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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城区教育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内容 

 

一、规划范围 

规划区位于梅州市中心城区东北部，东临百岁山，西邻梅江。范

围东至规划外环路，西至学海路、月梅路、梅松路，南至 S223 省

道，北至石子岭北侧，面积约 5.8 平方公里。 

 

图 1 区位 

二、规划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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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态性原则——充分尊重现状，因地制宜，合理利用梅

江、周溪河和百岁山等丰富的山水资源，注重滨水岸线设计及其景观

与周边地块的衔接，减少发展可能导致的生态破坏，营造绿色生态、

环境优美的滨水空间。 

（二）特色性原则——依托千佛塔、东山书院等历史人文资源，

发展以客家文化为主的特色项目，创建具有丰富文化魅力和运营活力

的城市空间。 

（三）科学性原则——采用高效、集约、开放的空间布局与交通

组织方式，科学构建公共设施配套体系、市政公用设施体系，打造高

起点、高标准、资源节约的教育文化区。 

（四）可操作性原则——根据梅州发展需求，通过用地兼容性、

地块和路网弹性控制等手段，为未来发展预留弹性空间，制定合理分

期实施方案，使规划更具可操作性。 

 

三、功能定位 

落实上层次规划对片区的发展要求，将规划区建设为梅州市市级

文化艺术中心、区域教育示范高地、文化旅游产业基地。 

 

四、空间结构 

规划构筑“一带两轴、三心三区”的整体空间结构（图 2）。 

“一带”为周溪河滨水景观带；“两轴”为学子大道—学院路公

共活动轴、攀桂坊—百岁山文化休闲发展轴；“三心”为市级文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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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心、片区活力中心、教育培训区中心；“三区”为文化艺术旅游

产业区、客家风情乐活区、教育培训区。 

 

图 2 功能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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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口规模与建设用地规模 

1、人口规模：规划区可容纳居住总人口约 3.3 万人。 

2、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区总用地 586.74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

积 552.23 公顷（含城市建设用地 533.90 公顷、特殊用地 10.16 公

顷、村庄建设用地 8.17 公顷），非建设用地 34.52 公顷（含水域

7.50 公顷，农林用地 27.02 公顷）。 

 

六、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以《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为基本分类依据，按照总体功能布局安排土地用途，将规划用地分成

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等，以中

类为主、小类为辅。 

规划总面积 586.74 公顷，其中建设用地面积 552.23 公顷，占总

用地的 94.12%；非建设用地面积 34.52 公顷，占总用地的 5.88%。文

化设施用地、娱乐康体设施用地主要沿梅江布局在规划区南部，商业

设施、商务设施用地主要布局在规划区中部，教育科研用地主要布局

在规划区北部，绿地和广场用地主要结合梅江及周溪河生态廊道布

局。 

规划采用三级图则控制体系，分别为片区总图则、管理单元图

则、地块图则。控制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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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制性控制内容：土地使用性质、建筑密度、建筑限高、

容积率、绿地率、配套设施（包括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市

政公用设施三类）。 

（2）除以上内容外，其余为指导性内容，是参照执行的指标。

主要包括：地块面积、建筑面积、人口数、停车位、土地使用兼容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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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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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道路交通规划 

1、对外交通衔接 

 规划区通过外环路、环市北路增加出口，有效联系周边城北城

西片区、芹洋片区、江南新城，实现与梅县机场、梅州火车站、城北

天汕高速的高效联系。向西延伸规划路（现状 X963 县道）接攀桂坊

片区主干路；向东延伸环市北路、学子大道、碧桂路和梅香路接外环

路；在石子岭北侧增加一条东西向主干路连接外环路与城北城西片

区。 

2、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形成“三纵四横”骨架路网结构（图 4）。“三纵”指月

梅路—梅松路、学子大道—规划路(环市北路-学子大道)、外环路。 

“四横”指规划路（月梅路-外环路）、环市北路、规划路（东山大

道-外环路）、S223 省道。 

规划区道路分为三级：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 

1）主干路：道路红线主要控制为 40m-60m，设计时速 40-

60km/h，双向 6-8 车道为主，主要包括环市北路、外环路、月梅路、

学子大道、梅松路、东山大道、S223 省道以及新规划主干路等。  

2）次干路：道路红线主要控制为 40-50mm，设计时速 30-

40km/h，双向 2-6 车道。 

3）支路：道路红线主要控制为 18m-24m，设计时速 20-

30km/h，双向 2 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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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道路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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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5） 

依据《梅州市城乡规划局业务管理制度汇编》的配置要求，参考

国家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采用分级与分类相结合的方法配置公共服

务设施。按市级、区级、居住区和居住小区四级配置，包括教育、医

疗卫生、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市政公用、商业服务等六类设施。 

1 个市级文化艺术中心：依托规划区内梅州市剑英图书馆、亮胜

客家艺术中心、嘉应歌剧院等有影响力的市级项目，打造以文化旅游

服务设施为主导的市级文化艺术中心。  

2 个区级公共服务中心：依托嘉应学院、梅州农业（理工）学校

等高校，设置教育培训区生活服务中心；依托客家公园、千佛塔等旅

游景点打造旅游服务中心。  

市级和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梅州市剑英图书馆、亮胜客家艺术

中心、嘉应歌剧院、高等院校（中专）、规划宗教文化创意基地、综

合管理服务中心等。 

1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按照每个居住区服务 3.0-4.0万人的人口

规模，服务半径 1000m，区域统筹布局 1个居住区级服务中心，为规划

区居住人群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提供服务。  

2 个居住小区级服务中心：按照每个居住小区服务 1.5-2.0 万人

的人口规模，服务半径 500m，结合中心绿地布局 2 个居住小区服务中

心，满足居住小区所需各类日常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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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级及居住小区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中小学、幼儿园、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综合体育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老年人服务中心、派出所、肉菜市场等。 

      

图 5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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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绿地系统规划 

以“显山、露水、织绿”的设计手法构建“四脉、七心、多廊

道”的绿地系统结构。 

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为 49.48hm²，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9.27%，规

划人均绿地与广场用地面积 14.99 平方米，包括： 

公园绿地：面积 42.49hm²，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7.96%，人均公园

绿地面积为 12.88m²。主要沿周溪河两侧及各公园绿地。 

防护绿地：面积 2.18hm²，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41%。主要分布

在外环路两侧及 110kV 高压廊道，起绿化和安全隔离作用。 

广场用地：面积 4.82hm²，占城市建设用地的 0.90%。主要是梅

江东侧院士广场用地。 

 

十、市政工程系统规划 

1、竖向规划 

道路竖向：规划所有道路坡度控制在 3.5％以下，满足城市道路

设计规范。竖向设计中综合考虑沿梅江、周溪河防洪堤标高。满足

100 年一遇的防洪堤标高。（图 6） 

          用地竖向：场地内部坡度可根据具体的建设类型进行调整。当

道路围合的地块为住宅用地时，场地内部可尽量保留原有地形；当

道路围合的地块用于建设大型公建时，规划宜统一进行土方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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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土地平整后地坪坡度小于 3%的地面形式规划采用平坡，地坪坡

度大于 3%或坡长大于 300m 的，宜采用台地。 

2、市政设施规划 

规划区内规划 1 处消防站、2 处电排站、2 处 110kV 变电站、2 处

电信设施、3 处加油站、6 处垃圾中转站、16 处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