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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南海人对水都有着一种执着，这

是根植于南海基因中的水乡情怀。由东江、西

江、北江冲积而成的珠三角平原上，在南海这片

107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有1182条河涌纵

横交错，38个湖库如珍珠落玉盘点缀其中，从桑

基鱼塘到工业大区，哺育了一座制造业城市。

从农业大县到工业大区，改革开放之初，南

海走的是工业化带动城镇化路线，“马路经济”

“乡镇经济”模式下，专业镇强势崛起。

南海区一位规划人士曾经谈到，南海以前

的城市化，是在专业镇基础上的城市化，整体规

划滞后，以镇为单元的城市发展模式，使得南海

的城市格局和层次并不清晰，甚至曾陷入“哪里

有工业园，就围绕哪里发展”的尴尬。

正因为这样的滞后城乡发展规划，形成了

南海“城不城、乡不乡”的城市面貌，城乡发展不

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是制约南海迈向

高质量发展的瓶颈。因此，南海也决心通过重

新规划，全面打造城乡融合的新格局。

2019年7月31日,省委深改委批复同意

南海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

区”,要求南海率先探索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

面对省委出的这道考题，南海给出的破题

思路是，以国土空间综合治理改革创新(简称

“南海地改”)为总揽式突破口，撬动了城乡空间

格局的重塑再造，实现了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

面振兴、产业全面升级、生态全面复苏。

事实上，经过千灯湖、博爱湖、听音湖等实

践，有力证明了“造湖”是推动“南海地改”的有效

路径。

与千灯湖和博爱湖不同的是，南海西部是岭

南特色保存最为集中也最为完整的片区，西樵山

等岭南文化旅游资源，更是南海的宝贵财富。因

而，听音湖便定位为“最岭南”的水体景观。

近年来，借助西樵山自然优势，依托听音湖，

西樵镇打造听音湖片区，积极探索生态与产业融

合发展模式。目前，听音湖片区飞鸿馆、樵山文

化中心陆续对外开放，宋城演艺项目正在落子布

局，听音湖岭南文旅RBD雏形已现。听音湖片

区围绕保护绿色家底、发扬红色精神、集聚金色

产业的发展路径，为南海城乡融合发展助力。

西樵镇也围绕“文旅融合城市，产城共融提

质”发展主轴，积极探索生态与产业融合发展模

式，追求生态GDP，实现从专业小镇向特色小镇

华丽转身。

由此可见，南海以湖为核的造城思路，体现

了城、产、人融合发展的理念。正如南海区区长

顾耀辉所说：“环境是竞争力，也是生产力。”

如今，南海正全力打造广东省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创新实验区，通过“南海地改”，下一个“千

灯湖传奇”会是怎样？一切皆可想象。

一个湖，能改变一座城市。这说法

不夸张。以湖为媒的造城思路，是敬畏

生态，尊重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通过生

态环境的修复再造扩充城市环境容量，

让高端产业、高端人才青睐有加，一座城

市的资源，也就有了全面盘活的机遇。

湖，成为南海规划发展的一个核心

元素。在南海规划的城乡融合发展十大

示范片区中，有5个以湖命名，这些环湖

片区将成为生产、生态、生活空间“三生

融合”的示范片区。

家住千灯湖畔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十多年前，千灯湖所在的区域还是一片

废旧的厂房，既没有高端产业，也缺少中

高档住宅，更谈不上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今，“造湖效应”已然显现。千灯湖向

北延伸为沥桂轴线，向南与虫雷岗山、佛

山涌、东平水道、怡海公园、半月岛构建

绿化新轴心，东往桂澜路商业带、映月湖

和三龙湾南海片区，西接叠滘水乡，成为

佛山城市中轴的延伸。

在南海的中部，依托博爱湖，狮山也

精心打造了“城市客厅”博爱新城。

“作为一名工作、生活在此的狮山

人，看着博爱湖从无到有，从热火朝天的

建设到目前成为狮山人漫步的美景地和

外地游客的打卡点，我心里充满着欢喜、

自豪之情。”南海经济开发区人民医院内

三科主任曾俊感慨道。

博爱湖片区除了有优美的人居环

境，还有和信广场、奥园广场、长华国际

等多个大型综合体，为市民提供了便利

的休闲、购物、美食环境，“向左一步是美

景，向右一步是美食，这样优越、便利的

人居环境，与千灯湖板块相比也不遑多

让。”诚如曾俊的真切感受，博爱湖的带

动效应正在不断加强。

对此，狮山镇镇长黄伟明深有同

感。他谈到，如今城市的发展，不再是延

续原来的工业园区的思路，而是融入生

态效应的新城区，这既是对土地高效利

用，也让人的居住感受更贴近自然。

以水为媒，以湖为核的造城思路，

实际上是通过生态环境的修复再造扩

充城市环境容量，将环境竞争力转化为

高端人才集聚的吸引力，这是南海这座

工业城市在新一轮城市竞争中的一个

“杀手锏”。

始于仙湖，自北向南蜿蜒8公里长的

有为水道，千百年来穿丹灶而过、奔流不

息。它流过仙岗、西城、银河、良登、塱心

5个村居，孕育了方献夫、康有为、陈澹

浦、黄花岗烈士等历史名人，凝聚了儒家

文化、道家文化、维新思想、忠义精神、工

匠精神、爱国情怀，涵养着“有为精神”的

内核。

有为水道是南海打造连片示范区的

一个缩影，更是其在工业先发地如何振兴

乡村这一命题下努力作出的回答。

40多年前，在南海星罗棋布的一个

个村镇中，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40多
年来，南海依靠强大的乡镇经济孕育出了

现代化的工业化体系和城镇化体系，成为

中国乡镇工业发展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过去粗放的工业发展模式，让南海在

资本快速积累的同时，也留下了城市化严

重滞后的硬伤。相对于过去数十年粗放

式和破坏式的建城模式，如今摆在南海面

前的新课题是，如何寻求生态和文化的回

归？其意在形成南海独有的魂。

事实上，魂的核心，在于乡村。时至

今日，南海这座工业大区仍然处处弥漫着

浓厚的岭南乡愁。在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大命题下，南海

以湖为带，串联起一道道乡村芳华，也找

回了南海人浓浓的“乡愁”。

在西樵简村，穿梭在花岗岩石板铺

筑的长街深巷中，波光粼粼的丁字涌穿

村而过，这样依水而建的古村，风韵依

存，静美如斯。可曾想到，在数年前，这

里不仅有大量低矮的厂房，而且村居环境

不容乐观。

随着政府提升改造听音湖片区，简村

内的低矮厂房被推倒，环境卫生在美丽文

明村居工作的开展中得到很大的改善。

宜居宜游的环境让简村有底气，接受听音

湖片区的辐射带动，西樵文旅的发展也让

简村明确了发展特色文旅等第三产业的

方向，“这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也改变

了村内产业结构布局。”简村相关负责人

表示。

可以说，一条湖的带动，让简村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乡村振兴大背景

下，南海以湖为纽带，以生态为特色，打造

了人水和谐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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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祖辈们便逐水而居，财富、人
气和文化，亦因水而聚，成百上千年的演变，
终于形成了一座座城市。然而，对于水，对
于生态最原始也最传统的敬畏，却在钢筋水
泥的城市发展中，逐渐被淡忘。

时至今日，对于城市而言，生态是一种
财富，回归生态更是转型方向。

了解南海的人都很清楚，近年来其一直
坚持走回归生态之路，千灯湖的生态回归便
是如此，造湖带来的城市和产业发展机遇，
至今仍影响深远——这片原本遍布旧厂房
的土地，随着千灯湖的建成，已成为南海市
民休闲的最佳去处。

千灯湖的甜头，引来其他镇街模仿学
习。博爱湖、听音湖、孝德湖、映月湖、文翰
湖、仙湖、青年湖……“造湖”经验不断在南
海复制。

这些经验和尝试，是南海生态回归城市
的缩影。实际上，从以往围绕工业项目建
城，到围绕生态兴城，南海以湖造城的思路，
铺排着生态城市的新格局。

■■盛夏的映月湖畔盛夏的映月湖畔，，市民沿着栈道漫步赏花市民沿着栈道漫步赏花，，黑天鹅不时穿梭湖中黑天鹅不时穿梭湖中。。

■始于仙湖，自北向南蜿蜒8公里的有为水道，流经5个村居，是

南海打造连片示范区的一个缩影。

■■沿桥拾级而下，夕阳下的博爱湖迎来一批跑者，用脚步丈量城市客厅的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