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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布局

建立城镇空间高标准

发展机制。
1

建立农村居民点用

地集中布局机制。
2

健全工业用地集

约发展机制。
3

建立农业空间连

片集聚机制。
4

构建生态空间

可持续发展机

制。

5

深入推进广

佛新城建

设。

6

加快建设

城市中轴

建设。

7

土地制度改革

探索以县域为单元开

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1

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

设用地市场体系。
2

建立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

享机制。
3

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4

产业结构优化

1 优化产业发展空间拓展机制。

2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3 构建科技创新支撑体系。

4 搭建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

5 创新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机制。

环境系统治理

同
步
提
升
新
格
局

1 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2 加快美丽乡村建设。

3 完善生态环境联动监管机制。

健全基层治理

1 探索基层社会治理现代

化新机制。

2 提升数字化城乡一体发展

水平。

3 构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

管机制。

4 完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

衡配置机制。

5 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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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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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是新时期省委、省政府赋
予南海的历史重任。在
南海区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城乡融合发展专题学
习会的次日，大沥镇以一

场大会，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承诺。
如今，《大沥镇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

区先行区实施方案》已正式印发。方案指出，大沥将促进城
乡全面融合发展，努力为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城乡
高质量融合发展探索新模式，为新时代广东城乡高质量融
合发展提供经验示范。根据大沥的计划，到2022年，城乡
空间布局明显优化，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到
2030年，基本实现土地结构性大调整，城乡高质量融合发
展格局基本形成。

“大沥的总体发展目标就是城产人融合。”大沥镇党委
书记刘浩文表示，将力争用3~5年的时间，将大沥打造成为
城市靓丽、产业高端、环境优美的高质量发展之城。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城乡高质量融合 大沥发力“先行区”
立足优势、片区发力、全面发动，大沥将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先行区

如何充分挖掘自身优势推动

城乡高质量融合，是大沥需要探索

的一个重要课题。“大沥处于粤港澳

大湾区的广佛极点，是广佛全域同

城化的融合区、桥头堡，区位优势十

分明显。”刘浩文表示，大沥有25公
里边界与广州接壤，商贸往来十分

密切。因此，大沥要集中精力、担当

作为，努力在城市更新、产业升级、

人才集聚等方面大做文章。

接下来，大沥将把握历史机

遇，在广佛新城规划建设中找准发

展定位、担当重要角色、扛起发展

大旗。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深入

推进广佛新城建设。以黄岐、盐步

为核心，在广佛“1+4”高质量融合

发展实验区基础上，大沥将着重推

动广佛两地生态、产业、交通、服务

等方面融合发展，共建广佛融合示

范区；以建设海北新城为切入点，

全面推进海北片区7个重点项目

（目前2个已出让）、1300多亩土

地的改造，从而加快广佛全域同城

建设进程。

刘浩文表示，大沥要发挥广

佛新城“主战场”优势，实现“以高

水平规划引领城市现代化、以城市

现代化促进产业高端化，让边缘地

区变成中心区、工业园区变成现代

产业园区、普通城区变成广佛都市

圈核心区”。同时，发挥广佛新城

“大平台”优势，促进“深圳科技+佛
山制造”以及“广州人才+佛山平

台”的融合。“我们还要学习广州、

深圳等先进城市经验，在补贴、住

房、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全

力将各类高端优秀人才吸引来大

沥‘落地生根’，提升大沥的人口质

量、发展质量。”刘浩文说。

此外，大沥还有一大优势，就

是位于南海千灯湖城市中轴。这

条全长12.8公里的城市轴线，其

中有7公里在大沥。近年来，区委

高度重视千灯湖城市轴北延建设

工作。对此，刘浩文表示，接下来

需继续对标桂城，高标准建设大沥

城市中轴，实现南海城市中轴的大

沥段和桂城段无缝对接、无差别对

接，推动产业过河、城市过河、环境

过河。

11月 30日，位于桂和路两

侧、占地355亩的创客小镇奇槎

片区，完成了全部的拆除工作。这

是大沥中轴迎来的又一新进展，也

为南延过河迈出坚实一步。

南延过河，东进广州；商贸大

沥，智创新城。在大沥镇镇长游剑

锋看来，实现这个路径，在推进城

乡融合的过程中，东、中、西三大片

区将要根据各自特点，承担起不同

的“使命”。其中，东部片区以治理

提效能，通过社会治理现代化，为

南海区委区政府推动“广佛新城”

打好基础，高质量提升商贸大沥。

中部片区以更新出效果，以城市更

新推动南海城市中轴崛起。西部

片区则以培育产效益，以南海区委

区政府“十百千”计划为契机，打造

一批特色产业社区。

要实现这些蓝图，其中一个

需要重点解决的“硬骨头”便是土

地供应问题。对于这个土地开发

强度达到80%的地方，要持续保

持较强的发展后劲，就必须不断提

高土地产出率。通过三旧改造“要

空间”“要发展”，成为了大沥的必

然选择。

坐拥27个农村社区和上百

个村级工业园，大沥本身具备非

常丰富的“三旧”资源。今年，大

沥按照“年内拆除整理1万亩村

级工业园改造土地”的要求，“拆

除一批、改造一批、升级一批”的

思路，对该镇111个村级工业园

进行升级改造。在任务压力下，

大沥镇城市更新办挑起重担、担

当作为，完成了10033亩拆除整

理工作。

如今，大沥还将重点放在连

线改造和连片改造。通过推进连

片产业用地集中管理、统筹开发，

今年大沥将建设2个超千亩连片

产业社区。同时，还以项目化推进

东、中、西片区融合发展，打造容量

大、配套强、环境美的城市发展板

块。加快3个旧城区活化提升，积

极探索旧村改造新模式，努力实现

人口集聚、土地集约、资源共享，力

争2020年内启动旧村居意向改

造项目6个。

围绕“一轴两翼同发展，三城

多园齐改造”的发展思路，大沥接

下来将继续把村级工业园改造、旧

村改造、旧城改造作为“主战场”，

进一步向“三旧”要创新发展空间、

生态文明空间、优质生活空间。

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先

行区，是大沥的使命与承诺。刘浩文表示，将继续通

过党建引领，以挂图作战、履职档案、暖心工程等举

措，激发党组织“火车头”带动效应，在园区改造、招

商引资、社会治理、环境提升等方面调动全社会力

量，共促城乡融合，进一步推动大沥高质量发展。

三旧改造后，土地整理好了，“装”什么成了最需

要思考的问题。12月2日，大沥将举行先进材料产

业发展大会，届时将发布大沥先进材料产业发展行

动方案，还有多个项目签约进驻。这正折射了大沥

接下来的产业发展思路。未来，大沥将加快产业升

级，引入新材料、创意产业、安全产业、医疗健康等一

批“两高四新”产业项目，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

大沥产业升级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以产业

提升、项目落地为导向，建立招商项目清单和台账，

努力“搬大树回家”，落实“沥商回家”计划。

产业不断提升的同时，大沥也将继续推动乡村

振兴。通过抓典范、树标杆，将节点变亮点，通过串

点成链、接链成片，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点；重点抓好

城市中轴、广佛新城、海北片区、百里芳华四大片区

的建设，打造产城人融合的样板。

在乡村环境提升方面，大沥还鼓励各农村社

区多想办法、多挖空间，以推动乡村振兴、花满沥

城为契机，通过见缝插绿、拆墙透绿、垂直挂绿、沿

路扩绿等方式，建设更多的社区花海、口袋公园、

街心公园。此外，大沥有 100公里的水道，活水

文章大有可为。因此，大沥要求涉河社区持续做

好水体治理，争取今年内全面消灭黑臭河涌，并在

此基础上注重规划设计，全力推进碧道建设，营造

水清岸绿的优美环境。

大沥镇位于广佛全域同城化核心区，人口结构

复杂，利益诉求多元。面对社会多元结构，如何统筹

各方、解决长期存在的治理难题，是大沥镇委、镇政

府一直关心的工作重点。大沥注重自治、法治、德治

“三治融合”，解决交通拥堵、城市“六乱”、建筑“两

违”、安全隐患等一系列社会治理问题，营造安全和

谐社会环境。此外，还通过开展“市民议事厅”“城市

面对面”“巡城马”等品牌活动，倒逼部门作为、群众

自觉、企业配合，进一步打造平安大沥。

全面发动

凝心聚力营造幸福之城

文/珠江时报记者李翠贞

通讯员 关艳娟刘成 邓倩茹

打造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格局

立足优势

根据各自特点承担升级“使命”

片区发力

城乡融合之路 大沥这样走

创客小镇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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