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19
2021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二

责编：曾贵真 美编：郑理文 校对：蔡佳

南海地改
为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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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将把实验区建
设作为改革发展的 ‘一
号工程’，对南海国土空
间来一次结构性大调
整，推动城镇、农村、产
业和生态合理分区、相
对集聚、协调发展。

———南海区委书记
闫昊波

‘拆旧复垦’指标交
易制度是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的一个很好机会，
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
此举能够尽量确保各方
利益，这是一种创新。

———广东省社会科
学院教授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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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个
根据实施方案，到

2022 年， 南海区城乡
空间布局明显优化，城
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格
局初步形成。 实施 20
个城中村改造， 建设
10 个农村居民新型社
区；整合 9 万亩村级工
业园区， 建设 20 个千
亩连片产业社区，建成
5 个万亩农业示范片
区等。

桂城千灯湖夜晚璀璨的灯光让人流连忘返； 狮山万洋
众创城、桂城爱车小镇、西樵五八科创产业小镇等一批重点
连片改造项目取得实效；里水打造湾区“最美岭南水乡”初
见雏形……走入佛山市南海区，会感叹该区城乡融合建设
正迸发的惊人活力。 自 2019 年 7 月 31 日，南海获批建设
全省唯一的省级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以下简称
“实验区”）后，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起航的关键之年，处在
“双区”建设、“双城”联动重大机遇窗口期的南海，将以实验
区建设为契机，从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格局谋划城市
更新，打造大湾区城乡融合最佳样板，开启南海高质量发展
新征程。

■新快报记者 胡珊霞 通讯员 南宣

●新使命
破解发展困局
为全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探路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以“村村点火、户
户冒烟”“六个轮子一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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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出现
土地利用碎片化、产出低效、规划基础设施
薄弱、安全隐患频现等诸多问题。

如何破题？ 南海的思路是以土地制度
改革为突破口，破除“城乡混合”，走向“城乡
高质量融合发展”。 2019 年 7 月 31 日，省委
深改委批复同意南海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 要求南海率先探索
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2020 年 9 月 19 日，省委深改委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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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周之后，南海召开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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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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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区建设进入全
面铺开的新阶段。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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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实施方案，到 2022年，南海区城乡空
间布局明显优化，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格局初
步形成。 实施 20 个城中村改造，建设 10 个农
村居民新型社区； 整合 9 万亩村级工业园区，
建设 20个千亩连片产业社区，建成 5个万亩农
业示范片区等。到 2030年，全面实现土地结构优
化调整，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过去 40 年，南海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
迹， 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特
别是南海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成为制
约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 ”佛山市委书记
鲁毅表示， 省委赋予南海建设实验区的重
任，目的就是要求南海破解这些问题。 南海
要紧紧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真正把
实验区打造成为一个可复制、 可推广的样
本，为南海以及佛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南海区委书记闫昊波表示，南海将把实
验区建设作为改革发展的“一号工程”，牢牢
把握空间重塑这个核心任务，深化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 紧紧抓住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试
点、探索以县域为单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的机遇，对南海国土空间来一次结构
性大调整，推动城镇、农村、产业和生态合理
分区、相对集聚、协调发展。

●新探索
国土空间规划先行
研究“广佛候鸟人群”
和“广佛协同空间再造”

广东省、佛山市对实验区建设给予高规

格支持。 《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实验区建设中
的首批 8 项省级支持事项，涉及“创新国土
空间规划管理机制”“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创新历史遗留用地问题处理机制”等多
个方面。

国土空间格局的调整优化是城乡融合发
展改革的关键。 目前全国上下正在抓紧推进
2020-2035 年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
作，南海因发展改革路线的独特性与代表性，
承担了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试点的任务。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规划编制股
相关负责人透露， 在叠加南海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实验区改革机遇下， 南海区正积极探索
支撑珠三角高度城镇化、 村镇工业化地区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规划路径。 目前，南海相关部
门已经先后协同完成 25 个部门 7 个镇街大
调研，不断完善形成涉及全区全域各部门 52
项要素、210 余字段的基础数据库， 形成空间
规划工作的基础平台，初步拟定了规划方案。

此次规划有何创新之处？ “规划凸显‘以
人为本’的理念，更具‘温度’。 一是激发土地
存量并建立全流量机制，为土地整治规划提
供一个可实施的路径；二是把广佛衔接和广
佛候鸟人群的研究更为透彻，所以开展了广
佛候鸟人群预测、广佛协同背景下的空间格
局再造。 ”该负责人称，“规划更关注人的需
求，将民众切身利益涉及的公园绿地、上下
班交通、平日休憩等，都纳入规划中。 公共服
务设施标准提升。 ”

据介绍，目前南海国土空间方案初步确
定了“四集中”方向，即城镇空间、产业空间、
生态空间、 农业空间等四种空间的集中，将
原来城乡混杂的状况，集中引导为城镇空间
强心聚轴，农业空间集中成片、生态空间织
补成网、产业空间集聚增效，以推动土地空
间的优化。

●新举措
聚焦体制机制难题
创新“拆旧复垦”指标交易制度
破解土地资源供需矛盾

南海除了创新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机制，
还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方面开展有突破性、
首创性的探索，为省市在面上推开改革提供
经验借鉴。

2020 年年底，南海出台《佛山市南海区
拆旧复垦（增减挂）实施管理暂行办法》（下
称《暂行办法》），为创新城乡空间融合发展
机制，破解南海土地资源供需矛盾探索新的
解决方案。

丹灶镇西联砖厂项目是该 《暂行办法》
的受益者。 丹灶西联砖厂由于噪声扰民一度
被投诉， 如今这家砖厂被拆除后已变身绿
地，水田相映，景色秀美。

“拆旧复绿后，不仅村里环境变好了，还
形成了 100 多亩的建设用地指标，实现了发
展与生态的‘双赢’。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
海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快报记者。

此次新出台的《暂行办法》，不仅将城镇
建设用地及风景名胜用地纳入复垦范围，还
全程打通拆旧复垦省级指标产生通道，以及
突破拆旧复垦只能由所有权人实施的限制，
采用多种合作开发模式，允许指标跨镇街使
用。

目前，除丹灶西联砖厂外，桂城街道半
月岛项目和里水镇逢涌村项目也成功实现
“拆旧复绿”，3 个项目共计新增农用地面积
382.67 亩。 狮山镇永和村项目（74.81 亩）复
垦方案已获得市自然资源局批复，即将开展
拆旧复垦工作。 另外，大沥谢边村及沥中村
项目 （38.17 亩）、 丹灶镇沙滘村项目（10.35
亩 ）、 丹灶镇东联渡口所地段项目 （129.40
亩）正在推进。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丁力接受新快报
记者采访认为，“拆旧复垦” 政策的好处就是
土地和指标分离，土地复垦以后，就有了建设
指标。 有些地方需要指标，就可以购买。 农民
复垦牺牲的部分利益通过指标交易得到补
偿。 同时通过土地腾挪，较好实现土地从碎片
化、低效利用向高效转化。 丁力称：“‘拆旧复
垦’ 指标交易制度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
个很好机会，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能够尽量
确保各方利益，这是一种创新。 ”

南海，正凝聚各方力量，以探路者的姿
态为全省城乡融合探索“南海方案”。 一座更
具品质、更富活力、更具幸福的梦想之城正
披荆斩棘、呼啸而来。

■南海以土地制度改革为突破口，破除“城乡混合”。图为千灯湖片区成为南海城乡高
质量融合发展的典范。 南海区委宣传部/供图

■丹灶西联砖厂
项目区原貌与现
状对比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