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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实现工业总产值约500亿元
日前，经市政府同意，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印发

《广州市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试点

项目（2022年第一批）清单》。

清单中，海珠区小洲村村镇工业集

聚区、荔湾区西塱村村镇工业集聚区、

白云区广东白云清洁股份有限公司旧

厂房村镇工业集聚区、花都区岐山村村

镇工业集聚区、花都区广塘村村镇工业

集聚区、番禺区桥山村草岗村镇工业集

聚区、番禺区旧水坑村村镇工业集聚

区、南沙区放马村村镇工业集聚区、增

城区上境村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 9
个项目列为2022年第一批试点。

经了解，9 个试点项目总用地面积

约260公顷，顺利实施后，预计可提供近

65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新增产业载

体。经各区测算，项目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工业总产值约 500 亿元，贡献税收

约 22 亿元，约是现状产值和税收的 10
倍。项目拟引入的产业包括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生物医药、信息技术、新能源

汽车、区域汽车零部件智造科技、海洋

先进装备业、物流供应链及管理、高端

物流装备制造、应急装备制造等。

打造更新改造的“广州样板”
今年8月底，《广州市支持村

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试点项

目的土地规划管理若干措施（试

行）》（下称：《若干措施》）印发。

其中提到，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做法，打造村镇工业集聚

区更新改造的“广州样板”。

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有关负责人解读说，为保障村镇工业

集聚区改造工作，《若干措施》从五个

方面提出土地规划管理支持政策。首

先是创新改造路径。允许试点项目符

合“三旧”改造条件、未完善手续的历

史用地及现状地上建筑物作出罚款处

理决定后，按现状建设用地分类完善

手续。

其次，完善激励机制，提高改造主

体积极性。比如，纳入标图建库范围

内按照“三旧”用地审批要求办理集体

土地完善转用手续的村集体历史用

地，无需抵扣留用地指标；周边有新增

建设用地的，可纳入改造实施并抵扣

留用地指标。明确试点项目完善历史

用地手续后，除按规划提供公益性设

施用地外，移交政府经营性用地比例

由 20%降为 0。

为推动实现产城融合，《若干措施》

放宽普通工业用地配套设施建筑比例，

允许试点项目内普通工业用地参照新

型产业用地，其配套行政办公及生活服

务设施计容建筑面积的比例由15%提高

至 30%，且该部分建筑面积不额外计收

土地出让金。独立占地建设的，其用地

面积不大于总用地面积的 10%，以优化

用地综合开发。

《若干措施》鼓励多方主体参与村

镇工业集聚区改造运营，注重统筹“政

府-村集体-市场-企业”多元主体利

益，探索政府招商、企业代建、多主体合

作改造和运营，注重发挥国有企业参与

建设标准工业厂房，降低引进企业用地

用房成本。

另外，广州现行政策，支持试点项

目探索利益共享机制，通过集体土地

转为国有土地、政府收储、土地置换整

合周边零散建设用地等方式，实现连

片改造。

●耕地保护：
通过卫星影像监控每一块土地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和人口第一大省，

各类建设项目用地需求长期处于旺盛状态，

耕地尤其是水田的占补平衡一直处于偏紧

状态，可供开垦为耕地的后备资源匮乏，保

护耕地和保障发展面临较大压力。”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杨林安表示，

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新要求，广东落实耕地

保护主体责任，通过国土空间规划，把“三区

三线”划好，使耕地保护落到实处。杨林安

强调“将把每一块耕地都保护好，作为刚性

指标实行严格考核、一票否决、终身追责。”

据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政策法规处副处

长邢晓军介绍，8月1日正式实施的《广东省

土地管理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

政区域耕地保护负总责，其主要负责人为第

一责任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对下

一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

进行考核。地级以上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补充耕地项目后期种植管护，保障后期

管护费用。《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建立了耕

地保护奖励机制，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

耕地保护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予以奖励，

通过经济手段提高社会各界保护耕地的积

极性。邢晓军表示：“通过这些制度设计，进

一步有效压实各级政府耕地保护的责任。”

与此同时，广东建立起耕地保护动态监

测监管体系，通过卫星影像来监控每一块耕

地和每一块土地。2017 年起，广东推进垦

造水田工作，至今全省开工建设了水田 43
万亩，完工38万亩，验收33万亩。杨林安表

示，“垦造水田既富了当地农民，增加了粮食

生产，垦造形成的连片水田也成为美好生态

的一个风光，改善了环境，让乡村更美丽。”

去年底，国家又对耕地保护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明确在耕地上种树、种果、挖塘等将

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或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的“非粮化”行为，必须落实耕地年度“进出

平衡”。为落实国家的政策，今年 5月广东

出台《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

知》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及农业设

施建设用地。近年来，广东“全链条”遏制违

法用地，大规模垦造水田，在还清16万亩历

史欠账的同时，保障了175个国家和省重大

项目的水田占补平衡，为粤东粤西粤北获得

了113亿元的资金。“2021年开始，广东耕地

从净流出变成了净流入，违法用地也在逐年

下降。”杨林安说道。

●重大项目：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用地获批

日前，广州市收到自然资源部项目用地

批复，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及安

置区共 2.6万亩用地的农用地转用、土地征

收申请获国务院审批同意，标志着广州白云

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建设按下“加速

键”。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

设指挥部前期工作部副部长卢光兆在“民声

热线”中介绍了该项目目前的进展和施工情

况，“今年6月29日获得国务院的用地批准，

为项目的推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目前来

说，正朝着 2025 年项目具备投产条件的目

标推进，当前，T3航站楼以及交通中心已全

面开展了施工，东 4西 4指廊也完成了主体

结构的封顶。”

为应对今年以来经济下行压力，广东省

紧盯重大项目这一经济“压舱石”，打出一套

“组合拳”，做到全方位服务、全要素保障、全

流程提速，全力加快粤港澳大湾区重要项目

落地建设。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环节

优化方面，杨林安表示，省自然资源厅建立健

全保障机制，出台服务清单，“所有的重大项

目都有专班专人跟进，定期重点调度，保证项

目落地。此外，还将保证重大项目空间规划

的落地，保障重大项目用地用林用海指标，落

实耕地占补平衡。开通快速通道，保障重大

项目用地报批完成，争取全省更多的重大项

目落地。”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用途管制处

副处长胡丹也表示，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将全力保障重大项目的自然资源服务支

撑工作。据胡丹介绍，截至目前增城至天河

的高速公路已获国务院的批准，项目已全面

开工建设。此外，广州市自己批准用地的项

目也正在推进，比如黄埔、白云、南沙的一些

产业园区，力保在11月开工。

产值和税收预计10倍于现状

广州广州首批首批99个个村镇工业集聚区村镇工业集聚区
更新改造项目出炉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上线“广东民声热线”

广东垦造水田已验收33万亩 还清历史欠账

保障粮食安全，广东

如何严防死守耕地红

线？助力广东稳经济，重

大项目用地如何全力保

障？9月 20日，广东省

自然资源厅在上线“广东

民声热线”时表示，近年

来，广东“全链条”遏制违

法用地，大规模垦造水

田，在还清 16万亩历史

欠账的同时，保障了175
个国家和省重大项目的

水田占补平衡。在保障

重大项目用地方面，开通

快速通道，保障重大项目

用地报批完成，争取全省

更多的重大项目落地。

记者近日从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9个项目被
列为今年广州市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第一批试点项目，
涉及荔湾、海珠、白云、番禺、花都、南沙、增城等区，预计可实
现工业总产值约500亿元，约是现状产值的10倍。

■新快报记者 陈慕媛

■新快报记者 杨喜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