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打造南海区“六纵六横”快速干线体系，作为省市

高快速路网的补充，加强南海东中西部区域的快速互联互通。

●加快重大战略性通道建设，街接白云机场、广州南站、

佛山西站、珠三角新干线机场等重大区域交通枢纽，对接广深

港澳科技创新走廊；重点推进南港路、龙高路等提升改造工程

●强化佛山西站枢纽功能，加快推进佛山西站综合交通

枢纽配套工程、建设大道工程、兴业路提升改造工程等建设，

完善佛山西站集疏运体系

●重构中西部片区路网体系，重点推进虹岭路、樵金路、

樵江路提升改造等工程

●开展南海区“十四五”综合交通发展规划及实施计

划、南海区“六纵六横”快速干线深化规划、南海区有轨电

车线网规划

●开展轨道交通的安全保护和南海区快速公交

(BRT)网络专项研究及试验线实施方案等专题研究

●佛山中德工业服务区管理委员会南海片区建设局

正在开展片区交通专项规划研究，将三龙湾打造成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辐射源的重要组成板块

●开展中部片区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将狮山打造成粤港

澳大湾区产业高地、广佛西部地区交通枢纽和佛山科创新城

●开展西部片区道路交通专项规划，带动文化旅游相

结合的西部生态示范带发展

③ 广佛同城

② 轨道交通

近期重点加快推进广佛出口放射线二期(南海段)工程

建设

积极配合市级层面开展季华路东延一长江路一南浦大

道工程、海五路东延接海中路工程、港口路北延接玉兰路工

程、夏东路北延工程、碧江大桥、沉香大桥、大坦沙大桥和同

心桥等项目前期工作

④ 区域融合

对接地铁 研究下一轮城市轨道建设计划方案，力争将佛山

地铁5号线一期、6号线、7号线、8号线一期等项目纳入佛山市

下一轮城市轨道建设计划，做好轨道沿线的规划控制，力争广

州28号线西延至佛山西站，争取纳入广佛两市近期建设计划。

有轨电车 近期重点加快推进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

验段（桂城至三山枢纽段）、里水有轨电车示范段项目建设，

力争再建设1~2条有轨电车试验段。

四个重点

① 交通规划

打造“湾区枢纽区域 西部交通门户”

南海区政府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大会战”行动方案（2020年~2025
年）》，着力强化交通规划引领，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带动区域融合发展

交通是一座城市的命脉，也是一座

城市进步的标志。经过多年的努力，南

海已经发展成为一座覆盖陆运、水运、

空运、轨道交通的现代都市。尤其是即

将跨过十年的广佛地铁一号线，成为广

佛同城发展的重要见证。

通车十年，广佛地铁一号线发车间

隔从开通之初的8分30秒缩短至目前

高峰时段3分35秒，日均客流从最初

的不足10万人次提升至日均近60万
人次。数据的背后，是广州人才、产业、

资金在南海的加速流动。

如今，南海又迎来了粤港澳大湾

区、广佛全域同城、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等历史发展机

遇。在中国共产党佛山市南海区第十

三届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闫昊波提

出，要以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为契机，构建“一轴一核两带”发展格

局，全力打造一个出新出彩、走在前列

的活力新南海。

“没有便捷的交通，就没有舒适的

环境，就难以吸引优质产业和人才。”党

代会上，闫昊波明确提出，要把交通摆

在城市建设第一位。6月，南海两会决

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实施

“交通大会战”(2020年~2025年)的
报告》，很短时间内，“交通大会战”就从

报告落实为行动方案。

“行动方案将以打造‘湾区枢纽区

域、西部交通门户’为总目标，锚固南海

作为湾区重要交通枢纽，构建‘广佛一

体、多网合一、高效畅通’的立体交通

体系。”南海区副区长黄颂华表示，未

来，南海“交通大会战”将融入“大湾区

1小时通勤圈”、构建“广佛3060交通

圈”，全力支撑南海区“一轴一核两带”

区域发展新格局和“两高四新”现代产

业体系，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融合

发展。

按照“1·2·5”交通建设行动计划，

南海将成立区“交通大会战”指挥部（下

设“交通大会战”办公室），负责统筹协

调全区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工作。

“交通大会战”办公室是承担“交通

大会战”具体工作的主要部门，将负责

协调完成区委区政府和指挥部部署的预

期工作计划，组织召集协调会议、解决工

作过程中的问题难点，定期向各责任单

位共享工作进展信息等工作。

与此同时，南海还将设立技术咨询

平合，为交通大会战工作提供专业技术咨

询服务和全面技术支撑，协助策划重大交

通专题研究项目，对项目方案进行技术审

查，分析重难点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值得一提的是，为确保项目快速推

进，“交通大会战”各成员单位将为项目

规划、立项、报批、建设、验收等流程以

及财政资金配套方面开通绿色通道，确

保项目顺利实施。

以“交通大会战”推动南海发展

成立指挥部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5年实现南海交通持续提升

文/珠江时报记者周钊泷 通讯员周达生吴燕君潘国铧

“交通是城市的‘血脉’，

是百姓身边的民生。”1月12日，在南海

区第十三届党代会第五次会议上，区委书记闫

昊波对新一轮交通建设寄予厚望。

7月，南海区政府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交通大会

战”行动方案（2020年~2025年）》。未来5年，南海将以

此为抓手，着力强化交通规划引领，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带

动区域融合发展，构建“广佛3060交通圈”、融入“大湾区1

小时通勤圈”，支撑南海区“一轴一核两带”区域发展新格

局，构建未来“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和城市融合发展。

为确保项目快速推进，南海将成立区“交通大会

战”指挥部，并为重大交通项目开通绿色通道，

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背景

亮点

保障

一个目标

●以抢抓“双区驱动”战略机

遇，以打造“湾区枢纽区域、西

部交通门户”为总目标

一个体系
●锚固南海作为湾区重要交通枢纽，

构建“广佛一体、多网合一、高效畅

通”的立体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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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交通圈

当前，南海区正构建“一轴一核两

带”的区域新格局和“两高四新”现代产

业体系，不论是产业转型升级，还是城

乡融合发展，交通都是重要的社会经济

发展核心要素。

按照行动方案，南海将以“谋划一

批、新建一批、完成一批”为基本思路，

“广佛为中心、区域为重点、各镇街联

动”为基本策略，制定“1·2·5”交通建

设行动计划（一年推进启动，两年初见

成效，五年持续提升）。以此，全力推进

战略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快

速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交通发展，规划先行。南海区委区

政府谋划一批重塑南海交通格局的大

项目，包括南海区“十四五”综合交通发

展规划及实施计划、南海区“六纵六横

快速干线深化规划”和南海区有轨电车

线网规划等。

值得关注的是，打造“六纵六横”快速

路网，其中有“三纵三横”都是穿越狮山

的。接下来，狮山要着力打通往西部、往

东部的通道，尤其要打通穿越里水、大沥，

到达广州的通道，为狮山打造大湾区产业

高地和佛山科创新城奠定交通基础。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交通大动脉，是

推动广佛全域同城化的重要抓手。按

照行动方案，轨道交通方面，将研究下

一轮城市轨道建设计划方案，力争将佛

山地铁5号线一期、6号线、7号线、8号
线一期等项目纳入佛山市下一轮城市

轨道建设计划，做好轨道沿线的规划控

制，力争广州28号线西延至佛山西站，

争取纳入广佛两市近期建设计划。

今年是广佛同城的第十一年。在

上一个广佛同城十年中，南海区与相邻

的广州荔湾区、芳村等区域打通了多条

道路衔接通道，并通过广佛地铁、佛山

西站等轨道交通实现了跨区域快速往

来。如今，地处广佛交界的南海区，依

然承担着争当广佛全域同城化排头兵

的重任。为此，南海区将扭住同城化交

通路网这个重点，加快推动广佛之间轨

道交通、桥梁路网、跨城公交无缝对接。

按照行动方案，广佛同城方面，近期

重点推进广佛出口放射线二期（南海段）

工程建设，积极配合市层面开展季华路

东延——长江路——南浦大道工程、海

五路东延接海中路工程、港口路北延接

玉兰路工程等项目前期工作。

区域融合方面，重点打造南海区

“六纵六横”快速干线体系，作为省市高

快速路网的补充，加强南海东中西区域

的快速互联互通；重点推进南港路、龙

高路等提升改造工程；加快推进佛山西

站综合交通枢纽配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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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湾区1小时通勤圈”——广佛肇、

珠中江、深莞惠三大都市圈1小时通勤

●构建“广佛3060交通圈”——广佛核心区

30分钟内互达、外围组团60分钟到达主副核心内部

广佛3060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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