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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崇人 美编彭珍大沥观察

春来战鼓响。

在全速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里，大沥镇最近又

因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上《人民日报》了。

3月25日，《人民日报》社会版刊发文章《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大沥镇——城乡融合勇争先》，全面解读南海

大沥在城乡融合工作中的经验与成效。

这不是大沥第一次受到中央媒体的关注。仅在

2021年，大沥镇便以“毛地入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

亮点工作，多次被《人民日报》聚焦。

这次在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上，大沥为何再次受到

中央媒体的关注？大沥又因何成为央媒关注的样本。

位于广佛交界的大沥镇，

自古以来便是商贸名镇。走过

了“六个轮子一起转”的激荡年

代，大沥现已是国内外闻名的

铝材、有色金属、内衣、商贸等产

业名镇。

回顾大沥的“发家史”，不

难发现，这是一段“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时光。

历史的讲述，总是从变革

开始。大沥的现代商贸业起步

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上半叶。起

步阶段，大沥通过征地，进行城

镇建设，发展工业，让乡村向城

市迈步。

这一举措带来了实效。到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沥城

区范围逐步扩大，众多工厂也

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而在

这个时期，大沥沿着广佛公路

的“马路经济”更是蓬勃发展。

车轮子一动，经济就活了。

在“马路经济”的刺激下，大沥在

广佛公路两侧，发展起46个专

业市场。大沥土地的开发强度

也高达80%，远高于珠三角地

区的平均强度。曾是半农村半

城镇的大沥，变成了一个宜工宜

商的城镇。

尽管历经时代变迁，作为

商贸名镇，“商”始终是大沥发展

的根与魂，大沥的商贸业依然

实力强劲。尽管有着如此辉煌

成绩，新形势下，早发展的大沥

也早一步遇到粗放发展的问

题。

再依赖土地过度开发、低

效利用的旧模式，大沥高质量

发展将举步维艰——集体土地

呈现严重的碎片化，产业空间

“散而不聚、供应不足”，“城不像

城、乡不像乡”。

租期长短不一、格局分散

的集体土地开发，使得镇内各

经济社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受

到影响，招商引资急功近利、产

业低端、资产低值，已成为集体

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大沥镇镇

长游剑锋看来，摆脱农村集体

资产交易只是买卖关系属性、

只是短期增收的观念，更科学

合理地推进农村集体资产交

易，是目前大沥亟须解决的问

题。

而要想根治这些“痛点”，

还需以刮骨疗伤的勇气，因病

施治。

而善于捕捉机遇、敢为人

先的大沥，正努力试水整治“痛

点”：从2008年以“在集体土地

上建城市”，打造了大沥“样板

间”的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区；

到2015年，在太平社区北海经

济社进行全省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第一挂”……大沥也

饮下了不少“头啖汤”。

大沥也一直在贡献着自己

的改革智慧：2021年，在全区

率先探索“毛地”入市，使沥北

湖马工业区改造项目地块顺

利摘牌，成为全市首个通过

“毛地”入市政策上平台公开

竞投引入投资开发商、实现村

级工业园连片开发改造的“工

改工”项目；聚焦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以此打破产业空间

“散而不聚、供应不足”的被动

局面，唤醒城市的活力，推动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两

年来，大沥总计拆除整理工业

土地超过1.5万亩。

这其中，既有国土资源部

的“点赞”，也有中央媒体的关注

报道。正是大沥在创新土地机

制、打开产业空间、促进城乡融

合上先行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让大沥多次站在中央媒体聚光

灯下。

勇于消除“痛点” 保持发展活力

“敢为人先”，是大沥刻在

骨子里的基因。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傲

立潮头的大沥，在新一轮的城

乡融合发展中一如既往地奋

力争先，把争当产业转型、城

乡融合、广佛同城的标杆，当

作了自己的奋斗目标。

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

须充分利用好前期腾退出来

的碎片化土地，盘活好土地、

产业等转型资源，支撑城市更

新和商贸转型。

这个目标要想实现，其实

并不容易。城市更新和产业转

型涉及多方利益：一方面是早

已成型的村级工业园、专业市

场，以及由此带来的村民、租户

们的稳定利益收入；另一方面，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大沥46
个专业市场的名气和销路已遍

及广东乃至全国，其中不少名

牌产品还远销世界各地，转型

能否延续传统辉煌？

加上产业面临着散、小、

低的现状，可提供的连片、大

块土地有限，大沥新的招商引

资压力山大。

在此背景下，大沥要想实

现城市更新和商贸转型、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唯一的出路就

是盘活现有的资源。

城乡融合发展，产业是关

键。面对摆在眼前的种种问

题，大沥的思路是通过“破立

并举”的方式，根据土地、产业

的实际情况来“对症下药”。

即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

具备改造升级条件的项目进

行“先破后立”；专业市场升级

改造则“先立后破”，打造标杆

项目，带动其他专业市场“动

起来”。

在南海区委常委、大沥镇

委书记何春云看来，这是一条

最符合大沥商贸经济发展实

际情况的道路，也是一条能让

大沥城市骨架更明晰的道

路。通过“破立并举”的方式，

不仅能在多方利益、产业需

求、土地问题中找到一个平衡

点，也能顺利清除产业转型障

碍，确保经济实现稳定发展。

思路确定了，大沥也朝着

市、区“指挥棒”指明的方向，

通过土地连片统筹，力争形成

东、中、西协调发展大现代大

商贸格局，全力构建新的产业

竞争力。

在政府“有形之手”和市

场“无形之手”的双重推动下，

今年 2月，大沥顺利迎来了深

国际·佛山南海现代智慧物流

产业基地项目的动工和五金

全球采购中心项目的签约，这

标志着大沥在布局现代物流

产业和推进专业市场升级方

面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

也让大沥的现代物流产业梦

照进了现实。

不仅如此，在 3月 31日

举行的南海2022年度城市更

新（“三旧”改造）项目投资推

介会上，大沥推出26个项目、

近 6500亩用地，现场签约 3
个项目。其中大沥东秀社区

高村连片改造项目、大沥沥东

社区江夏旧村改造项目作为

南海区旧城镇旧村居改造三

年计划第一批项目代表进行

现场签约。

这些成果，都足以证明

“破立并举”的逻辑，是准确而

有效的。可以预见，随着社会

资本的注入，政企村合作深

化，大沥旧村居改造、城乡融

合发展的步伐也将进一步加

快。

过去的大沥，有点不修边

幅。早期“村村点火，户户冒烟”

的村级工业园发展模式，带动了

城市规模扩张，也在当下造成了

城市形态与经济规模不协调的

问题，“城不像城，村不像村”。

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

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互促

共荣。而城乡融合发展，本质上

就是构筑一种城乡共生的关系。

尽管在上一轮的城市升级

中，通过实施城市更新计划、公

园化战略、城乡优化，大沥逐渐

成为一个生态美丽宜居示范

点。但面对打造广佛最现代化

的商贸城的新形势，大沥必须从

广佛两地吸取力量、吸纳资源，

持续增加城乡生态环境供应，实

现城市面貌的整体提升。

以问题为导向、直面短板，

按照“江河两岸、沿路两边、高架

桥下、名企百园、百社千园”行动

部署，大沥正抓住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契机，系统实施“绿化、美

化、亮化、净化”工程，建设美丽

宜居社区。

借着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

契机，大沥不断深化广佛新城规

划，全面提速南海城市中轴建

设。同时完善多条交通道路建

设，全速推进“百里芳华”52个

项目、248个乡村振兴工程；完

成 22条黑臭水体“消臭”，实现

广佛跨界河流水质达标；实施大

气精准防治等，让城乡环境实现

绿色共融。

直面痛点，大沥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出真招实招整治“黑

点”：仅用一天时间完成广三高

速沥表桥底黑点整治任务，解决

了困扰群众10年之久的环境问

题；结合“百园大战”计划，率先

通过引进社会力量的创新性操

作，吸引社会资本，将广佛江珠

高速大沥段广佛路至新干线路

段桥下改造成一个含网球场、共

享篮球场、乐活跑道等运动场所

的网球主题公园……

一个城市的魅力，既来自于

建筑的华美与景色的宜人，也来

自于居民们的幸福感。尤其对

于作为南海城市中轴北延桥头

堡、广佛全域同城先行区的大沥

来说，更需打造精品模范，让城

市与乡村都美如画。

为此，大沥今年启动了“绘

就美丽家园新画卷”行动，计划

用三年时间改造提升16公里的

江河两岸、整治提升 20公里的

道路两旁、整治提升 28个桥下

空间、完成 15个“名企百园”项

目，并力争在今年 6月底前，撬

动多方力量推动全镇 321个经

济社共同打造 1000 个“四小

园”，让城乡居民实现“出门满眼

绿、开窗闻花香”。

在不断完善各类城市细节，

加快城乡融合发展的同时，大沥

也在加快着广佛全域同城化的进

程。今年，大沥将以水兴城，计划

推进“万里碧道”工程，分阶段打

造9.4公里广佛滨水绿带；落实

交通大会战，配合落实广佛新干

线快速化改造，打造直达广州城

市中心的快速通道；加快推动佛

山经广州至东莞城际线轨道交通

建设，打造立体交通体系，共建共

享“轨道上的大湾区”。

这些成效也获得了中央媒

体的关注。3月21日，《小康》·

中国小康网在“学习强国”平台

发布《广东“1+1+9 工作部署”

解读！南海大沥：绘就美丽家园

新画卷》一文，对大沥镇制定绘

就的“美丽家园新画卷”行动，进

行了全面报道。

大沥试图通过打造良好的

城乡发展环境，提升城市软实

力，激发全新生产力的决心已不

难看出。

文/珠江时报记者黄晴雯通讯员 刘成 李翠姗黎昭映

■大沥镇泌冲大沙工业区改造项目集中拆除现场。

珠江时报记者/黄晴雯 摄

■太平社区白界西公园池塘整治后水清岸绿。

珠江时报记者/吴志恒摄

■大沥广佛国际商贸城中心区。 （通讯员供图）

大沥城乡融合工作获《人民日报》关注

做活土地文章 推进全域发展

勇于“破立并举” 盘活转型资源

勇于直面短板 打造“美丽大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