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威海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的通知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

委，市政府各部门、单位：

《威海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已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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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功能品质，彰显山海风貌

特色，扎实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加快打造优质均衡发展的精致城

市样板，根据中央、省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有关部署，结合我市实

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威海要向精致城市方向

发展”殷切嘱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城市更新行

动作为精致城市建设重要抓手，聚焦全域治山、系统治水、综合

治城，着力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塑造城市特色风貌，转变城市发

展方式，不断增强城市整体性、系统性、生长性，打造宜居、韧

性、智慧的“精致城市·幸福威海”。

二、工作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目标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需求导向，以

中心城区为重点，以八大特色行动和十大重点片区为核心，系统

推进城市更新，到 2025年打造栖霞街特色街区等一批城市更新

典型项目，建成城市更新示范片区 2个以上，特色主题街区 5个

以上，自然岸线保有率保持在 38%以上，各区（含环翠区、文登

区、高区、经区、临港区、南海新区，下同）城市建成区绿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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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在 43%以上，精致社区覆盖率达到 30%，智慧社区覆盖率

达到 90%，山、水、城布局紧凑合理，城市不精致问题得到有效

解决，城市人居环境、经济活力、风貌特色、安全韧性、治理效

能显著提升，探索出符合我市实际的可持续城市更新模式。

（二）基本原则

——坚持体检引领、系统更新。尊重城市发展规律，把城市

作为有机生命体，以城市体检引领城市更新，做到“无体检不项

目、无体检不更新”，促进城市全生命周期可持续发展。

——坚持以人为本、全龄友好。聚力解决出行难、停车难等

群众关切问题，不断完善城市生活、产业、生态、人文和安全韧

性功能，提高城市承载力、宜居性、包容度。

——坚持守牢底线、彰显特色。严格控制大拆大建，坚持“留

改拆”并举、以保留利用提升为主，延续城市肌理，使传统与现

代、自然与人文有机融合，保留城市特有“基因”。

——坚持政府引导、多方参与。妥善处理政府、市场和公众

三方关系，鼓励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机制。

三、扎实开展八大行动，系统提升城市功能品质

聚焦优化城市人居环境、彰显城市特色风貌、补齐基础设施

短板、拓展产业升级空间、提高城市安全韧性和智慧管理水平，

不断健全城市体检与更新衔接机制，扎实开展社区环境焕新、特

色街区打造、低效用地整治等八大行动，建立市、区两级项目库，



— 4 —

全领域、全环节、全要素发力，全方位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

能级。

（一）社区环境焕新行动。按照“15 分钟生活圈”和完整

居住社区标准，加快推进老旧小区连片更新改造，实施飞线规范

整治、转供电设施改造、沿街外立面改造、无障碍及适老化改造、

非机动车停车棚及充电设施设置、小区封闭管理、雨污管网改造、

垃圾分类设施建设、停车设施建设和智慧小区建设等“十大必改”，

对老旧小区同步进行智慧化改造，加快推进棚户区改造，开展创

建“精致社区·美好家园”市级典范行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目标任务：到 2025年，全面完成 2005年以前建成老旧小区

改造任务，完成棚户区改造 2249套，创建星级智慧住宅小区 300

个以上、完整居住社区 76个、“15分钟生活圈”34个，精致社

区覆盖率达到 30%。

（二）特色街区打造行动。通过培育体验型新场景，打造全

龄友好公共空间，优化街区设施和交通环境等，打造一批高颜值、

高品质、有故事的特色街区，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目标任务：到 2025年，通过分类引导、新业态培育等方式，

完成栖霞街特色街区、老港区、卫城大院、文登城区中心片区、

文登区云龙商业街等城市更新改造项目，完成欧乐坊、韩乐坊商

圈升级改造，启动小石岛更新项目。

（三）蓝绿空间提质行动。持续推进“绿满威海·四季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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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绿化行动，推动滨海、临山等生态敏感地区生态修复，加强

海岸线整治和河道空间管控，不断完善“山体公园—城市公园—

社区公园—游园（口袋公园）”四级公园体系建设，重点增强公

园可达性、舒适性，加强功能复合，促进绿道成网，构建更加完

善的城市生态系统。

目标任务：到 2025年，加强市、区两级 46个山体保护，完

成生态林保护培育 4761公顷，完成黄家夼废弃矿山生态修复，

改建或新建望岛河游园、摩天岭郊野体育公园等 11处公园，完

成望岛河和凤凰山 2条城市绿道建设，完成葡萄滩、半月湾等 5

处海岸线整治修复，完成羊亭河、涝台河等 41条河道生态化改

造工程。

（四）精致空间塑造行动。高标准打造进威门户节点，开展

既有建筑外立面整治行动，重点抓好安全维护、色彩管理、改造

设计和信息化管理，同步开展楼顶油毡整治，提升农贸市场功能

性和观赏性，开展街巷微改造和精致街道建设，不断提升城市形

象。

目标任务：到 2025年，推动威海站、威海北站等交通枢纽

和高速出入口等重要城市出入口及周边片区更新；完成世昌大道、

文化路、昆明路等 10条主干路，以及都市商业圈等人流密集场

所和业主反映强烈的既有小区建筑外立面问题改造；完成帝王宫

和长峰农贸市场更新改造；推进滨海大道—香港路、滨海大道—

东海路等 4条街巷微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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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通承载扩容行动。以构建畅达道路网络、提升交通

运行效率为目标，重点完善道路交通结构，协调动、静态交通系

统，系统提升交通运行效率。结合基础设施“七网”建设行动，

贯通交通干道，增加生活性道路，强化城市内部组团联系，畅通

区域微循环，增加停车设施，释放道路通行空间，完善千里山海

自驾旅游公路沿线配套设施，不断提升城市道路服务能力。

目标任务：到 2025年，新建 G18荣乌高速文双段，总里程

约 32公里；改造提升 G228丹东线、S201威东线等 30条国省道

次差路，维修总里程约 140公里；新建或改建宫松岭路（统一路

—西北山路）、恒大东海滨附路（胶州路—仙姑顶路）等 14条主

干路，总里程约 25公里；新建或改建千山路、卧龙山路等 18条

次干路，总里程约 16公里；新建或改建重庆街（菊花顶路—北

山路）、学海路等 23条支路，总里程约 50公里。结合道路更新

改造，不断优化车行空间，改善人行空间，提升绿化空间。完成

文登天润曲轴停车场、临港区智慧停车场和蓝湖东路新建停车场

建设，增加停车泊位 3000个。进一步完善千里山海自驾旅游公

路基础设施，优化服务体验，改造提升自驾驿站、观景平台 23

处，推动沿线驿站规范化、标准化运营。

（六）韧性基建攻坚行动。通过城市更新，完善市政公用设

施体系和综合防灾减灾体系，强化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推

进城市功能海绵化改造，推广绿色低碳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提升

城市安全运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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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到 2025年，加快推进初村污水处理厂、蒲湾污

水泵站等 15处供排水设施，王家河变电站、高区岛前 35KV变

电站等 11处供电设施，以及环翠区、高区利用华能（威海）电

厂余热供暖等 8 处供热设施和市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建

设，重点对沿海滨路、文化路、青岛路等主次干路敷设的给水、

供热、燃气等老旧管线进行更新。聚焦防灾减灾领域突出问题，

推进新城消防站及应急物资储备库、中韩自贸区园区消防站及应

急物资储备库 2处消防救援站项目建设，完成不锈钢波纹管更换

55.2万户，完成古寨西路与文化路交叉口、古寨西路与世昌大道

交叉口等 6处内涝点整治。

（七）智慧城市筑基行动。加强城市智慧管理，推广智慧化、

数字化应用场景，实现城市管理科学化、精细化。不断增强城市

大脑智能化支撑能力，加快推进新型通信网络、基础算力、智能

终端等信息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部署市政智能化基础设施，

打造数字孪生城市。实施智慧社区突破行动，构建跨层级、跨领

域、跨部门社区治理体系，发展宜居便捷普惠的社区公共服务，

不断提升城市智慧水平。

目标任务：到 2025年，完成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既有住宅小区全部纳入智慧管理体系，不断完善市、区两级数据

库；完成智慧工地、智慧燃气监测平台建设，加快智慧校园、智

慧医院、智慧景区、智慧商圈、智慧停车场等建设，智慧社区覆

盖率达到 90%，达到五星级智慧城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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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低效用地提效行动。推动存量低效用地提质增效，坚

持生态保护和公共利益优先，通过生态修复、产业升级、功能完

善等方式，分类引导低效用地功能转变，促进空间利用集约紧凑、

功能复合、低碳高效，推进产城融合。

目标任务：到 2025年，完成珠海路南、望岛河南、威韩商

贸城等 3处生态修复型、10处产业升级型、15处功能完善型低

效用地转型升级，完成临港区智慧天地中心、临港区中欧智造（金

沙岭）创业港等 5处产业园区品质提升，完成环翠钓具共享平台

基地青年中心、中韩自贸区产业园青年中心 2处人才公寓建设项

目。

四、着力打造十大片区，树立城市更新全域样板

以片区综合更新改造为重点，按照“一带塑造、五心强化、

两镇提升”的思路，高标准打造小石岛及西海岸片区、卫城—金

线顶片区、西苑—皇冠片区等十大重点片区，打造中心城区人气

最高、特色最足、承载能力最强的核心片区，为全域精致城市建

设提供引擎和样板。

（一）“一带”塑造，打造自在都市山海漫游带。重点打造

小石岛及西海岸片区、远遥科技湾片区、东山片区 3个片区，完

善千里山海旅游自驾公路（环海路）沿线服务设施和消费场景，

激活最具威海特色的都市魅力海岸。

1.小石岛及西海岸片区。以“海洋休闲牧场·日落浪漫海岸”

为主题，重点对火炬八街及周边街区进行更新，利用滨海空间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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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体空间串联打造星空营地，在小石岛设置 1处集观景、便民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幸福海”驿站，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

为日落浪漫海岸。

2.远遥科技湾片区。以“海洋科技新港·蓝色创梦桃源”为

主题，重点对北山街微更新改造，将其打造成数字创意市集，在

远遥科技湾区外围社区植入灵活办公、产业服务平台和初创产业

社区等空间，建设海洋科技研学公园，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

造为海洋科技先锋港。

3.东山片区。以“文化时光礁岸·山海创意画廊”为主题，

重点打造半月湾艺术综合体，在半月湾和海源公园分别打造 1处

集观景、便民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幸福海”驿站，建成 7处太

空舱民宿，全面完善环海路基础设施，推进山东村多业态综合体

建设，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为山海浪漫海岸。

（二）“五心”强化，构建中央都市服务轴。重点打造卫城

—金线顶片区、威海公园—会展中心片区、山大（威海）—哈工

大（威海）片区、西苑—皇冠片区、文登城区中心片区等 5个片

区，激活中心城区商业和产业活力，提升重点功能组团和产业组

团能级，带动城市公共服务和人口活力提升。

4.卫城—金线顶片区。以“卫城记忆故里·精致城市客厅”

为主题，重点推进栖霞街改造和城市客厅项目，提升完善环翠楼

公园，在金线顶片区打造升级版韩乐坊，进一步激发生肖街活力，

更新改造卫城大院、威海剧场，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为中



— 10 —

央文化复兴区。

5.威海公园—会展中心片区。以“中央活力绿轴·人文共享

客厅”为主题，重点将威海公园、威海国际展览中心、图书馆、

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中心进行空间联动，增加连廊或过街天桥

等设施，积极解决停车难和电动自行车通行等问题，并升级片区

业态，丰富体验场景，力争到 2025年打造成为城市文化地标片

区。

6.山大（威海）—哈工大（威海）片区。以“青年荟聚央芯·文

体创智引擎”为主题，重点实施威韩商城低效用地提升和毕家疃

别墅区有机更新项目，与山大（威海）—哈工大（威海）及周边

创新平台协同联动，打造城市双创产业社区和青年生活聚落，力

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为文体教融合智汇区。同时，完善奥林

公园、威海体育馆、固铂成山体育场等周边配套设施，强化标识，

增强联动，打造城市中央体育公园片区。

7.西苑—皇冠片区。以“最韩不夜都会·枢纽创新智谷”为

主题，重点对华夏路和海峰路开展整治提升，串联高铁站、韩乐

坊及周边低效楼宇，推动韩乐坊规模东拓，向东带动华发等区域，

对长峰农贸市场和西苑片区实施更新改造，消除安全隐患，提升

社区环境，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为中央活力区示范区。

8.文登城区中心片区。以“绿廊通山水·片区聚活力”为主

题，打通抱龙河和峰山之间的景观通廊，以昆嵛路两侧为轴线，

重点对老政府地块、三里河地块、柳营街步行街等进行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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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商业布局，丰富消费业态，同步实施道路和基础设施建设，

补齐公共服务功能，建设完整社区，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

为文登区最具活力的商业街区。

（三）“两镇”提升，打造精致新城发展典范。重点打造张

村沈阳路沿线片区和羊亭工业园—嵩山珠海路南片区 2个片区，

着力改善提升城镇容貌，探索创新城镇发展模式，为全域精致小

城镇建设更新提供示范。

9.张村沈阳路沿线片区。以“威西明珠·工贸动脉”为主题，

重点对沈阳路进行断面优化及风貌提升，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

打造为西部精致门户。

10.羊亭工业园—嵩山珠海路南片区。以“流光新川·智造

绿廊”为主题，重点对羊亭河及湿地公园进行改造，有机缝合产

城空间，力争到 2025年将片区打造为高新智造与滨水生态有机

共荣的产业新城。

未列入本次三年行动方案的城市更新工作任务，由各级各部

门按职责和计划推进。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由市“精致城市”建设工作指挥部牵

头开展城市更新行动，负责重大政策研究、重点问题协商、重点

项目推进等工作。指挥部办公室负责协调工作推进，组织开展工

作指导和监督评估。各区和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梳理行动重点领

域、重要项目及难点堵点问题，细化任务书、时间表，集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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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

（二）强化政策支撑。各部门要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

重点围绕资金土地、规划建设、审批服务等方面，加强配合

衔接，打好政策“组合拳”。将城市更新项目涉及的立项、

规划、用地、建设等审批手续纳入“绿色通道”，优化审批

流程，提升审批效率。

（三）加大培训力度。通过精致城市沙龙论坛等平台机

制，组织集中培训、专题培训等，加强市、区两级政府（管

委）相关部门及人员业务培训，加强融资和运营辅导，提高

城市更新水平。

（四）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发挥各类媒体作用，加强政

策宣传解读，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做好城市更新行动意愿征

询和项目实施信息公示公告，广泛收集社情民意，保障群众

合法权益。组织开展城市更新示范项目评选等活动，引导社

会各界关心、支持和参与城市更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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