记者从高新区社会事业局了解
到，学校后续的建设计划，需历
经较为复杂的手续审批，上述
两个地块的学校规模和建设时
间正稳步推进研究。

满足唐家古镇旅游开发需求

唐家中学原址地下停车场启动设计招标

●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

今年自然资源部公布首批
“和美海岛”示范创建名单，广东
省内7个海岛榜上有名，珠海凭
借东澳岛、外伶仃岛、桂山岛、三
角岛占据其中4个。三角岛又
是广东唯一一个入选的无居民
海岛，自然也就成为本次考察活
动的重点。尚未正式入秋的珠
海，地处万山群岛西北部的三角
岛水清沙白，无论住进帐篷酒
店或沙滩漫步，都能收获宁静
舒适的体验，“蓝调会客厅”等
现代建筑更是一览山海风光的
胜地。这些景观与海岛多年开
展的生态修复和后续开展的生
态旅游开发密不可分。

据了解，曾经的三角岛由
于历史采石开发，原生植被破
坏严重、岛体大面积裸露，极大
破坏了海岛脆弱的生态环境。
2017年，珠海市三角岛运动休
闲及科教示范项目开工，开启
了向“生态绿岛”蝶变的历程。
在生态修复环节，珠海在尊重
生态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改
土、净水、复绿、造景”的生态手
法，全方位构建海岛“山、林、
湖、海”的生态系统，分期、分区
推进山体覆绿、林相改造、岸线

修复等。随着生态环境的改
善，多品种鸟类在海岛上聚集，
如今的三角岛绿意盎然。在旅
游开发上，三角岛被命名为“长
琴国际音乐休闲岛”，引领珠海
文旅产业进一步发展。绿美

“颜值”正转化为经济价值，三
角岛为广东探索出“生态修复
走新路、高水平保护出新彩、高
效率利用创精品”的无居民海
岛保护利用新路子。

实际上，珠海在海岛生态
修复上的案例并不仅仅只有三
角岛。近年来，珠海重点围绕
海岛历史遗留矿山、岸线沙滩
恢复、岛体自然景观修复和植
被绿化保护等内容，采用覆土
撒播草籽、团粒喷播灌木草本
等复绿技术措施，开展海岛生
态整治修复。受海岛环境限
制，乔木类植被不适宜生长，珠
海通过科学分析海岛森林现状
基底，遵循森林群落自然演替
规律，有序推进补植台湾相思、
荷木等树种，构建多层次混交
林，营建海岛特色森林景观。

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
“和美海岛”正推动海岛地区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促进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形成岛绿、滩净、
水清、物丰的“人岛和谐”新格

局。除了秀丽的风景，珠海桂
山岛推动传统渔业向休闲渔业
转型，不断促进生态、环境、产
业交融。例如在桂山大蜘洲岛
海域投产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
网箱“澎湖号”，就实现了渔业
养殖生产、科技观光与休闲垂
钓三产融合。而在建的“格盛
1号”深远海养殖平台后续将
布放在珠海桂山小蜘洲岛北侧
海域，开展龙趸石斑鱼、黑鮸
鱼、军曹鱼、章红鱼等高价值鱼
种的养殖示范。

●继续推动海岛生态保护与整
治修复

当前，全省正全面推进海
洋强省建设，奋力在打造海上
新广东上取得新突破；深入推
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奋力在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
化广东样板上取得新突破。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省海
洋局局长屈家树在活动的主题
发言中特别提到，《珠海经济特
区海域海岛保护条例》《珠海经
济特区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管
理规定》解决了海岛开发的基
础性问题，为广东的海岛开发
起到“探路”作用。下一步，广
东将继续为海岛保护与利用提

供空间要素保障，继续探索无
居民海岛高效利用路径，深入
研究跨海岛旅游新模式，积极
推进海岛的生态整治与修复，
进一步强化海岛精细化管理。

据了解，珠海市海岛数量
262个，位居全省第三，海岛在
珠海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和海
洋保护与发展格局中扮演着十
分重要的角色。一直以来，珠
海市海岛保护与利用工作走在
全国前列。除了上述两个地方
法规，今年《珠海市海岛保护与
利用规划》印发实施，旨在进一
步加强对全市海岛的科学合理
保护利用，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根据该规划，全市有
55个无居民海岛纳入海洋发
展区，重点围绕海岛旅游、农林
牧渔、交通运输、工矿通信等主

导功能推动无居民海岛的保护
利用，并明确在不影响海岛主
导功能发挥的情况下，经论证
可充分考虑其他兼容功能，推
动海岛的功能复合高效利用；
其余197个无居民海岛纳入生
态保护区，按照生态保护红线
相关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进行管理，除国家重大项目外，
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
的有限人为活动，禁止未经审
批的海岛开发利用行为。从当
前至2035年，珠海海岛保护与
利用将围绕六大重点任务，涉
及实施海岛分类保护利用、推
动海岸线精细化管理、构建“八
岛群”协同发展新格局、拓展海
洋经济发展新空间、完善海岛
基础设施体系配套、推动海岛
生态保护与整治修复等内容。

由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广东省文化
和旅游厅、广东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联合举办2023年“绿美广东·关
注海洋”合作交流活动7日-8日在珠
海开展了一系列会议和考察活动。海
岛发展中如何化绿美“颜值”为经济价
值？桂山岛、三角岛等首批“和美海岛”
在生态环境上有何亮点？珠海的成功
经验成为与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
成果的背后，《珠海经济特区海域海岛
保护条例》《珠海经济特区无居民海岛
开发利用管理规定》《珠海市海岛保护
与利用规划》等文件为全面规范海域海
岛管理、保护海域海岛生态环境、发展
海洋经济起到保驾护航作用，赢得与会
嘉宾高度评价。

绿美“颜值”转化为经济价值

珠海“和美海岛”引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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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琴国际音乐休闲岛。

东澳岛东
澳村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