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海是一个幸福感极高的城

市，截至2020年南海已经三次登

上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单。

“产业富民”“民生惠民”“文化

润民”，是顾耀辉总结的南海“幸福

密码”。从产业富民方面来看，

2020年佛山市南海区全年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3177.5亿元，区域综

合实力连续6年位居全国中小城市

百强区第二名。截至今年6月15
日，南海区市场主体已经激增至

41.7万户，平均每8个人就有一个

“老板”。

根据《2019年佛山市南海区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全

年 全 区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55281元，比上年增长8.9%，城乡

居民收入增长跑赢了 6.9%的

GDP增长速度；机动车保有量超

100万辆，平均每3个人拥有一辆

汽车。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南海殷

实富足的生活是一代又一代南海人

接续奋斗的结果，这对增强城市幸

福感起到了决定性支撑作用。

每到周末，南海区桂城街道翠

颐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总是热闹非

凡。自2019年9月起，这里设立

了一个新市民学堂，在里面可以学

习煲汤、粤语、剪纸等佛山文化。“每

一期活动都爆满。”翠颐社区党委书

记关绮珠说，开设该学堂目的是让

新市民及其子女深入了解佛山传统

文化，增强对社区、对城市的归属

感，致力打造“熟人社区”。如今，虽

然因为疫情原因线下的学堂暂时停

办，但是在核酸检测、疫苗注射的现

场，都活跃着不少翠颐社区的党员

志愿者，他们将对这个城市的热爱，

投射在一次次的服务活动中。

这是新市民融入幸福南海的一

个生动缩影。一座城市是否能让人

幸福，要看她是否能做到“近者悦、

远者来、居者安”。

作为广佛都市圈核心区的南

海，行政边界与广州无缝接壤长达

92公里，得益于优越的区位优势，

南海与广州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密切

的商贸往来和人员流动。特别是

2010年广佛地铁开通以来，大大密

切了两地的交往，如今广佛地铁日

均客流量达到54万人以上，名副其

实的“广佛同城、南海先行”。可以

说，在南海既可拥有一线城市的商

务与居住环境，又可享受二三线城

市的高性价比服务，属于典型的“小

城成本、大城资源”。

从区位方面看，南海坐拥佛山

机场、佛山西站，紧靠广州白云机

场、广州南站，航空、高铁、高速、地

铁、港口一应俱全，高端酒店、商业

中心、写字楼等应有尽有。在南海，

人们能享受一流的商务配套和居住

环境。

从教育方面看，南海涌现出石

门中学、南海中学、南海实验中学、

南海外国语学校等一批标杆学校，

高考各项指标达到了北京、上海一线

城市水平，“品质教育、学在南海”的

金字招牌在珠三角地区颇负盛名。

从医疗方面看，近三年来南海

每年在医疗方面投入超过20亿元，

引入了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

孙逸仙纪念医院等省级高端医疗机

构开展合作办医，拥有15家公立医

院，其中6家三级医院（含3家三甲

医院），医疗资源位居全省乃至全国

同级前列，市民在家门口就可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

同时，南海又是一座现代都市

中的市井之城。在南海，人们除了

能享受大都市的繁华便利，也能享

受小城市独有的“慢”，处处充满人

间烟火气——现代与传统融汇交

集、相得益彰，既有高楼林立、商贸

繁华的现代都市气息，又有古村落

棋布、小桥流水的岭南传统印记。

在这里，广府生活习俗保存完好，叹

早茶、赏粤曲、行花街、游夜市，是南

海人民别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彩的生

活缩影。

文化,是城市的根和魂。南海

自秦朝设郡，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历

史，素有广东“首府首县”美誉，是岭

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作为南粤

“气标两广的人文之邦”，南海自古

人文荟萃，才俊辈出，孕育出康有

为、詹天佑、黄飞鸿、叶问等一大批

历史文化名人，以及粤剧、南狮、桑

基鱼塘等大批优秀的文化成果。

人文兴，则城兴；人文美，则城

美。正是这深厚的文化底蕴，让南

海持续繁荣和魅力永驻，深深根植

了幸福的基因。“秉承这一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南海锲而不舍‘以文塑

城、以文化人’，以高质量文化供给

满足群众精神文明需求，让城市因

文化而幸福。”顾耀辉表示。

围绕打造高质量文化导向型名

城，一方面，南海大力推动文商旅创

融合发展，积极实施“文化+”发展战

略，成功引入宋城·佛山千古情、虎

牙直播等文化产业龙头项目，在目

前拥有42家博物馆、艺术场馆基础

上，又大力打造100个展示新中国

百年历程的博物馆；另一方面，大力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积极推动传统

文化融入现代生活，烧番塔、赏灯

会、舞火龙、赛龙舟等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传统民俗活动受到全民追捧，

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绚丽多彩。

正如顾耀辉所言，幸福之于南

海，是物质的富足、生活的味道、记

忆的留驻，也是前行的动力、铿锵的

步伐、奋斗的热血。

品质南海，活力南海，幸福南

海，这是南海在制定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时所描

绘的构想，南海提出的目标定位是

创新发展引领区、城乡融合示范区、

广佛同城先行区、人文生态宜居区。

百年正芳华，奋斗谱新篇。构

筑品质之城、活力之城、幸福之城，

南海一直在努力奔跑、奋力前行。

正如2020年9月27日在广东省

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

推进大会上闫昊波所述，南海要焕

发当年“杀出一条血路”的改革精气

神，锻造敢为人先的“南海雄师”，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改革

发展新局面。

阔步走在新时代的复兴路上，

南海这支钢铁雄师，正书写出更波

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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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的南海大地，无论是写字楼，还是工业区，或是居民区，处处生机盎然。经历了改革开放多年的创新探索，乘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的浩荡东风，地处广佛腹地的南海，迎来创新发展的新时代。

从“城不像城乡不像乡”到借湖造城构建“生产生态生活”三生融合的都市空间，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耕时代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服务型经济

日趋主流的后工业化时代，从“敲锣打鼓贺文明”到三度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开放、包容、创新、精进、惠民，南海这座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和改革创新精神的千年古郡，正在新时代的复兴路上阔步前行！

南海雄师奋勇争先 复兴路上阔步前行

逐水草而居,顺天时而动，

是人类自古以来摸索出来的生

存法则，而借湖造城，以城聚产，

则成为近年来南海城市发展的

重要逻辑。熟悉南海的人，无不

知千灯湖，作为南海的城市客

厅、城市名片，千灯湖已经逐步

成为南海城市符号般的存在，这

是过去河网密布、龙舟村村通的

南海未曾想过的情景，也是南海

人无不赞叹的一个“传奇”。

用“水”来做城市的文章，源

于南海基因中的水乡情怀，在佛

山南海这片1073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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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南海整理出成片

的农田、烂泥地、旧厂房，一个改

变未来南海城市格局的湖正式

动工。从2002年7月千灯湖

公园一期落成开放，再到如今经

过四期的开发及优化，千灯湖发

展成为“一家四子”的大家族，如

今的千灯湖之大，可以用“跑一

圈就是半程马拉松”来形容。弹

指一挥间，20年过去了，千灯湖

已成为中轴线上最靓丽的风景。

千灯湖不仅是一个城市更

新的传奇，更是一个“筑巢引凤”

的传奇。与造湖生态效应相伴

而生的，是以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商业模式为代表的新经济。

2007年，广东金融高新区伴湖

而生，如今，1000多家国内外

知名金融机构和企业环湖而聚，

成为强大的国际化金融后台基

地与现代产业金融中心。千灯

湖也被誉为佛山“城市客厅”。

2015年，千灯湖“扬帆出

海”，斩获景观设计的“奥斯卡

奖”——全球城市开放空间大

奖，成为中国首个摘取该荣誉的

项目。在获奖介绍词中有这么

一段话：“这一设计打破了中国

城市建设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当许多新城面临‘空心化’问题

时，南海却依靠千灯湖的声誉成

功吸引到了投资者、新居民以及

游客。”

从一片老旧低矮厂房到一

片碧绿之地，到如今蜕变成一个

复合型的城市中心区域，千灯湖

片区的崛起，是南海诠释生产、

生态、生活空间“三生融合”的最

早范例，更印证了南海产业升

级、环境再造、城市转型的蝶变。

可以说，千灯湖是南海以湖

造城的起点，而后的时间里，这

个成功模式在南海各镇（街）不

断地复制。最先复制的是怡海

湖，该湖被誉为“桂城第二个千

灯湖”，在2010年左右开放后，

成为桂城城市形象的代表作之

一。尝到甜头的桂城街道，继续

将新城区的“造湖”经验搬到老

城区平洲片区，2015年映月湖

公园拔地而起，成为桂城的又一

个城市形象地标。

在东部，南海“以湖造城”效

应已经显现，以千灯湖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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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城文翰湖片区，过去是南

海的边缘地带，如今，这里崛起

了文翰湖国际科创小镇，并依托

季华实验室等省级战略科技创

新平台，打造成“广佛科技城，湾

区第一站”。在水清岸绿的文翰

湖畔，虎牙全球研发总部、欢聚

集团产业互联总部、宏旺集团总

部、富士康工业富联佛山智造谷

等国内新经济的头部企业已成

功进驻，这些企业将带动上下游

企业集聚，逐步搭建起产业生态

链。

在中部，依托博爱湖，狮山

正精心打造“城市客厅”博爱新

城。湖岸两旁绿树成荫，风吹湖

面泛起涟漪。位于佛山一环西

侧的博爱新城，通过对原有的山

塘、水库进行连通改造，如今已

打造成一个水面和景观总面积

约1200亩，呈“掌状”形态的调

蓄景观湖公园。

在西部，听音湖片区是“岭

南文旅RBD”核心区域，西樵镇

正以西樵山与听音湖片区为核

心，促进山上山下联动发展，深

化“文化+旅游+体育+会展+演
艺+乡村振兴+生态公园”融合发

展模式，高起点、高标准打造大

湾区高品质岭南文旅小镇。

如果说，借湖造城如神来之

笔般，让南海拥有了高品质的城

市形态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骨

架，那么拥有“一城双站”的优势

则让南海发展也搭乘上了高

铁。在中部，总投资逾138亿

元的佛山西站，不但打开了南海

的新门户，也被视为狮山和南海

中部城市崛起的新引擎。佛山

西站凭借自身枢纽新城规划建

设，加速产城人融合，成为狮山

承托起南海中部片区崛起的新

支点。

而依傍广州南站这一超级

高铁枢纽，佛山三龙湾南海片区

正处于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今

年2月2日，广东省大湾区领导

小组印发《三龙湾发展总体规划

(2020~2035年）》，在省级层

面明确了三龙湾的发展定位：面

向全球的先进制造业创新高地、

珠江西岸开放合作标杆、广佛融

合发展引领区和高品质岭南水

乡之城，对这里提出了更高的建

设要求。三龙湾南海片区也信

心满满，今年拟以建设局作为建

设主体，计划实施项目48个，总

投资56.97亿元，聚焦交通、景

观、智慧化及人文内涵展现等四

大领域，全面提升环境建设。

走过改革开放初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粗放式发展阶段，南海除了需要对城市格

局进行重塑，城市品质的提升也迫在眉睫。

如果说，借湖造城、借站造城，对城市南海的

架构建设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那么城市更

新、村级工业园改造则对南海的城市品质提

升意义重大。

为加快释放发展空间，推动土地二次开

发，2007年南海在全省率先探索“三旧”改

造模式，获得广泛认可。经过十余年努力，

南海已实施改造项目数百个、涉及土地数万

亩，投资额超 1600亿元。借三旧改造东

风，南海在“城中村”和工业园上打造出广东

金融高新区这样美轮美奂的城市客厅，雕琢

出听音湖、映月湖等湖城相映的城市景观，

孕育了瀚天科技城、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

区、大金智地等优质产业平台载体。

实际上，十多年来，通过城市更新、村级

工业园改造，让片区实现蝶变的案例，在南

海的镇街比比皆是。

在桂城生活的黄彩云，特别喜欢去南舜

怡海港逛街。复古的欧式建筑、浪漫的爱情

大道、别具一格的彩灯长廊、28层高的多功

能办公楼……都让她觉得很有都市风情。

沿着南舜怡海港广场的主干道往里走，儿童

天地、岭南美食街、欧式风情街等“街区”风

景徐徐展开，可谓一步一景，步步皆景。

让黄彩云不曾想到的是，眼前这个极具

现代设计感、配套完善的大型休闲娱乐旅游

中心，几年前还是一片堆满垃圾的荒地。这

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得益于桂城村级工业园

改造政策的实施。南舜怡海港所在地曾经是

一处占地125亩的建筑垃圾临时堆场和空

地，夏天散发臭味、冬天扬尘的问题突出。该

地块不仅经济效益低，而且环境风险大。

2015年，依托桂城村级工业园改造政

策，东二经联社将西约、东约、中约3个自然

村的土地进行集约整理，将整片集体工业用

地转为商业用地，并通过农村集体资产交易

平台将土地使用权进行流转，南舜地产作为

投资商，获得该地块40年使用权。

位于大金智地的粤港澳大湾区（南海）智

能安全产业园内，一栋栋高标准现代化厂房

非常“高大上”。作为“国家安全产业示范园

区创建单位”，其引入了佛山市南海区公共安

全技术研究院、挪威船级社国际安全评级学

院等机构，60多家高成长科技企业落户。

2021年1月5日，大金智地改造项目入选广

东省“三旧”改造优秀案例绩效卓越榜名单。

而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片区还被称

为大金工业区，工业区内以6家陶瓷厂为

主，周边集聚着一批五金、陶瓷等企业。随

着城市发展的需要和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推

进，这些原来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被淘汰，

在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兼有的这个片区，丹

灶整理出连片的空间，并将总体定位为高端

产业服务区、科技创新先导区、都市型产业

集聚区。连片改造后的大金智地，先后引入

联东U谷、728创域等一批高端产业载体项

目，导入社会优质资源，促成了智能安全产

业在片区集聚发展。

而九江镇则以临港国际产业社区为重

点平台，坚持“科学集约、择优落地”的原则，

正通过村级工业园改造实现“腾笼换鸟”，布

局高端医卫用产品、新材料、智能装备制造、

大健康等主题产业，全力把九江打造成“中

国医卫新材料集聚区”和“珠江西岸先进制

造业高地”。

上述案例，只是南海推进城市更新和

村级工业园改造的一个缩影。土地是产业

和城市的载体，没有土地就没有发展空间。

而推进城市更新和村级工业园改造，则是南

海盘活土地资源、实现品质提升的法宝。为

了改变南海土地开发强度大、土地利用效率

低的尴尬局面，切实为产业腾出发展空间，

南海从2012年开始举办城市更新项目推

介会，从一次几十个到数百个项目推出，见

证着南海城市的发展。经过十年的持续运

作，推介会已然成为南海城市更新与招商引

资无缝对接的桥梁。

当前，南海正在全面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发展机遇。

“我们要以实验区和‘两业’融合发展试

点建设为契机，科学合理布局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为城市、产业升级赋能。”南海区区

长顾耀辉表示，接下来，南海将聚焦土地利

用碎片化这个主要矛盾，深入推进村级工业

园升级改造和旧村整村改造，探索以县域为

单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加快形成一批

千亩、万亩产业集聚区，建设一批承载大项

目、大产业、大集群的专业园区。

产业是一个城市发展最硬核的

实力，从农业大县到制造业强区，产

业南海有很多理由值得自豪。在位

于南海狮山的一汽-大众佛山分公

司，代表着大众全球自动化程度最

高的总装车间，每分钟都有一辆大

众车下线；在全国的15个内衣畅销

品牌中，南海大沥的盐步便占了七

个；全球460米以上高楼中，有一半

使用南海的坚美铝型材。这里还有

27年专注包装瓶磨具“磨”成亚洲

第一的星联精密；坚守20年突破技

术封锁、奠定高端摩轮世界领先地

位的中南车轮；从零开始坚持17年
研发的源田床具机械；专注做好一

颗磷铜球、连续8年占据中国印刷

电路行业百强排行榜专用材料的第

一名、全球最大的磷铜阳极生产厂

家承安铜业。

风云激荡数十年，南海从“敲锣

打鼓贺富”开始，在“一穷二白”的广

阔天地里，创造了“六个轮子一起

转”的南海模式，造就了百花齐放的

产业集群，形成了战斗力卓著的隐

形冠军企业群；奋勇挺进新时代，带

着草根力量崛起的那股活力，依托

从本土生长起来的品牌企业和来自

全球的行业标杆，南海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时代机遇下，正大步走在高

质量发展轨道上。

细数多年来南海产业发展的脉

络，实干与创新始终是不变的致胜

秘籍。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体

现得尤为明显，那时候全社会还秉

持着“越穷越光荣”的主流观念，为

了群众这种不敢致富、怕露富的观

念，1980年1月10日，时任南海

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带领干部，带着

贺信和鞭炮，专程来到南沙大队贺

富。在备受争议之下，南海全国首

创的“敲锣打鼓致富”，让这个“首

富村”得到“官方认可”。1981年

8月 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

报道了南海农村经济的发展，并配

发社论《像南海那样把农村搞活变

富》，一时间“像南海那样”成为了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民的向往。

连续三年贺富，让南海农村干

部群众挺直腰杆，放开手脚干了，搞

个体、私营、合资企业，不用“犹抱

琵琶半遮面”，南海上下掀起了“学

富、比富、赶富”的热潮。到了

1984年年底，南海工农业总产值

比1978年翻一番，县财政收入首

次突破1亿元，农村劳动力务工、商

者首次超过半数，人均国民收入首

次突破千元，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

“首富县”。

而后，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搞经

济的活力，鼓励县属、公社、村办、队

办、联合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齐

发展，南海提出“六个轮子一起转”

的口号，在全国首开将个体经济与

其他所有制经济同等对待的先河。

在这个背景下，南海乡镇企业与非

公有制企业异军突起，并逐步形成

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如盐步内

衣、西樵纺织、南庄陶瓷、大沥铝材、

平洲制鞋等。而后，依托这些产业

集群，南海出现了带有国字号荣誉

的“中国铝材第一镇”“中国内衣名

镇”“中国纺织面料名镇”等专业镇。

在南海，改革与开放的步子几

乎是同时拉开的。1980年端午节，

在梁广大等人的精心策划下，中断

了40多年的传统民间活动——“半

山扒龙船”在西樵山天湖上演，港

澳、海外乡亲闻讯而至，锦龙盛会聚

集10余万人。盛会让海外侨胞、港

澳同胞重新认识了南海，开启了回

乡投资办厂的热潮。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港资、外

资来南海投资，靠的是乡情及对劳

动力和土地成本的考虑，那么90年
代之后的港澳台及外资进驻，则更

多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及对内地

市场的看好，合作形式不再以“三来

一补”为主，而是管理、技术、品牌的

全方位移植。

经过40年的积淀发展，当年农

田一片、一穷二白的南海，如今已拥

有 10个年产值超 200亿元的产

业，拥有22万户市场主体，形成了

“制造业为主、民营企业为主、中小

企业为主”的鲜明产业特色，构建了

以有色金属、汽车整车及零部件、智

能家电、平板显示器件、半导体照

明、家具制造为主导的门类齐全的

现代产业体系。

2018年，南海提出了“两高四

新”概念。这正是南海立足改革开

放40年基础上，对高质量发展蓝图

的一次表达、一次瞭望。发展“两高

四新”产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南

海基于自身的基础和需求，对如何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理解，以及落

地的建设方案。

虽然南海制造业整体水平不断

提升，但对照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

在大而不强问题仍然突出、优势制

造业的创新能力不强、先进制造业

占比还比较低等不足之处。市委常

委、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指出，要推

动高水平创新、培育高端化集群、建

设高能级平台、拓展高品质空间，

“继续大力发展科技创新载体，打造

‘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

区’全孵化链条，进一步激发南海创

新的创业活力。培育一批技术含量

高、成长速度快、产业模式新的瞪羚

企业，催生一批具有颠覆式创新、爆

发式成长、竞争优势突出的独角兽

企业。”

/区域格局/
一城双站多湖 构建城市新格局

/城市品质/
发力村改大攻坚 推动城乡融合

/高质量发展/
奋进新时代 构筑两高四新产业体系

/美好生活/
以人为本 不断提升市民幸福感

■一汽-大众华南基地二期工厂生产线。

■佛山西站打开了南海的新门户，也被视为狮山和南海中部城市崛起的

新引擎。

■2月26日下午，南海区村改大攻坚现场会在大沥镇召开。图为村改项目清拆现场。

■作为南海的城市客厅、城市名片，千灯湖已成为南海城市符号。

■西樵镇听音湖片区。 珠江时报记者/章佳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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