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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关市市区公共绿地管理规定》
政策解读

一、修订缘由或背景

《韶关市市区公共绿地管理规定（试行）》自 2019 年 11 月

颁布实施，有效期三年，到 2022 年底止。我我市作为国家第一

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和广东省最重要的生态屏障，又是国

家园林城市，对于城市公共绿地的规范管理尤为重要。在《韶关

市市区公共绿地管理规定（试行）》实施以来，我市公共绿地的

规范管理取得不错的成效，实施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好的做法，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2022 年中共韶关市委开展“改革攻坚规范治

理年”专项工作，其中要求加强市区园林绿化的审批、监管。因

此，需对《韶关市市区公共绿地管理规定》进行修订，明确公共

绿地的管理范围及各有关方面在公共绿地使用管理上的责任，适

应新的发展需要和管理要求，为保护我市市区公共绿地提供法规

依据，给市民提供良好城市绿化环境。

二、主要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一）《城市绿化条例》（2017 年 3 月修订）

（二）《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2012 年 7 月修订）

（三）《广东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07 年 3

月）

（四）《园林绿化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建城〔2017〕251



2

号）

三、主要内容说明

《韶关市市区公共绿地管理规定》分别对适用范围、管理体

制、公共绿地的规划和建设、公共绿地的保护和管理、罚则等方

面进行了明确，共二十二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和管理体制。一是本规定适用范围为本

市市辖三区建成区范围内的公共绿地管理。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

开放的各类公益性公园绿地、绿化广场、道路绿地以及风景游憩

绿地等场地。二是明确了市、区两级园林绿化部门在公共绿地管

理过程中的职权范围。市级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全市统筹协调、

指导、考核、监督、综合统计、制定相关技术规范等，区级园林

绿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事项审批等。

（二）公共绿地的规划和建设。一是明确了市级负责编制城

市绿地系统规划，区级负责辖区内的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二是

对保护利用山体森林资源建设城市公园做了相关规定。三是完善

了对绿化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环节的监管措施，强化重大绿

化工程事中事后监管，确保绿化工程建设质量。园林绿化工程单

项预算 50 万元以上须向市住建管理局提交初步设计方案，工程

项目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须有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参加审查。

市城市公园管理中心协助市住建管理局开展公共绿地项目各环

节监管，市建设工程质量与安全中心协助市住建管理局开展质量、

安全生产监管。园林绿化工程单项预算 50 万元以上验收须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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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管理局参加。

（三）公共绿地的保护和管理。一是明确了城市绿化管理奖

惩措施。二是年度、月度公共绿地养护计划由区级部门制定，市

住建管理局监督实施；公共绿地树木截干修剪直径 10 厘米以上

枝条且截干修剪树木 10 株以上的，或者面积在 1500 平方米及以

上绿地改造的，区级部门制定专项计划并报市住建管理局。三是

管养资金须专款专用。四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公共绿

地、砍伐和迁移公共绿地树木。同一建设工程占用城市绿地 5000

平方米以上的或迁移、砍伐城市树木 200 株以上的，由市住建管

理局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占用城市绿地 5000 平方米以下

1500 平方米以上或迁移、砍伐城市树木 200 株以下 50 株以上的，

由所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审核，报市住建管理局审批，每季度向市

绿化委员会报送审批情况；占用城市绿地 1500 平方米以下或迁

移、砍伐城市树木 50 株以下的，由所辖区城市管理部门审批。

市辖三区城市管理部门每季度需向市住建管理局、区绿化委员会

报送审批情况。因紧急抢险救灾的，可先实施后补审批手续。五

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公共绿地上设置与园林绿化无关

的设施。六是明确申请树木砍伐、迁移审批属于下列情形的，城

市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征求

公众意见：（一）涉及古树名木；（二）涉及胸径大于 50cm 数

量在 3 株以上树木的；（三）涉及城市道路、公园绿地及其他公

共绿地树木 20 株以上的。七绿地开挖必须审批。八是在公共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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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域举办活动须向辖区城市管理部门申请审批。八是加强古树

名木的保护。

（三）罚则。一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项目建设、养护监管过程

中，发现存在质量、安全等方面问题的惩处措施。二是对于破坏

公共绿地、损坏园林树木及园林设施等违法违规行为，按《广东

省城市绿化条例》进行处理，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部门依法处理。

四、解读方案

在文件印发后 10 个工作日内，文件起草部门将申请在韶关

市政府门户网站、韶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网站上全文刊登

该规范性文件及政策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