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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河进湾再领航中心大沥拼未来
站上新征途上的大沥，正在高质量发展之路奔腾向前

水，孕育城市的生命，蕴藏城市的历
史，升腾城市的灵气。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大沥英贤辈出、
渔米丰收、文化瑰宝众多，皆离不开水的孕
育和滋养。对水，大沥人似乎有一种与生
俱来的熟悉感。水，载起了大沥悠久厚重
的商贸文化；水，塑造了大沥充满灵性的人
文传承。

流水脉脉，日夜不息。“水”不仅藏在这
个镇的名字里，也刻在这个镇的基因中。
站上新征途上的“中心大沥”，正以水一般
的包容和灵动，过河进湾、扬帆远航，在高
质量发展的路上一直奔腾向前。

大沥与水有着极深的渊源。三个片区的地

名，都与水密不可分：大沥的“沥”字，透露出细水

长流的坚韧；盐步得名于“盐埠”，因这里曾是古

时商人交易食盐的水运埠头；黄岐则因古人以黄

竹旗为此地水路交通的吉祥物，久而久之就演绎

简化出这个地名。

水不仅孕育了这座城市，也成就了它的辉

煌。奔腾东流的珠江水，见证着大沥的前行足迹。

因商而兴的大沥，一直有着许多与“水”有关

的故事。数百年前，大沥便依靠着连接广州的水

路来往通商，使得圩市繁茂、百业兴发。广佛历

史上第一条贯通的陆路——“省佛通衢”也因

“水”而生。为缓解当时水路治安问题，明末广佛

两地共同修建了一条陆上通道，东起广州秀水

墟，往西经过广济桥、三眼桥，再进入盐步直街，

最后经溪头一眼桥，可前往佛山、黄鼎（今罗村）、

西樵、九江等地，全长约20公里。

而地处省佛通衢中段的大沥盐步，也自然

而然成为往返省佛人民，中午歇脚吃饭的首选

之地，自明代以来便十分繁华。近来似城郭，茶

肆酒楼新，清代学者胡方便以其描绘清初省佛

通衢沿线的盐步墟盛景。据《南海县志》记载，

明清两代，大沥、盐步、黄岐曾出现的圩市更是达

到16个。

省佛通衢带来的繁盛延续至20世纪八九十

年代。“印象最深的是沿途兴旺的茶楼、杂货铺，

还有来来往往的人。”站在位于大沥盐步河东的

三眼桥上眺望广州，现已90岁高龄的王明灿，仍

记得“省佛通衢”沿线的辉煌，在他记忆中，盐步

直街不仅有烟酒酱油、药材杂货，也有五金陶瓷、

茶楼当铺，繁盛一时。

潺潺流水，不仅孕育出“省佛通衢”，让大沥

描绘出以水而兴、因水而荣的灿烂画卷，更串起

了广佛两地的信息互通和文化交流，见证了广府

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其中，位于省佛通衢核心地

段的盐步片区，便得益于频繁的商贸往来，自古

聚集起很多文人雅士、商贾侠客，孕育了591岁
的盐步老龙，缔造了深厚的爆竹、藤编、诗画等特

色文化，也从此有了“蟾龙雄镇”的雅号。

随着交通的建设和发展，省佛通衢上的16
座古桥如今只剩下大沥盐步河东三眼桥、溪头一

眼桥，与广州芳村秀水五眼桥一起，见证着广佛

两地源远流长的情谊，也诉说着当年的繁华。而

“省佛通衢”所凝聚的商行天下、开放进取精神，

依然在激励着大沥前行。

而这条古道所形成的省佛通衢文化带，已

成为南海构建“三带三区”文化发展新格局的

重要一环。以“商贸文化”为特色的大沥，成为

这条文化带上的重要明珠。大沥将以省级非遗

盐步老龙礼俗文化为核心，串联起

三眼桥等地标以及盐步、

六村、直街等社区，打造示

范文化带。

省佛通衢见证城市前行足迹

渊源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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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城市也有自己的性格，

那大沥一定有水一般的包容，有水

一样的灵动，也有水一样的拼劲。

佛山水道、水口水道、雅瑶水道

自古便是大沥通往广州的主要航

道。如今，大沥正加速开发这些“动

脉”，重点写好“水”文章，“以水为

脉”打造广佛“黄金水道”。同时，以

水岸为载体，构建诗意栖息生态

圈。随着镇水围、盐联围、泌联围滨

河碧道主体完工，北环路碧道高标

打造，如今在大沥，15.6公里滨河

生态廊道绿意盎然。未来，大沥还

将充分利用河岸资源，构建水道、绿

道、栈道、廊道有机结合的生态碧

道，打造高品质滨水空间。

行动的背后，是大沥努力提升

城市吸引力、集聚力、辐射力、引领

力、影响力，建设成建筑值得鉴赏、

街区适合漫步、公园全龄友好、城市

有温度的近悦远来的城市核心区的

决心。站在新的定位上，如今大沥

已确立以“过河进湾、产业第一、项

目为王、工商并举、品质领航”为工

作主线，确立“五高”原则，也就是高

起点规划、高水平投入、高标准建

设、高大上配套、高成长未来。

过河进湾，扬帆远航。一衣带

水的大沥和荔湾，自古便是广佛联

系的纽带，百业兴旺，商脉相承，产

业互补。2021年3月，广州市荔湾

区和佛山市南海区决定共建广佛新

城核心区23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核

心区定名为“广佛湾”，在此区域进

行广佛新城先导区标杆建设。其

中，大沥占9平方公里。

广佛湾可以说是南海和荔湾两

区同心新结晶、广佛同城新起点。

大沥的角色，已从广佛“两市的边

缘”迈向“同城的中心”。今年，大沥

率先启动广佛湾建设，将用五年时

间，筹集投入2500亿元资金，聚焦

新中心战线、新动能战线、新文化战

线，实施城市客厅行动、绿美大沥行

动、城市工厂行动、沥商雄风行动、

地域 IP行动等12大行动，重新树

立“中心大沥”的江湖地位。

因势而起，应势而谋，乘势而

上。大沥是一艘永不言倦的航船，

它从遥远的历史中驶来，向着美好

的明天加速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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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IP点亮大湾区文旅新极点

潮龙跃起

以中心之姿
拼出无限未来

过河进湾

▲“盐步老龙1432”项目改造效果图。

龙舟是一项因水而生的运

动。在大沥这个水网密布的镇街

里，到处可见龙舟的痕迹。可以

说，龙舟已是大沥人的文化图腾，

数百年龙舟文化深入大沥人的血

肉。每年端午期间，大沥的锦龙

盛会在城乡水道此起彼伏。河涌

里的龙舟桡桨齐发，处处是彩龙

飞舞、桨影翻飞。龙舟上的鼓声、

岸上市民的欢呼声连成一片，别

有一番景致。

龙舟为线，牵起广佛情谊。

五百多岁盐步老龙沉睡于此，每

年与“契仔”的相聚成为传颂佳

话。每年端午节期间，在古老的

蟾溪河和宽阔的珠江之上，盐步

老龙总会拖着长长白须游弋碧

波之上，在众多龙船中特别引人

注目。

在“水上南海”发展计划里，

中央活力区将打造老龙互访之旅

线路，围绕“盐步老龙巡游”这个

主 IP，打造“龙腾南海”IP。这与

大沥的文旅业发展规划不谋而

合。大沥已发布《大沥镇文化旅

游体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

构建“一带一轴两廊四区”文旅体

空间发展格局。其中，一带是“省

佛通衢文化带”，四区是“都市文

化消费区、传统文化体验区、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

区”。“四区”与“一带”发展并驾齐

驱，推动“城产人文”深度融合。

而“盐步老龙”则是这个规

划中最为亮眼的一个文化 IP。
盐步片区不仅孕育了盐步老龙，

还有发达的内衣产业。2019
年，南海区获批建设广东省城乡

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盐步

片区成为南海区城乡融合发展改

革创新实验区试点，有着能形成

下沉消费者聚集以及人才回流

“虹吸效应”的先天基础。

如何才能把握新的发展机

遇，掀开“禾秆”露出“珍珠”？大

沥计划对总占地面积约19万平

方米的盐步旧城片区进行改造，

破解半城半乡的城市面貌及产业

形态，让老片区焕发新活力。

以“盐步老龙1432”项目建

设为抓手，大沥将构建城产人文

融合发展的城市标杆，打造大湾

区商贸文旅新极点。作为南海

区首个以文化为主题脉络的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片区，盐步老龙

1432项目通过活化百里芳华盐

步老龙示范区、南海酒厂、南海

粮仓、盐步直街等区域，打造一

个集办公、娱乐、休闲、观光于一

体的城、产、人、文融合标杆文旅

创意产业项目，让盐步“老龙”变

身“潮龙”。

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和商贸转型

海纳百川

千百年来，河水养护着龙舟

的肌理。而龙舟活动折射的那股

奋勇争先的精神，也滋养着大沥

人的心灵。

民间有句老话“水流向哪里，

人就走向哪里。”大沥自古以来就

是商贸重镇。一代又一代的大沥

人经过千百载的辛勤劳动，把僻处

南荒的洼地滩涂，垦辟成繁荣富庶

的鱼米之乡，更逐步建立起一个多

元产业重镇。如今，它正如水一般

包容着每一个创新的梦，如水一般

滋养着每一棵产业之树。

羊城创意园南海园区便是在

大沥镇原南光树脂厂旧址“长”出

的新载体。建成后，它将大力建

设人工智能和区块链应用平台、

国际内衣产业大数据服务平台、

大湾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合作平

台。园区自带的“科创”属性，也

将进一步激发、释放大沥创造力

和文创产业能量。

“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竞争

力。文创与科创的融合，可以对

一个城市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力和

竞争力。”南海区委常委、大沥镇

委书记岑灼雄表示，人口稠密的

大沥要进行产业升级，就需要有

“文创+科创”的配套吸引年轻人，

让他们感受城市的魅力。

作为南海城市中轴北延的桥

头堡、广佛全域同城先行区的大

沥镇，正紧紧抓住南海创建广东

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的发展机遇。从生活到生产，大

沥都想打造出城市美学典范，充

分发挥“大城资源、小城成本”的

比较优势，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和

城市品质，吸引年轻人选择大沥、

定居大沥、融入大沥。

对于一座立志竞争赶超的城

市来说，双管齐下加强文化软、硬

实力是增强城市吸引力的关键。

羊城创意园南海园区正处于“一带

一轴两廊四区”中的“都市文化消

费区”上，且也是“省佛通衢文化

带”的重要布子。当下，大沥以文

化为魂，大力发展广佛交融区域因

地制宜的文化产业，引领文旅体深

度融合发展，从而充分发挥产业经

济优势与杠杆作用，为城产人文融

合注入新动能和创造力。

在培育更多文创产业项目的

同时，大沥也将深挖本土文化资

源，打造5条精品旅游线路、20
个文旅打卡点，推出“省佛通衢”

“邹伯奇”“盐步老龙”等特色 IP，
发展乡村文旅消费业态，在高质

量发展之路上，以文化赋能城市

更新与商贸转型。

▲广佛湾重点项目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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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沥镇复建的省佛通衢牌坊。 南海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志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