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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故事里，“点石成金”

是化腐朽为神奇。今日的南

海，正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

“金手指”，在万亩土地上书写

新时代的“点土成金”传奇。

——“南海制造”集体上

新，本土企业获“重生”。

在九江镇英明工业区，宜

奥集团金星马改造项目的连片

建筑格外醒目。近期，该项目二

期拆除正式启动。这家扎根南

海20年的本土企业，以“工改

工+集转国”模式重构空间基因。

南海“全域整治”绝非简单

的物理拆建，而是一场重塑产

业DNA的深层变革。大沥镇

泌冲村的藤编工业园改造，打

造以“藤编非遗+城市美学”为

内核的新园区，通过空间重组，

将非遗工艺转化为城市美学经

济的新支点。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近

三年，南海拆除改造2.6万亩

村级工业园，累计整治建设用

地6.5万亩，以全域整治的“手

术刀”精准切除“产业病灶”。

——土地资源变致富资

产，整理农用地约4.7万亩。

全域整治一子落，搅动了

一批农村集体用地长期空租、

低效利用的“死水”。

在里水得胜村蝴蝶兰大观

园项目现场，一个超千亩的蝴

蝶兰产业园在此“安家”。曾经

因地块分割导致农机难入的

“边角地”，经全域整治整合成

千亩产业平台，得胜村土地租

金从2000元/亩跃升至3600
元，年增收超2000万元。

南海的实践超越了简单的

土地整理，构建起“政府引导+社
会资本+集体土地”的全域整治。

华穗耘谷现代农业产业园

作为佛山首个社会资本参与的

耕地保护项目，以千亩连片整

治破解耕地“非粮化”顽疾；麻

奢 村 2500 亩 农 用 地 以

99.9%表决通过率完成整

备。这些案例印证着土地效能

提升带来的价值共识。

——产业圈汇聚南海，全

域整治招引1800家企业。

在大湾区产业互动进一步

密切的背景下，南海全域整治

腾出的新空间，成为当下大湾

区各地投资者抢滩南海的激烈

“前线”。

起步区万亩新材料产业园

的佛北战新产业园，一片庞大

的白色建筑群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这是百亿新能源项目瑞浦

兰钧一期。

距离新材料产业园约2公
里外，另一个百亿项目信扬科

技也已竣工投产。

在寸土寸金的湾区腹地，

南海全域整治一方面“腾挪空

间”，为制造业腾挪发展空间。

连续三年，南海每年供应产业

用地超6000亩。

另一边，南海“全域整治”

推动招商“一条龙服务”。三年

拉来超千亿投资。现在南海的

产业园就像“产业超市”，新材

料、新能源、高端装备随便挑，

小企业和大项目一起发展。

——绿色成产城空间底色，

释放134万平方米公园绿地。

空气、河流、土壤遭受工业

污染，生活与生态空间被锌铁

棚挤占，这些曾是“小散乱污”

的落后产业给工业城市造成的

伤痕。

而当南海全域整治启动之

后，“三生”空间得到整治，投资

者获得了一批靓园、靓厂，市民

获得了一片美景、美城。

丹灶镇金沙国家湿地公园

采用“南海全域+生态保护修

复”模式，通过整合全域生态资

源实现生态价值换升级；里水

华豆现代农业产业园采用“南

海全域+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

式，探索集约农业用地促进现

代高水平农业发展；西樵山西

南侧的新田村智鼎农业项目采

用“南海全域+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模式，经过“化零为整”集约

农业用地后实现村民集体租金

收入上涨……

这些创新实践折射出南海

全域整治的系统思维——通过

“化零为整”释放出134万平方

米公园绿地、145个“名企百园”、

93万平方米新增绿地，20个江

心岛重现生机，9个秀丽湖库重焕

光彩等，生态焕新变美，有效重

塑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

透过三个成语 看“全域整治”三年新变
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进行到底，南海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故事未完待续

1 村级工业园拆除改造近2.57

万亩（累计8.29万亩），村级工业园综

合整治6.19万亩（累计15.20万亩），

整备连片产业用地2.48万亩，供应产

业用地超1.90万亩，带动招商项目签

约投资额超3000亿元。

2 腾退低效建设用地复垦复绿

1.35万亩，推动地券、绿券项目36个

共 2038亩，产生地券 533.56亩、奖

励绿券指标347.01亩。

3 建设产业保障房228万平方

米，开展房券项目3个，涉及房券兑现

面积3.33万平方米。

1 集约农用地 4万亩，1000多

个零散租户整合成50多家优质企业

进行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建设10个

千亩现代农业产业园，其中，省级以

上现代农业产业园4个，引入龙头企

业8家。

2 新增耕地超7000亩，30亩以

上耕地连片度提升14.63%。划定耕

地集中整治区8.72万亩引导新增耕

地连片实施。

建成145个“名企百园”项目，新

建、提升公园面积超134万平方米；

累计完成309公里碧道建设；精细修

复20个江心岛；启动建设57个城市

公园绿地（含口袋公园），改造新增绿

地面积约93万平方米，完成林分改

造3450亩，森林面积增加26万平方

米，森林覆盖率提升至10.12%。

建设农村“四小园”等小生态

板块近万个；完成农房风貌品质提

升 912户，超 200个“美丽庭院”改

造为乡村民宿、餐厅等文旅创意产

业项目；保障乡村振兴用地 1226

亩；培育“百千万工程”典型示范村

居42个。

试 点 以 来 实 施 整 治 项 目 超

1100个，投入资金约 760亿元，累

计争取到 846亿元各类资金用于支

持全域整治项目；推动 145个项目

获金融机构授信 633亿元，发放融

资超300亿元。

这是一座制造业城市近年来启动的最大“蝶
变”——

用三年时间，砸下760亿真金白银，精耕1100多
个项目；传统产业破茧转型、小微企业裂变升级，亿元
产业地标拔节生长，亩产效益曲线陡升。千余零散租
户整合成50多家优质企业，10个千亩现代农业矩阵崛
起，绘就乡村振兴工笔画；以生态为笔，在工业肌理间
描摹蓝绿交织的生态画卷，让土地亩产与生态价值双
线跃升……

这就是南海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生动实践。这场
“蝶变”背后，源于一场思考：经过多年高速发展，步入
“存量时代”的南海，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2年1月，南海获得以县域为实施单元的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省级试点，将改革的重点瞄准土地碎片
化问题。从最初企业有顾虑、村民有质疑、基层管理者
茫然，到全面破局、成为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关键一
子，我们不妨透过三个成语，看南海“全域整治”三年是
如何重塑空间、再造动力。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

出，着力推进乡村建设，统筹县

域城乡规划布局，开展以县域

为统筹单元、以乡镇为基本实

施单元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放眼南粤大地，省、市、区

的“全域整治”从部分试点到全

面推开，土地整治春潮涌动。

其中，在广东不少地区的“全域

整治”中，或多或少都能找到南

海做法的影子。

把时间拨回 2021年 11
月23日，独自打响“全域整治”

第一炮的南海并不知道，这股

土地改革的浪潮会席卷整个佛

山乃至广东。

当时，南海的前面基本没

有什么可以参考的对象，甚至

要解释清楚“全域整治”这个概

念都不容易，更不要说落地实

施有多少困难。

在这种背景下，南海为何

能“杀出一条血路”？核心是

“无中生有”，以问题导向，坚持

大胆创新。

最有代表性的创新，是地

券、房券、绿券、金券“四券”政

策。这一创新入选“中国改革

2022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

典型案例”县域20强，并纳入

“百千万工程”政策体系在全省

推广。

“四券”涉及一系列专业

性、技术性较强的信息。概括

其宗旨，就在于构建起一个跨

区域统筹资源、进行市场化运

作、平衡各方利益的机制。这

样的一个机制，创新的难度、意

义可想而知。

三年来，南海“全域整治”

以“四券”为基石，先后出台80
多份创新政策，推动“四券”项

目 41个，地券、绿券超 2000

亩，兑换房券3.3万平方米，金

券助推融资5.24亿元。

如今，来自佛山市、广东省

乃至全国各地的考察团慕名而

来，他们走进南海的街头巷尾、

田野乡村，调研学习南海“全域

整治”改革成效；在省的相关文

件里，南海的创新也得到承认，

被转化成普适性的政策，覆盖

到全省。

最有示范性的突破，是提

炼 出 全 域 土 地 综 合 整 治

“4PMP”南海专属方案，形成

了7种可复制、可推广的“南海

全域+”模式。

土地碎片化利用格局不

破，资源要素难以汇聚，这是事

关南海未来改革发展空间的大

事。

三年的探索，南海形成了

全域整治+连片产业用地整备、

全域整治+产业园升级改造、全

域整治+低效建设用地腾退、全

域整治+产业保障房建设、全域

整治+一二三产业融合、全域整

治+生态保护修复、全域整治+
产城融合综合提升共7种整治

模式，为发展探索特色解法。

在“南海全域+”模式推动

下，多个项目创下“第一”：狮山

镇永安村拆旧复垦复绿项目获

得全省第一笔农发行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1亿元融资；里水镇

推动全市第一宗社会资本参与

耕地恢复的华穗耘谷现代农业

产业园项目落地；大沥镇沥北

湖马工业区改造项目成为全市

第一个集体建设用地改造权公

开交易项目。

一例例所谓的“无中生

有”，是南海在推动“全域整治”

过程中一次次的精诚所至、尽

力而为。

“无中”也能“生有”

南海“全域整治”
三年成效

数
读

“点土”亦可“成金”

建设用地01

农业用地02

生态修复03

“革故”便能“鼎新”
世间万事，知易行难。行

之所难，难就难在利益的掣肘，

难就难在观念的束缚。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支

点撬动南海改革，就是要以“革

故”之勇破除土地碎片化桎梏、

低效化沉疴，以“鼎新”之智重

构产城人文融合新生态。

推动南海全域整治，就要

突破利益藩篱。淘汰落后产

能，必然触及低端产业的固有

利益；推动空间再造，不可避免

碰到各种复杂关系的羁绊。越

是格局难破，越要下定决心、勇

往直前。

推动南海全域整治，就要

敢于“动真格”。推进“全域整

治”，南海并未采取“以点带面”

的试点形式推进，而是在7个

镇街全面铺开。南海区委书记

顾耀辉在多个场合谈到，抓住

了“牛鼻子”、坚定了方向，就要

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全力

以赴推进改革。

推动南海全域整治，就要

打破思维定势。推进“全域整

治”期间，南海并非没有质疑。

然而实践证明，南海“全域整

治”走对了路子——

再造发展动力。整备了连

片产业用地新空间，南海制造

业当家底气更足。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有了新抓手，一批外迁

的本土龙头企业又回来了；新

产业格局渐成，大企业、大项目

纷纷抢滩南海，十大万亩级现

代主题产业园气象渐成。

锻造雄师作风。作为锤炼

干部的大舞台，南海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掀起了一场干部队伍作

风的深刻变革。这场历时三年

的攻坚行动，让干部队伍经历了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破局”的

蝶变，在破解土地碎片化、产业

低端化、生态失衡化等历史性

难题中，锤炼出新时代干部应

有的责任担当与改革智慧。

促进审核改革。“工改工”

项目审批时间缩短了130天，

助力 14个项目 1500亩加速

实施；监管上，制定监督管理机

制，借助项目管理系统等信息

化手段，实现可视、可控、可追

溯的智能管理。

城乡面貌焕新。形态破旧

的锌铁棚厂房上，建起一幢幢

高标准厂房，一个个现代产业

园孕育而生，生产、生活、生态

实现有机融合。绿地、公园等

日渐增加，生态观光带多了，周

边环境美了，城乡面貌实现大

改善大提升。

从“有没有”转向“好不

好”，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

飞跃”，从“体量优势”转向“质

量优势”，三年全域整治为南海

打下了空间和家底，也塑造了

擅于打硬仗的改革尖兵。

开足马力、劈波斩浪。将

“全域整治”进行到底，南海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故事，未

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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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20日举行的丹灶镇瞪羚动力谷老旧工业园区改

造拆除行动现场。

■华穗耘谷现代农业产业园以千亩连片整治破解耕地“非粮化”顽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