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行者：率先破冰改革 激发市场活力A

2018 年 11 月 30 日 / 星期五 /�区域新闻全媒体编辑部主编
责编 冯小静 /�美编 陈日升 /�校对 孙东菊 A 8特

顺德的改革开放始
终未曾停步。 曾经的传

统制造业高地的顺德正不断努力从
传统制造模式中跳出来， 不断创新
推动工业制造向精益制造、 高端制
造转型。

散布于顺德 205 个村居当中的
382 个村级工业园曾是顺德工业快速
成长的“产床”，为顺德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这些村级工
业园占据了顺德工业用地的七成，工
业产值只占两成，成为制约顺德发展
的主要问题。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佛山市委常
委、顺德区委书记郭文海提出：“要以
‘壮士断腕’ 的决心坚决淘汰落后产
业，通过村级工业园改造再从产业空
间上造几个顺德。 ”

今年年初的顺德区党代会上，村
级工业园升级改造被正式确立为顺
德“头号工程”，计划 3 年改造 5 万亩
以上村级工业园区。 当前，顺德上下
正凝心聚力、不断推出新政、尝试用
新办法、新思路，啃下村改这块硬骨
头。

与此同时，顺德正尝试以智能化

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传统企业的转
型升级之路。 今年以来，顺德提出建
设科技顺德，以科技力量武装传统产
业，布局发展科技型新产业，让科技
成为顺德新一轮发展的新动能。 为
此， 顺德将从 2018 年起至 2020 年，
每年投入 5 亿元共计 15 亿元进行科
技创新和技术改造。 据介绍，这笔投
入主要用于高企培育、企业研发机构
建设、创新团队引进、科技信贷风险
补偿金、知识产权、异地科技孵化平
台、科技创新券等方面。

凡属过往，皆为序章。 在改革开

放 40 周年之际， 顺德又一次被赋予
改革的历史使命，扛起改革大旗。 今
年 9 月，广东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正式批复同意佛山市顺德区率
先建设广东省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改革创新实验区。

目前，顺德的广东省高质量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实施方
案，已经上报省委深改组。 待方案获
批之后， 顺德将召开全区动员大会。
改革先锋顺德将带着全新的改革任
务和使命， 探索寻求高质量发展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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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顺德：改革先锋再扛旗
探路高质量发展

1978 年 5 月， 顺德
县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镇容奇悄悄办了件大事，与香港一
家企业签署合作协议，合办起了大进
制衣厂，工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
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
家，容奇镇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

这一合作开创了改革开放中被
称为“三来一补”的新形式。 大进制衣
厂成立后， 第一年工厂就赚了 20 万
美元，轰动一时。 这次成功的尝试，为
全国发展对外经济提供了一份弥足
珍贵的经验，让各地都看到了这一全

新模式的魔力，很快，沿海城市“三来
一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由此，顺德改革开放的大幕也正
式拉开。

1992 年，顺德被省委、省政府确
定为综合改革试验县（市），让顺德关
起门来，进行以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综
合改革。 顺德也不负众望，推出一项
项改革措施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当年 8 月，顺德的综合体制改革
正式启动。 在这场轰动全国的改革试
验中，顺德首先以转变政府职能开始
实现自我革命，在这场被当地人称为

“拆庙搬神”的行政体制改革之后，不
到一年内， 顺德 56 个政府机构一下
子精简为 28 个， 政府办事效率明显
提高，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早已成
熟。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最初，正是顺
德在全国率先推进以产权制度改革
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通过明确权
责、政企分开，率先摸索出了一套合
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1993 年 6 月，顺德决定通过政府
独资、控股、参股经营等方式，对全市
公有、 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产权改

革，全面推动企业整体转制。 通过产
权转让、引资扩股、公开拍卖，建立股
份制、 股份合作制和混合型经济，实
现产权主体多样化。 在产权制度上破
冰，让顺德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的体制跨越，为此后顺德的经济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体制基础。 1996 年
年底，顺德市镇两级的 1001 家国有、
集体企业全部转制完毕，初步建立了
现代企业制度和新的政企关系。 到
1997 年， 在全国率先建立起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框架，成为中国企业产权
制度改革的先行者。

顺德的发展史便是一
部改革史，一系列的变革与

创新为顺德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无
穷的活力，成为推动顺德发展、不断创
造奇迹的强大原动力。 随着改革的不断
推进， 顺德经济一路高歌猛进。 1978
年， 顺德 GDP 仅有 4.75 亿元， 到了
2017 年已经升至 3080 亿元， 增长了
647 倍，年均增长率约为 18%。

改革前夕， 顺德仅仅是一个遍地
是“桑基鱼塘”的小小农业县，工业制
造基础十分薄弱。 早早地尝到了改革

甜头的顺德，坚定了发展工业的决心。
在兴办乡镇企业、 产权改革和综合体
制改革三大关键改革和发展节点上，
率先探索与实践， 成功地解放和发展
了生产力, 使顺德成为了企业发展的
热土，一大批企业在此异军突起。碧桂
园、美的、格兰仕等如今驰名中外的知
名企业，正是在当年的改革中，赢得先
机，获得超速发展的机遇，在日后逐渐
成为商界的一个个璀璨明星。

顺德也完成了从农业县到工业
市的跨越，并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工业

制造重镇，上世纪 90 年代，顺德便在
全国县域经济发展中脱颖而出，成为
全国 2800 个县域经济体的领跑者，
一跃成为“广东四小虎”之首。

今年，顺德已经连续 7 年问鼎全
国百强区的榜首，成为顺德综合实力
强劲的最好写照。 时至今日，顺德已
培育了家电、机械装备两个产值超两
千亿产业集群，拥有 39 家规模超 10
亿元的民营骨干企业……除了强大
的传统制造业企业之外，一大批的新
产业、新业态在顺德生根发芽。

全球工业机器人四大巨头中，三
家已落户顺德， 而本土的利迅达、嘉
腾、隆深等机器人系统集成应用企业
也成长为机器人领域的“大咖”。 今年
3 月， 美的库卡智能制造产业基地在
顺德正式动工，预计将带动在顺德形
成新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2009 年开始， 顺德开始酝酿打造
“广东工业设计城”。 到去年，已经聚集
了 8120 名设计师， 成长为国内影响力
最大的工业设计产业基地，为珠三角乃
至全国的制造业提供创新设计资源。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 ，佛山顺德从来都是绕不开的地
方 。 在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当中 ，这个仅有 806 平
方公里的小地方 ，始终敢为人先勇当先锋 ，多次承担重大改
革试验任务 。 推进产权改革释放市场活力 、率先转变政府职
能 、进行社会体制综合改革……顺德的各项改革都走在全国

前列 ，创造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 “顺德模式 ”，为改革开放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

顺德也成为了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 ，从一个以 “桑基鱼塘 ”为主
的农业县成长为全国首屈一指的工业强区 。 走进新时代 ，顺德人正凭
借着不甘人后 、 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 ， 全面补齐发展当中的短板 ，推
动顺德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 。

排头兵：领跑县域经济体 新旧动能双驱动B

再出发：传统工业强区 谋求高质量发展C

顺德正全力推动全区实现高质量发展 顺德区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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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城城管：城市管理让生活更美好
文 / 图 张闻 张大伟

从 1997 年我国首支城管队伍建立至今，“城市
管理者”虽尚未至“不惑之年”，但从改革开放我国大
规模城镇化开始，城市管理的话题却“火”了 40 年。

2015 年 12 月， 时隔 37 年后， 中央城市管理工
作会议再次召开，标志着我国城市管理工作迈入一个
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城市管理的执行者，新的部署给
城管执法队伍带来了新的课题。

创新源于实践，实践多在基层。 近年来，以中央、
省、市对城市管理工作的要求为指导，佛山禅城区城

市综合管理局通过管理与服务相结合，打
通城市管理的最后一米， 为禅城在佛山市
打造“首善之区”做出自身贡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新起点、新要求，砥砺奋进
再出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成为发展的新目标。

新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城市
管理的转型方向。 在广东制造业
重要城市佛山，专业镇经济的发
展在带来城市扩张的同时，城中
村、 镇中村大量存在，“城不像
城、村不像村”的现象在位于中
心的禅城尤其明显。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而站在突破
万亿元GDP的关口，佛山提出要

打造建成宜居宜业宜创新的高
品质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
一个城市发展好不好，城市中心
的管理水平是最明显的标志。 作
为中心城区的禅城，如何打造与
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相匹配的
城市管理体制，是时代交给禅城
城市管理者的“课题”。

“新的城市管理体制需要以
人为中心， 围绕市民的生产生
活，由管理向服务转变”，禅城城
管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佛
山的城市中心，禅城在管理理念
上要有“绣花”思维，对城市实施
精细化管理； 在管理方式上，禅
城要改变传统管理模式，建立扁
平化管理思维， 借助大数据、区
块链的理念，对城市和市民进行
高效服务，真正实现“城市管理
让生活更美好”。

城管是执法者，要从管理向服务
转变， 最重要的就是要转变执法理
念。 生活中，市民不但需要整洁的城
市环境， 也需要便捷的社区服务，流
动商贩虽然违反了城市管理规定，却
又常常是社会的弱势群体。如何平衡
这之中的关系？ 在老城区，祖庙街道
城管部门利用便民疏导点解决了这
个问题。

刘广南是禅城区城市管理局祖
庙分局的一名基层队长，由于其管辖
范围地处老城区，不少流动商贩都是
60 岁以上的老人，日常管理中，在可
允许的范围内，刘广南都尽量“与人
方便”。 为彻底为生活困难的老年游

商找个点，刘广南在南堤市场等地附
近走访， 在不妨碍交通、 不经营熟
食、 不扰民的前提下， 申请设置疏
导点， 将部分生活困难的老年游商
引导至疏导点， 既维护了市容市貌，
也解决了老人家的生计问题。 据了
解， 受此启发， 目前禅城区已建立
了多个便民疏导点，主要让生活困难
小贩提供补衣、补鞋、修单车等服务。

“城市管理，不但要管，更要帮”，刘广
南表示，转变城管执法理念需要基层
的不断创新。

实际上， 在解决很多民生问题
上，禅城城管的“微创新”不仅于此。
在南庄镇， 城管队员通过与吉利市
场、吉利村委三方共同组建“南庄吉
利村城市管理工作站”， 共同做好吉
利市场周边的秩序维护工作，更通过
免费安置流动商贩，让市场周边环境

焕然一新；祖庙街道设立“城管直联
日”， 执法队员每个周二加入直联团
队下村走访，3 个月解决了相关难题
近千宗；石湾镇街道通过“721 工作
法” （70%的问题用服务去解决 、20%
的问题用管理去解决 ，10%的问题用
执法来解决 ）， 在扬尘防治等监管上
卓有成效……

城市管理，有执法者，相对就有
违法者， 如何在执法过程中减少矛
盾，让人被罚得心服口服？ 张槎城管
部门设立“约谈室”，对违规当事人先
行“约谈”， 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建
议， 认真解释法律法规条文。 如今，
“城市约谈室” 已开展了经 50 次约
谈，违建、噪音污染、乱摆卖等问题逐
渐成为“过去式”，受罚者心服口服，
投诉迅速减少。

“城市管理要贯彻‘绣花’理念，
把每一件小事服务到位”， 禅城区城
市综合管理局分党组书记、常务副局
长赵亮表示，民生无小事，只有服务
到位，市民认可，城管部门才能真正
带动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 为此，
多年以来，禅城城管部门邀请市民给
城管打分， 根据民意改进城管工作，
获得市民点赞。

城市管理不但要精
细，更需要高效、快捷。 为
此，禅城区打造社会综合
治理云平台，打破原有条
块层级分割、各自为战的
状态 ， 整合部门执法力
量、业务事项、数据资源，
依托“信息化 + 网格化”，
实现“一张图”管理、“一
中心”指挥 ，构建精准扁
平高效指挥体系。

社会综合治理云平
台如何搭建快速处理机
制？ 原来，结合佛山推行
的“网格化”管理工作，网
格员都成为了云平台的
“天眼”。 网格员在巡视中
发现问题， 拍照后通过
APP 发送到佛山市禅城
区社会综合治理指挥中
心（云平台 )。 云平台接报
后，确认责任单位并下派
指令；执法人员随即赶到
现场处理。 云平台突破了
原有层层上报、级级审批
的传统管理路径，实时反
馈，迅速派单 ，杜绝了各
部门推诿扯皮现象。

此外， 通过大数据、
区块链技术，云平台实现

“一张图”管理。 每个地点
及周边的资源分布、企业
情况、 城市管理部件、事
件等资料全都在一张图
上显示。 在此基础上，禅
城城管先后附加“智慧井
盖”、“新型智能环保渣土
车”等应用，特别是通过
平台对每台新型渣土车
设定了车辆卸土区域，指
定的区域外，载重的渣土
车无法进行货厢的举升
操作，杜绝了随意倾倒渣

土的现象。
佛山市塱沙国际商品

批发中心的下朗疏导点
是社会综合治理云平台
对市容市貌进行精确治
理的一个案例。2015 年下
半年，位于佛山市禅城区
张槎街道下朗村的塱沙
国际商品批发中心开业，
导致该处的人流量激增。
年底，张槎城管部门通过
社会综合治理云平台的
数据分析，发现聚集在塱
沙国际商品批发中心附
近的游商越来越多，一个
乱摆卖“黑点 ”正逐步形
成。 发现了这一问题后，
张槎城管部门积极与下
朗村联系 ， 根据市民需
要，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
下，联合村委在该地设立
了一个乱摆卖疏导点，既
满足市民需求，又规范了
游商摆卖的秩序及该地
的卫生情况，及时将一起
城市管理难点问题消灭
在萌芽状态。

“城管队伍就是城市
的管家仔，希望通过我们
的服务，能让每一位市民
都能感受得到我们的用
心、贴心和真情”，赵亮表
示。 从“公安”转职到“城
管”， 赵亮对城管执法有
着更深的感悟。 他表示，
管理是为了城市，服务也
是为了城市里的人们生
活得更美好，城管执法需
要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
高效调动资源，真正集合
社会各方力量，构建佛山
中心城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综合管理格局。

新发展阶段需要新治理理念
背景：

A
管理要像“绣花”把民生小事做好
理念：

B

社会综合治理云平台
搭建快速处理机制

方式：
C

禅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局张槎分局设立约谈室，化解基层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