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 莞 市 水 务 局 
 

关于第 20220176 号政协提案的办理意见 
 

九三学社市委办： 

《以海绵城市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建设品质的建议》收悉，

感谢对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经研究，结合市城

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的意见，办理意见如下： 

一、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基本开展情况 

我市作为广东省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市，目前正在开展系统化

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一是顶层设计方面，

海绵城市的顶层设计构建初步完成，做到海绵城市建设“四个

有”：1.有政策法规，完成了包含海绵城市建设内容的《东莞市

水土保持条例》立法，正在推进排水条例立法；2.有组织机构，

市里成立以市长为组长的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市海

绵办；3.有标准规范，逐步建立起东莞市海绵城市建设的技术标

准体系，编制了《东莞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东莞市建设

项目海绵城市设计专篇编制及审查要点》《东莞市建设项目海绵

城市设施竣工验收要点及指引》《东莞市海绵城市建设项目绩效

评估细则》，完成了建筑与小区、道路与广场、公园与绿地、水

务工程等行业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指引的编制。4.有管控措施。完

成了《东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等各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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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立项、规划、设计、施工、验收运维等各建设环节的海绵

城市管控制度编制。二是建设实效方面，系统化全域海绵城市

建设扎实推进。首先落实了市—镇两级规划全覆盖，完成了《东

莞市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东莞市中心城区海绵城市建设专

项规划》以及 34 个镇街、园区全部完成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编

制，为市-镇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提供规划指引；其次开展了海绵

指标全流程管控。目前已经开展了对地块、项目的海绵指标技术

审查。今年以来已经完成包括土地利用总规、土地出让、土地开

发等地块海绵指标核查 156 宗，开展项目海绵城市设计专篇审查

145 宗，确保现有豁免清单外所有项目都贯彻海绵理念，纳入海

绵城市建设管控范围。第三是推进了 1+7 海绵城市试点区建设。

1+7 个试点区中，黄沙河流域是跨镇流域海绵，松山湖、滨海湾

和谢岗镇是镇级全域海绵，常平、大朗是镇级城区海绵，沙田、

清溪是镇级小流域海绵。自启动试点以来，目前已经涌现了黄沙

河东城段、谢岗银瓶湿地公园、常平常新公园、沙田西太隆河流

域、清溪水流域等一大批贯穿海绵理念的包括建筑与小区、道路

与广场、公园与绿地和水务工程等各类建设项目在内的海绵典型

项目。 

二、存在问题 

（一）关于“镇（街）统筹力度不足”的问题 

2019 年 9 月，为加快推进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我市成

立了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市海绵城市领导小组，要求镇（街）

对照市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架构成立镇级领导小组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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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2020 年河长制考核。目前，除滨海湾外，其余 33 个镇街（园

区）均成立了领导小组。其中，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的镇街

（园区）有 13 个，其余为分管水务的领导担任组长。各镇街（园

区）海绵城市工作均已纳入城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议事日程。 

（二）关于“工作推进不够、政策体系不完善”的问题 

自 2017 年我市推动海绵城市建设以来，我市的海绵城市建

设工作虽然取得较好的进展，成功入选省级海绵示范城市，但同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国家要求衡量起来，还存在一定

差距：一是在组织层面，市海绵办作用尚未发挥。市海绵办人员

尚未充实，统筹协调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二是在政策层面，是绩

效考核机制尚未印发实施。我市海绵建城市因无考核机制去推

动，部门、镇街（园区）推进辖区海绵城市建设的动力显得不足。

三是在流程管控层面，全流程管控体系化建设尚未完成。项目建

设流程的个别环节还缺乏完整的技术及政策文件指引。四是在技

术支撑层面，还缺乏有力支撑。海绵城市是系统工程，涉及部门

多、专业多、环节多，涉及到阶段任务制定、系统方案编制、实

施路径确定、管控任务落实、技术标准制定、验收运维推进等各

环节工作。市相关部门（特别是我局）缺乏海绵城市建设专业技

术力量，难以专业系统地谋划海绵城市建设的各项工作。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按照我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部署要求，结合九

三学社市委办《以海绵城市建设为抓手，提升城市建设品质的建

议》，下来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计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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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组织领导。健全完善市镇海绵城市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和市镇海绵办的工作机制。充实市海绵办，建立市海绵办工

作队伍，确保市海绵办切实承担起市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职责。

协调推动镇街高位统筹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着力把镇街海绵城市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为调整为主要领导担任，进一步推动镇

街加大对海绵城市建设的统筹推进力度。 

（二）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完善东莞市海绵城市建设法规

制度，推动地方法规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在已出台《东莞市

水土保持条例》《东莞市排水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性文件的基

础上，2022 年完成《东莞市排水条例》（一审稿）并送市人大常

委会开展一审工作，为全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工作常

态化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三）编制系统化实施方案。按照省级示范建设工作部署，

编制《东莞市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以及

《重点达标片区海绵城市建设详细方案》，通过系统化实施方案

编制，统筹全市示范建设工作。 

（四）完善政策技术标准体系。制定出台《东莞市海绵城市

建设考核办法》，修编《东莞市海绵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办法》，进

一步查漏补缺，落实海绵技术标准全部门覆盖，突出海绵城市规

划、设计、建设、验收、运行维护等全过程管控。 

（五）建立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滚动发展。按照《东莞市

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对标省级系统化

全域推进海绵城市绩效目标，建立我市海绵城市建设年度项目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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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逐步推进我市海绵城市建设。 

（六）打造一批海绵城市建设典型项目。结合城市更新、
景观提升、碧道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建设项目，每年度打造一
批涵盖建筑与小区类、产业园区类、道路与广场类、公园与绿地
类、水务类等类型多样的海绵城市示范项目，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促进建设品质的全面提升。以小流域或排水分区为单位，综合推
进水土流失治理、排水防涝、水环境改善、水资源生态修复、水
资源利用等多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推进片区、流域的海绵城市
建设，打造一批生态清洁海绵小流域，实现海绵城市成片化推进，
提高海绵城市连片效应和显示度。计划 2021-2025 年期间在全市

范围内建设一批口袋公园打造能吸水、蓄水、渗水、净水的“海

绵体”，努力提升市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同时，让生态绿城“呼

吸”更健康。 

专此答复，再次感谢你办对我市海绵城市建设的关心和支

持。 

 

                        

                       东莞市水务局 

                       2022 年 7 月 19 日 

 

（联系人：郭继成、周铂涛，电话：0769-22830715） 

 

校稿：周铂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