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显滨海特色 打造“蓝湾百里”最亮明珠 

 

连岛是江苏省内第一大海岛，拥有珍贵的基岩与沙滩
岸线，以及特色突出的渔村聚落与建筑风貌，同时可体验
渔业生产与生活，是展现江苏滨海特色的理想载体。为实
现充分发挥连云港山海相连、港城相依的独特优势，打造
现代化产业名城、旅游名城，同时按照彰显海滨特色、丰
富内涵、完善功能的要求，协同推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
设的总体要求，连云区委、区政府及时跟进，与省城市规
划设计院、东南大学规划设计院韩冬青院士多次沟通，实
施连云港市连岛城市滨海特色空间塑造试点项目，以“观
文旅连岛、感生态连岛、享富民连岛”为目标。规划包括
连岛街道全域约 7.6 平方公里，其中西连岛陆域面积约 
1.25 平方公里。 

 



 
 

 

一、观文旅连岛——全局谋划展现滨海特色 

高标准深融入制定规划：连岛街道整体提升规划覆盖

连岛街道全域，由韩冬青院士带队，重点对连岛街道规划

建设情况和资源条件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研判。结合新的

要求，以保护生态环境、延续风貌特色、改善居住条件、

提升旅游品质、丰富旅游产品为目标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

的衔接，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合理组织交通游

线，提供多样化交通出行方式，优化道路交通格局，构建

全域慢行系统；充分发掘旅游资源，规划策划旅游项目，

合理预测游客规模，提升旅游服务能力和水平，丰富旅游

设施和标识系统，创新探索运营管理模式等。规划成果到

达概念性城市设计深度。在整体提升规划的指导下，对西

连岛进行修建性详细规划，开展村落形态、建筑特色等专

题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准化、陪伴式的规划设计，既

注重西连岛的整体管控，又保障具体项目的可落地性，近

远结合，制定详细的管控图则和项目库，达到有效指导下

一步工程设计的目的。 

二、享富民连岛——功能性建筑提供致富民之路 

渔村客厅：渔村客厅选址在小龟山、滨海石径、安臵小区



 
 

 

三者交汇之处，现状市场、酒店等设施，建筑质量和风貌

一般，此地视野开阔，与沙滩连为一体， 北向观海，南

向观城，是重要的连接性公共空间，占地面积约 1.3 公

顷。方案利用海湾+沙滩+广场+防风林木的布臵，打造公

共开敞空间，保护小龟山形态的可识别性。功能组织：特

产市集+特色餐饮+游客服务+ 社区服务。连云市集位于

东南侧，方案以新鲜鱼市为出发点，再现渔村风情的熙熙

攘攘；融入餐饮、文创、零售功能，树立新的市井引爆点，

规划建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方案将现状一栋废弃的 

5 层建筑改造成观海楼，建筑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充

分利用其地段优势，层层设臵观景休憩平台， 将海岛特

色发挥到极致。 

 
渔村客厅规划图 

安置小区提升改造：拆除私搭乱建，恢复建筑原貌，

在提升居住体验的基础上进行立面和细部的提升。安置小



 
 

 

区改造应借鉴传统建筑的风格、色彩等，尽量保证风格的

简洁明快，建筑色彩采用连岛建筑常见色系，并利用渐变

的手法，让大片的建筑和谐又富有变化。采用垂直绿化，

使其成为蓝天碧海下独特的风景线。改善之后的小区焕然

一新，凭借小区近海的地理优势，许多居民办起了民宿，

居民借此有了另一条致富路，不仅生活环境得到了改善，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高。 

 
安置小区提升规划图 

三、感生态连岛——保持渔村风貌 留住乡愁记忆 

龟山渔村区域：在保持原来渔村肌理的前提下，彰显

特殊的空间体验和文化魅力，充分利用各类闲置资源和景

观资源，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整体环境品质。提倡原住民

参与，将渔村生活方式进行活化利用，适度植入新的功能



 
 

 

业态，形成不设屋顶的露天博物馆。保护海岛形态：龟山

的海岛形态是最为重要和最具特色的资源，周边新建项目

不破坏现有的形态。保护渔村肌理：渔村整体的空间肌理

是保护的重点，原有的地形地貌、街巷、空间秩序等都应

尽可能保留，保持有机的空间形态。保存生活方式：原滋

原味的渔村生活是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因素，不能急于求

成，失去原住民。提升环境品质：改善环境是规划的重点，

尤其是道路设施、市政设施、开放空间、景观绿化、建筑

风貌等，通过综合的提升改造，打造宜居宜游的渔村。活

化开放展示：挖掘闲置资源作为科普展示、文化旅游等功

能，鼓励传统建筑的合理利用，开放给游客参观，让大众

更加深入了解连岛特色和文化。功能适度植入：保持渔村

安静祥和的氛围，避免引入不适宜本地特点的功能业态和

大尺度建筑。渐进式更新：鼓励在整体风貌控制的基础上，

成熟一块改造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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