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一轮意义深远、波澜壮阔的历史性跨越，在南海

更广阔的天地展开。

2021年2月19日，农历牛年正月初八。在南海举行

的佛山市村改总攻坚现场会，发出了打好打赢村级工业

园改造总攻坚战的动员令，以2023年为限，全市低端、低

效、破旧的村级工业园区必须退出历史舞台。

“南海在全市的村改任务最重，要改的面积最大。

南海用决心和毅力向全市表明，要在两年总体完成全区

的村改任务。我提议全场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支持和鼓

励！”会上，佛山市委书记鲁毅勉励南海坚决打赢村改这

场没有任何退路的硬仗。

村级工业园改造被视为一场事关高质量发展全局

的深刻变革，是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乡生态品质

同步提升的关键所在，更是再造一个高质量发展新南海

的必由之路。

每一次闯关，每一轮跨越，
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南海创造

了“全国首富县”“广东四小虎”“中国县域经济标杆”的

辉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一

片片村级工业园在集体土地上崛起，使南海乡村快速实

现工业化，“六个轮子一起转”的南海模式闻名于世。

进入新发展阶段，曾为南海民营经济、实体经济立

下汗马功劳的村级工业园，却因效率低下、动能不足、环

境欠佳等原因而显露疲态，甚至成了“散乱污破”的代名

词，成为南海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40年前，南海通

过“六个轮子一起转”走在全国前列。40年后，南海如何

扛起新使命，“当标兵、作示范”，全力以赴打好打赢村级

工业园改造总攻坚战，开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新格

局？

2019年7月31日，省委深改委批复同意南海区建设

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要求南海全力推

动空间格局再造、产业集群再造、生态环境再造、基层治

理再造、政府服务再造，奋力在城乡全面融合、乡村全面

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走在全国前列。

2020年9月19日，省委深改委印发的《佛山市南海

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实施方案》

进一步提出，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着力点，以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试点为契机，以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突

破口，科学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推动城镇、农

村、产业和生态合理分区、相对集聚、协调发展，促进城

乡全面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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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首批8个省级支持事

项重磅落地，明确允许直接复制省内其他实验区已获批

权限、优先支持复制推广广东自贸区改革创新经验，为

续写新时代“不是特区胜似特区”的南海篇章注入强大

动力。

在南海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这

盘大棋局中，村级工业园改造是必须破解的发展难题，是

南海干部群众必须作答的时代之问。2020年1月6日，南

海区委区政府召开提速加力村级工业园改造推进大会，

以“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的昂扬姿态，打响了村

级工业园改造的攻坚战。

由于历史原因，在佛山五区中，南海村级工业园数

量最多、土地利用碎片化问题最大。南海共有612个村

级工业园，总面积18.9万亩，占全区工业用地面积58%，

其中需要拆除改造10.2万亩。跟其他四个区比较，待改

面积最多、任务最重。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客观的见证者。数

据显示，2020年，南海区共拆除整理村级工业园4.4万

亩，超额完成年初制定的拆除整理3万亩的目标任务。

目前，全区累计拆除整理6.2万亩，建成项目载体1800万

平方米。南海还在全市率先启动城中村整体性升级改

造，以夏北社区5个村为代表，全区已有25个城中村谋

划实施整村改造，总面积3.1万亩，其中近半面积为村级

工业园改造。

一子落而满盘活。村级工业园提升改造与腾挪归

并，不仅推动南海城乡面貌焕然一新，更是重塑南海产

业空间格局。2020年，全区新引进超10亿元产业项目

12个，计划投资总额382亿元，投资额同比增长45%，“两

高四新”产业呈现加速集聚的态势。

一旦出发，必须到达，
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向村级工业园改造要创新发展空间、要生态文明建

设空间、要人民群众优质生活空间，是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从更高远的发展目标上率先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战略抉择；是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

实验区、再造一个高质量发展新南海的必然抉择。

打好打赢村改总攻坚战，再造一个高质量发展新南

海，必须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握城乡空间重塑、品质提升

的关键和根本。

改革开放40多年，南海快速推进工业化、以工业化

带动城镇化，走出了一条在集体土地上“把农村搞活致

富”的路子。时过境迁，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不合理，

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土

地利用碎片化的积弊凸显，成为制约南海发展能级、城

市品质的最大瓶颈。

打好打赢村改总攻坚战，要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城

乡空间重构放在突出位置，从根本上改变和提升南海城

乡的空间结构，加快构建“一轴一核两带”新格局，让南海

变成一个真正现代化的、与国际接轨的新城市空间。

随着千灯湖片区北延东拓，千灯湖、映月湖、文翰

湖、沥桂新城等片区集中连片开发，南海城市中轴越来

越有内涵、越来越有魅力；狮山制造业创新核心区加快

推进佛山西站枢纽新城、南国桃园等片区建设，重大产

业项目的承载力不断增强；广佛同城示范带全面对标广

州先进城区，三龙湾南海片区强势崛起，加快实现城市

边界变城市中心；西部生态示范带围绕西江、北江做好

“水文章”，谱写产业与生态共美、城市与乡村融合的诗

画南海。

打好打赢村改总攻坚战，再造一个高质量发展新南

海，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处理好整体推进与

重点突破的关系。

按照“一个提升、两个连片”基本思路，南海划定总面

积244平方公里的城乡融合发展十大示范片区，145个重

点项目和9条特色廊道建设加快推进。在这个过程中，南

海坚持“工改工”为主，将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重塑产业

空间格局的重要突破口；坚持破旧立新并举，将村级工业

园改造作为招引重大产业项目的重要突破口；坚持村级

工业园升级改造和乡村振兴、旧村居改造结合，将村级工

业园改造作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克难中之难、攻坚中之坚，聚焦长期存在的土地利

用碎片化问题，集中力量推进连片村级工业园改造。对

低矮散乱低效的村级工业园，确保真拆实拆、应拆尽拆、

应改尽改。村级工业园的拆除原则与方法，从以往的成

熟一处、拆除一处，调整为低矮散乱低效的必须拆、重点

区域内的优先拆、连片“工改工”的重点拆；从社会资本

实施拆除整理为主，调整为政府主导、国有资本与社会

资本参与并重；从快拆快建调整为“拆”“建”“储”并重，

通过大面积连片拆除、集体建设用地转国有建设用地，

加强连片产业土地储备，为优质项目发展和城市未来留

足空间。

倍加珍惜千辛万苦腾出的宝贵空间，把改造出来的

土地主要用在发展产业上。村级工业园曾经是南海民

营经济发展的摇篮，直至今日，村级工业园内仍有规上

企业1000多家、产值超亿元企业110多家。要在村改中

精准服务好企业增资扩产，推动企业在村改中发挥更大

作用、实现更大发展。

打好打赢村改总攻坚战，再造一个高质量发展新南

海，必须科学把握和运用系统观念，发挥改革在推进村

改中的关键作用。

南海村级工业园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分布零散、不

成规模，面积100亩以下的占比高达43%，严重制约了产

业提升和环境改善。大力推进连片村级工业园改造和

连片乡村振兴，加快形成一批千亩万亩级现代产业集聚

区，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深度，加强改革系统集成，从

源头上提高土地等要素资源配置的效率，做到总体上规

划、全域性腾挪、多模式探索。

村改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找到各方利益的“最

大公约数”，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南海

坚持“国资带动、社会参与、连片改造、产业为主”，灵活

运用国有资本主导改造、连片改造混合开发、旧村居旧

厂房混合改造、微更新微改造、挂账收储收回出让、集体

建设用地入市开发、社会资本投资改造、生态复垦复绿

等成熟的改造模式，探索“工改工”连片工业园改造等新

模式，努力做到改得好、改得稳、改得快。

改革成于实干，实干推动改革。九江临港国际产业

社区，24个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所有权进行合并和置换

调整，西樵听音湖拓展区130多间厂企搬迁，桂城夏北社

区率先开展整村改造，金沙岛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

这些项目涉及的土地历史遗留问题，在村改中得到有效

解决，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在村改中得到优化提升，南海先

行先试的创新实践再次证明：越是攻坚克难越要不失时

机推动改革，越要善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任重而道远者，不择地而息。

一个奋进的时代，总有一种敢为人先的意志力量；

一座向上的城市，总有一种赓续传承的精神禀赋。在产

业空间上再造一个新南海、在生态文明上再造一个新南

海、在城市形态上再造一个新南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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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现土地结构优化调整，城乡高质量融合

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湖上春既早，田家日

不闲。”用唐代诗人丘为这首诗，来比喻南海村改总攻坚

的政策环境、制度供给和创新氛围，来形容南海在村改

中的比学赶超、“万亩奔腾”“万马奔腾”，是最恰当不过

的了。

奔腾吧，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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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南海
◎李清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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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千灯湖。珠江时报记者/方智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