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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两年，南海干出哪些成效？

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书写高质量南海篇章

站在桂城街道海八路的荣

耀国际金融中心俯瞰，这条车流

不息的马路是一条分界线，把城

市形态划分两半。分界线的南

边，是佛山的“城市客厅”千灯湖

公园，以及围绕千灯湖迅速崛起

的高楼；分界线的北边，与千灯

湖一河之隔，连片老旧厂房通过

改造被整理为平地，这里是大沥

沥桂新城中轴核心区所在地，千

灯湖北延的“桥头堡”。

这是南海用改革创新推动

城乡融合发展的生动“路线图”。

2019年7月31日，广东省

委深改委批复同意佛山市南海

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

革创新实验区”（下称“实验

区”）。2020年9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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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国土空间布局调整、连

片村级工业园改造、城乡产业升

级等9项具体工作方案也随之

公布，实验区建设全面铺开，宣

告南海将扛起为全省城乡高质

量融合发展探路的历史使命。

厚望如山，催人奋进。两年

来，南海持续发挥敢想敢闯、敢

为人先的新时代改革精神，以

“地治改革”为牵引，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以工农互促、城乡

互补为抓手，推进空间连片集

聚，以一股“创”的劲头、“干”的

作风，为城乡融合发展再添浓墨

重彩的一笔，初步形成了城乡高

质量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走出了一

条在集体土地上快速推进工业

化、城镇化的发展路子。然而，在

高质量发展的当下，土地利用碎

片化、产出低效、规划基础设施薄

弱、安全隐患等诸多问题也频频

出现。

为了破解发展困局，2019年，

南海以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为契机，全方位

谋划推动城乡建设、产业发展、农

村集体经济、基层治理等各领域的

系统改革，率先探索建立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2020年印发的实验区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

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着力点，以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为契机，以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突破口。

事实上，南海一直着力推动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对“旧城镇、

旧厂房、旧村庄”的“三旧”改造等

举措，开启城乡用地、生态环境以

及产业融合发展的结构性调整。

早在 2015年，南海区成为全

国33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地

区之一，承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改革试点任务，之后追加

了“农村土地征收”“宅基地制度改

革”的任务，“三块地”改革成为南海

土地改革的里程碑。

其中，南海以问题为导向，形成

系列具有南海特色的创新举措，比

如探索租赁产权登记，允许承租人

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有效保障用

地企业权利，提高集体土地市场吸

引力；再比如探索产业载体项目分

割销售，允许集体土地上的产业载

体办理预售及分割销售，进一步释

放了集体建设用地权能，帮助用地

企业提高资金运转效率等。

如今，南海集体与国有建设用

地逐步趋向同权同价，城乡统一、国

集互补的建设用地市场初步形成。

实验区建设，南海思路明确，

就是牢牢抓住土地这个“牛鼻

子”。为此，南海把推动“国土空间

综合治理改革创新”，作为实验区

建设的总牵引，向土地要改革红利。

两年来，南海不断深化创新土

地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探索集体土地

整备和片区综合整治做法，盘活集

体土地资源，对连片低效的集体土

地划定片区范围，通过规划调整、权

属调整、土地复垦等措施，将片区内

土地重新归宗，以推动土地连片入

市开发，还创设混合开发和联动改

造制度，促进城产人融合发展。

可以说，“地治改革”贯穿了南

海发展的全程，南海也创造出了一

批在全省、全国有引领示范性的样

本经验。其中的关键，就是创新土

地制度，为土地松绑，并为土地赋

能，极大激发生产力，有效促进要素

流通，有力地推动了土地结构性调

整，为城乡空间重构探索了新路径。

在南海建设实验区这盘大棋局

中，村级工业园改造是主要抓手，也是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乡生态品质

同步提升的关键，更是再造高质量发展

新南海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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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个村级工业园，占全

区工业用地面积58%，需要拆除改造

10.2万亩。面对“硬骨头”，市委常委、

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说：“这是省委赋

予南海的重大使命，要以舍我其谁的担

当坚决扛起这一重任，举全区之力推

进。”

战鼓催征，南海步伐坚定，克难

前行。

2020年1月6日，南海首个全区

性大会瞄准了村改；2月21日，在企业

尚未全面复产时，南海率先推动“村改”

复工；9月27日，佛山市南海区全面建

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

区工作推进大会召开，全区上下擂响战

鼓，努力将“实验区”建设成“示范区”。

2021年2月18日，闫昊波带队

开展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

设工作专项巡查；2月26日，南海召开

村改大攻坚现场会，向村改发起总攻；

4月28日，南海区再开大会，以表彰为

新起点，激励全区上下继续比学赶帮

超，坚决打好村改攻坚之战。

推动村改攻坚，南海既有战略，也

有战术。

算清“时间账”和“空间账”，这是

战略。“时间账”是指对村改任务倒排

工期，计划用两年时间总体完成全区

村改任务，其中2021年完成拆除改

造3万亩。“空间账”是指在推进连片

村级工业园改造上聚焦用力，更好解

决土地利用碎片化这个主要矛盾。

在战术上，南海以政府主导、国有

资本与社会资本参与并重，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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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质大项目落地预

留空间。

两年来，南海步履不停，在推动村

改大攻坚上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

2020年，南海共拆除整理村级工业园

4.4万亩，远超年初制定的3万亩的目

标任务。截至8月13日，今年已完成

拆除改造13018.6亩，历年累计拆除

改造4.8万亩；今年新建产业载体

493万平方米，历年累计建设产业载体

2291万平方米；今年共引入村改招商

项目50个，计划总投资额达450亿
元。

一子落，满盘活。村级工业园的

腾挪归并，不仅让南海的城市建设旧貌

换新颜，也加快了产业发展的步伐，重

塑南海产业空间格局。

2021年，佛山南海中日韩智慧

能源产业基地、中兴新司南科技产业

基地两大项目签约落户；中国500强
企业、互联网巨头欢聚集团竞得三龙

湾南海片区一地块，并将总部落户三

山新城……

这些都是南海以村改为抓手，再

造产业发展新空间，构建城乡产业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的生动缩影。

近日，西藏双湖卤虫卵供需对接洽谈会在南海

九江举行，两地企业达成2500万元合作意向。来

自高海拔地区的优质水产种苗“口粮”进粤，强强联

合为南海九江现代水产养殖再添动力。

这是南海区以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

新实验区为契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40多年前，南海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

序幕。今天，南海通过振兴乡村，开启了城乡融合发

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为进一步激活乡村经济新动能，南海区委十三

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升

农业现代化水平，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如何

保护和利用好近60万亩农用地，进一步加快农村土

地连片开发利用，推动农业规模集聚发展，成为全力

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为此，南海区确立了“东部花卉苗木产业区、中

部畜禽养殖产业区、西部优质水产产业区”的发展定

位，围绕“一镇一特色，一村一主品”发展思路，3年
投入超10亿元，重点打造西樵渔耕粤韵园区、九江

现代农业产业园、丹灶有为水道、狮山都市智慧农业

示范园、里水万顷园艺世界5个万亩农业示范片区

核心项目，以点带面，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以拥有8万亩良田的里水镇为例，该镇大力探索

以连片开发模式，引导村居集约农田，成功打造了南海

花博园、梦里水乡百花园、梦里花田等千亩现代农业产

业园，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观光农业转型，大大

提高了土地利用价值。

通过强化农用地连片保护、节约利用，强化科技

支撑，南海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也明显加快。与此

同时，南海还全面推动了20个重点城中村升级改

造。目前，全区已成功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示范乡

镇和特色精品示范村（居），点上出彩、面上成景的岭

南农村新貌全面呈现。

村民的“钱袋子”鼓了，家门口的环境也变靓

了。2020年，全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支配收入

超百亿元，居全国同级地区前列，南海获评全国农

村幸福社区建设示范区。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为城乡空间重构探索新路径

村改大攻坚
构建城乡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以点带面谋突破
开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关系到

城乡面貌和城乡生态品质同步提升，也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重要内涵。当绿色发展成为大势，如何走出

一条工业城市的生态文明新路径，这是南海必须面

对的课题。

作为制造业强区，南海无惧历史欠账，直面问

题短板，着力书写一篇以生态环境为主题的大文

章：从攻坚克难整治广佛跨界河流污染，到毅然决

然提升村级工业园区环境，从大手笔启动千亩城市

公园建设，到持续拓展城乡绿化空间……

为有效推进实验区建设，进一步提升区域内

生态环境系统治理，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南海分局

牵头制定了《佛山市南海区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强化生态环境系统治理实

施方案》，以提升城乡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为南

海城乡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

如今，南海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走一条符

合南海实际的科学化、系统化治污路径。为此，

南海提出，要深刻领悟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

治污三个方针，全面推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

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优化调整取得重大突破，

确保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更大成效。

去年，南海交出了一份有历史性突破的生态

环境答卷：7个国控和省控断面优良比例达标；全

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3.44，同比改善22.5%；

六项污染物浓度实现监测记录以来首次全面达标；

全区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100%。

在治污同时，南海区持续推进高品质森林城

市建设，以粤港澳大湾区高品质森林城市建设、河

心岛生态修复、万亩千亩公园建设为重要抓手，大

力推进自然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创森增绿成效显著：丹灶金沙岛获批国家湿

地公园试点，三山高铁公园创新桥下空间生态开

发新模式，启动建设13个万亩千亩公园，全面实

施20个河心岛生态修复，2020年新增绿化面积

5626亩、新建成碧道20公里……

南海还将生态绿化从城区这一“主动脉”延伸

到上百条乡村“毛细血管”。在里水，河村、里水等

大批村居通过美村计划发生“巨大变化”。

南海还通过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统

筹治理，着力推动全域生态空间重构。这是南海绿

色发展的传承，更是新时期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务

实行动。

强化环境管控
探索工业城市的生态文明新路径

■南海千灯湖公园。 珠江时报记者/廖明璨摄

■南海积极推进村级工业园连片改造。这是南海新经济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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