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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花街”是广府地区春节
前的“例牌节目”。为避免疫情
防控期间市民聚集，丹灶镇不
集中组织举办2021年新春花
市活动，转而采取“线上+线下”
多渠道模式，解决市民和花卉
种植户买卖年花，助力花农拓
宽年花销路。

●线上
超13万人次逛赏云上花市

综合居民采购鲜花需求大、

花卉种植户售卖方式单一等因

素，丹灶镇农业农村办公室和各

村（社区）走访镇内多个花木场，

了解鲜花库存情况和售卖路径，

最终制定了以直播销售、“小农

丁”网络平台销售、多个媒体平台

刊登年花销售点信息、村（社区）

和楼盘设临时摆卖点等多渠道销

售模式，满足居民和花卉种植户

买卖年花的需求。

“1分钱抢购优惠券，可到指

定花场凭票消费抵用。”2月 4
日、5日，丹灶镇开展“春暖丹灶·

云购年花”花农年花直播销售活

动，在线观看超过13万人次，点

赞数近27000次，成功下单交易

率近7成。

“六个花苞的兰花原价65元/
盆，直播间售卖最低价38元/盆。”

丹灶镇石联社区南丰经济社四岭

岗花场农户陈锦辉受邀做客直播

间，以优惠价作为直播福利与粉丝

互动。“第一次体验直播卖花感觉

很新奇，希望年前能把花卖完。”陈

锦辉准备了4000余盆兰花，通过

直播平台、“小农丁”网络平台双联

动下，目前已经售出了75%。

●线下
增设临时摆卖点

线上有平台，线下如何买

卖？为合理统筹年花销售问题，

丹灶镇制定了年花销售工作方

案。方案中提及，线下销售可根

据人口居住分布情况，在楼盘、社

区等增设临时摆卖点，供周边居

民分批购买。

“摆摊第四天，如今仅剩下

200多盆。”年桔零售商杜邓崧与

往年一样，进货了600多盆年桔，

“得知可在临时摆卖点售卖的消

息，我立即向市政部门提交申

请。”杜邓崧在云峰路拐角处和横

江公园附近找准了位置，根据部

门审批要求提交申请，于4天前入

场摆卖。“居民对年桔需求量大，

目前不担心销量问题，年前应该

能卖光。”杜邓崧说。

往年，丹灶镇迎春花市设在

云峰路，吸引了众多市民逛赏。

而今年，云峰路仅有两档临时售

卖摊，顾客陆续上门光顾。“平均

日销量约100盆，厂企团购最高

70余盆。”与年桔摊并排的菊花摊

出自炳记花木场，有万寿菊、蝴蝶

金菊等多类品种，均价8元的靓

花，吸引顾客到场挑选。“有了临

时摆卖点，方便我们线下零售。”

工作人员黄惠娴介绍，今年炳记

花木场种植了3万盆鲜花，以批发

和零售相结合的形式出单，剩余

千盆菊花可在年前售罄。

“我帮你把花搬上车吧。”身

穿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正协助黄惠

娴，将顾客购买的鲜花搬运上车，

并向顾客告知养花细则。这也是

丹灶镇年花销售工作方案内的暖

心服务，由丹灶镇团委组织一批

志愿者，分别安排在镇内21个临

时摆卖点，协助花农售卖年花。

●探索
传统产业积极“触电”

疫情之下，为了满足消费者

需求，丹灶镇将买卖年花作为民

生实事来抓，充分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将线下售卖年花的单一传

统模式，朝着线上售卖的多渠道

电商模式探索。

疫情防控期间，线上经济成

为拉动经济的主力，区长、镇长也

成为产品带货的队伍，为许多本

土产品销售开拓了市场渠道。在

这直播带货东风吹拂下，丹灶镇

抓住发展浪潮，致力将传统产品

朝着电商模式探索发展，此次年

花售卖便是农产品线上售卖的首

次尝试。

丹灶镇农业农村办公室联合

全镇 28个村居开展调查工作。

据前期调查数据汇总获悉，全镇

共有盆花 45万盆、菊花切花约

580万支。调查过程中，花卉种

植户表示销售渠道单一，存在鲜

花滞销的可能性。

汇集全镇花卉种植情况后，

丹灶镇多部门共同制定了年花销

售工作方案，其中便将直播销售

和“小农丁”线上平台销售纳入主

要线上平台。相关工作人员将汇

集花卉信息纳入电商平台后，让

居民可以通过手机端逛赏“云上

花市”，购买心仪的年花。

自开展线上售卖鲜花至2月
6日，丹灶镇直播销售成功下单交

易率近7成，“小农丁”线上平台销

售订单量2600单，成交额13.7
万元，为花卉种植户打开了线上

销路。

截至2月6日，丹灶镇内盆花

剩余10万盆、菊花切花剩余100
万支。丹灶镇将销售年花带入电

商模式后初显成效。下一步，丹灶

将持续探索创新工作模式，为乡村

振兴工作注入多元发展新动力。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云上花市火爆 线下摊点热卖
丹灶直播销售年花交易率近7成，“小农丁”线上平台成交额13.7万元

2月3日，在丹灶镇仙湖湖畔，澹

如书屋正式营业，24小时不打烊。你

可以随时前来，品茶读书、远眺湖景，与

名人对话、与智者同行。

澹如之名，源于丹灶人康有为先

生。书屋盈立于湖畔，白墙立顶，美观

大气。未来3年政府将投入1000万

元运营，以文赋能，构筑仙湖氢谷“白天

科创+晚上文创”的高地，在最后一公里

服务好高端人才落户的生活配套。

丹灶是怀揣梦想人们的聚集地，是

让奋斗者实现梦想的地方。丹灶城市、

产业、人文发展相互融合，唯有全面的高

质量，才能推动片区发展的良性循环。

2021年，备受瞩目的“仙湖氢谷+
有为水道”板块，未来将持续聚焦“两高

四新”现代产业，以“研发与智造”为主

题，重点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电子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文化创

意等服务业，加快形成“科创经济+产业

集群+文化创意”的城西范式。

而“智能安全产业园+翰林水道”板

块，将以建设“安全产业总部+高端智能

装备制造基地”为目标，推进配套路网、

管网和载体建设，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推进“翰林水道”规划，提升翰林湖公园

品质，完善住宅、商业、教育等配套，致

力将大金片区打造成为“高端产业聚

集、服务功能完善、生态环境优美”的产

城人文融合发展示范区。

发展不忘民生，发展为了民生。新

建醒华小学增加小学学位1080个，新

建仙湖幼儿园增加幼儿学位360个，

新建金沙中学学生宿舍楼新增住宿生

床位960个；拓宽改造荷桂路为双向

六车道，总长约5.15公里，新建双向

四车道的徐海路，总长约0.5公里；推

进村“三线”（电力线、电视线、通信线）

整治专项行动……2021年，丹灶镇加

强对民生领域的投入，项目涵盖公共安

全、文化教育、环境保护、交通出行等。

开局即决战，起步即冲刺。2021
年，丹灶镇将努力建设一个富庶繁荣、

美丽精致，让人魂牵梦萦、来了就不想

离开的有为之乡。

创新丹灶：让制造业升级让奋斗者圆梦
丹灶全力建设高质量全面发展标杆镇，打造有为之乡

■丹灶镇开展“春暖丹灶·云购年花”花农年花直播销售活动。

■丹灶积极推进仙湖氢谷建设。

近日，南海区丹灶镇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会场外，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守护丹灶群众的安全和健康；会场内，
“创新”“民生”“提速”等议题高频出现，代表们关注疫情防控，更心系丹灶城市未来的航向。

谋定而“快”动。丹灶镇党委书记张应统要求，面对特殊复杂的形势，站在“十四五”开局之年的丹灶，要继续以建设“高质量全面发展
标杆镇”为总目标，以打造“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和做制造业创新“客厅”为产业定位，五年再造一个新丹灶。

“丹灶，鼓励创新，崇尚实

干，善于创造。”丹灶高企协会

会长、广东中鹏新能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万鹏用三个词形

容丹灶。1月13日，南海区

召开鲲鹏人才大会，万鹏荣获

二类人才创办企业配套奖励。

1992年，万鹏在大学从

事教学工作，机缘巧合下，他

带着一批学生到佛山南海实

习。当时，南海欣欣向荣的发

展态势给他留下深刻的印

象。1999年，他放弃铁饭

碗，开始创办中鹏热能，并选

择扎根丹灶这片崇尚制造业

的热土。

丹灶这座城市的发展奇

迹和造富神话，潜移默化地为

万鹏的成长与际遇埋下伏

笔。每年都有成千上万在逐

梦路上的拓荒者、敢闯敢试的

改革者涌入丹灶，丹灶也在努

力帮助他们抢抓机遇推动企

业做大做强做优。

2021年，丹灶镇将全力

支持中鹏、康士柏、原点智能、

炬申物流等本土企业做大做

强、成功上市，大力推动“个转

企”“小升规”，2021年要实

现新增“小升规”企业60家以

上。同时，积极推进五金产业

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工作，深

度打造“有为五金共享制造平

台”。逐步建立以有效投入为

核心的供地机制，以入库税收

为核心的企业评价机制，探索

低效用地企业退出机制，谋划

建设万亩产业园区。

在丹灶镇西联这个常住

人口不足一万的社区，企业数

量竟多达 700多家，几乎是

家家开厂，户户经商。丹灶镇

共有28个村居，民营经济发

达，企业数量众多，是丹灶产

业经济活力的来源。

“十三五”期间，丹灶镇

的管理者们大力扶持民营经

济，并以此为突破点，改善丹

灶经济结构，以极大的战略

耐心培育出独具特色的产业

布局：机械、五金、汽配成为

丹灶经济的存量，氢能、智能

安全、生命电子成为丹灶经

济的增量。

如今，在高科技新兴产业

的发展上，丹灶的速度在珠三

角乃至全国是领先的。

2020年，丹灶镇共引进

26个产业项目，50个科创团

队项目，4个超10亿元项目，

7个外资项目。丹灶镇实现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320.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5%，增速位列全区第一。

一串串亮眼的数字背后，是民

之所盼，政之所向，体现了所

有丹灶人的辛勤付出和镇委

镇政府守土尽责的使命担当。

2021年，丹灶镇将继续

以建设“高质量全面发展标杆

镇”为总目标，以打造“珠三角

制造业创新小镇”和做制造业

创新“客厅”为产业定位，五年

再造一个新丹灶。

过去五年，丹灶打破传统制

造业的框框，探索产业创新的新

路径，在各行各业不断书写着石

破天惊的传奇。

2015年至 2019年，丹灶

镇地区生产总值从97.62亿元

增长至148.27亿元，年均增长

11%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从

194.5亿元增长至 300亿元，

年均增长11.4%；税收总额从

14.74亿元增长至 30.28亿

元，年均增长19.7%，提前一年

实现翻一番的目标；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镇从第99位大幅跃居至

第40位，多项发展指标呈大幅

上升趋势。

亮眼的数据背后可以看

到，如今的丹灶，通过产业创

新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充沛

动能。不管是产业集群，还是

产业属性，上万家企业牢牢扎

根丹灶，体现出巨大的向心

力。

迈进“十四五”，丹灶镇将一

手抓新兴产业提质扩容，一手抓

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建设现

代化产业体系，在更高起点建设

珠三角制造业创新小镇，主动融

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2021年，丹灶将加快佛山

仙湖实验室建设，推进仙湖氢能

科创中心项目建设；全面落实

“加速器十条”政策，全力保障省

科学院仙湖科创加速器暨院士

成果转化中心仙湖基地项目、联

东加速器四期项目建设；加快澹

浦科技产业园建设，高品质建设

瞪羚动力谷。

2021年，丹灶镇力争新增

高新技术企业40家以上；鼓励

企业增强研发能力，推动规上工

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率达56%
以上；新增省级、市级、区级工程

技术中心20家以上；计划再引

进10个以上创新创业团队或项

目。

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加码升级先进制造业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让奋斗者实现梦想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通讯员 叶迟华张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