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黄埔区汤村村是广
州现有旧改项目中的“超级巨
无霸”。2020 年 5 月 28 日，该
村旧村改造项目升龙数字创
意园举行动工仪式，标志着汤
村村项目进入全面拆迁和全
面开发阶段。

汤村村公开招标文件显
示，该村改造范围总用地面积
为 994.66 万平方米， 相当于
1.6 个珠江新城的面积。 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的相关
公告显示，项目拆迁安置总投
资额约 66 亿元， 项目总投资
约 164 亿元。

作为广州知识城的“南
大门”，按照前期规划，改造
后的汤村村将成为片区内的
战略新兴产业集聚区。 项目
将沿九龙大道建设 84.3 万
平方米商业商务办公区，重

点发展科技创新、教育培训、
商务办公、 商业服务四大产
业类型。

汤村村旧改，不仅是周边
环境与居住条件的改善，更将
为中新知识城的产城融合探
路。

景观为表， 产业为里，广
州的城市更新， 既要面子，也
要里子。 纵观广州，类似汤村
村这样的依靠产业兴村的案
例还有不少。除了在景观层面
上做“外科手术”，力求在旧改
中保留原汁原味的岭南景观，
广州还注重修炼内力，“修枝
剪叶”和“培育良种”双管齐
下，根据当地优势发展相应产
业，为旧村经济后劲蓄能。

再以“旧城”荔湾区为例，
广州市荔湾区科技工业商务
和信息化局去年草拟的《荔湾

区旧村庄更新改造产业发展
专项规划 （征求意见稿 ）》显
示，荔湾区现有 21 个旧村中，
需全面改造的就有 18 个，总
面积约占荔湾区行政管辖区
面积的七成。

按照有关规划 ，18 个旧
村将被划分为大坦沙岛片区、
白鹅潭中心商务片区、东沙先
进制造片区、海龙国际科技创
新产业片区、五眼桥———滘口
产业片区。 未来，五大片区将
分别围绕大健康产业、商务服
务业、高端服务业及汽车制造
业、 科创 + 医药 + 花卉产业
融合、 国际采购中心发力，利
用旧改时机，重新思考“从哪
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力求
提升片区内的产业造血能力，
以此维护和拓展前期改造取
得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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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2019 年，是广州城市更新的重要年份。 当年度，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共完成旧村改造项目交易 26 宗，成交金额 1441.28 亿

元，总面积 3255.69 万平方米。
2020 年，广州城市更新工作面临破局，越来越多更新项目需要提质引智，进入价值兑现的高光时刻。
9 月初，在一场深化城市更新推进高质量发展专题新闻通气会上，广州传递出一个重磅信息：未来十年，广州市将有 300 多个

城中村启动城市更新改造工作。
下一个十年，广州划了三个“圈层”，通过城市更新推动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目标。 新一轮城市更新，更加突出高标准配建

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解决低收入人群和“新市民”住房需求，满足住有宜居需求……
记者观察发现，通过一年多来统筹推进城市更新的九项重点工作，广州除对老城大刀阔斧地进行“外科手术”，也在为更新点

的新活力“培育良种”，一套已摸索出的实践经验、顶层设计、一系列硬核措施，将成为新一轮广州城市更新的“路标”。
作为广州新一轮城市更新的见证者，《羊城晚报》推出“广筑新时光”系列专题报道，以记录广州蝶变的又一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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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新起点 老城新活力广州城市更新：

广州城市更新的最终落
脚点是“以人民为中心，解决
民生所需”的以人为本，亦是
既讲究“面子”，也兼顾“里
子”的“内外双修”。 既要改善
物质空间环境品质，提高居民
的居住环境质量，这是城市更
新的“面子”；同时也要实现
更新地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创新产业导入和集聚，保
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经
济发展权利，这是城市更新的
“里子”。

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从
增量走向存量，空间结构也从
拓展走向品质 。 向土地要空
间，向产业要质量，广州在城

市更新工作中，除了关注物质
环境的改善，同时也重视更新
地区的产业导入，将“面子”和

“里子” 作为协同推动老城复
兴的重要抓手。

在保障产业空间方面，广
州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政策措
施： 先是通过划定产业区块，
保障先进制造业发展用地，吸
引优质企业进驻； 其次 ，在
《广州市城市更新实现产城融
合职住平衡的操作指引》 中，
首次针对城市更新提出产业
建设量占总建设量的最低比
例要求， 增加产业空间供给，
推动实现产城融合、职住平衡
的目标。

在提升产业质量方面 ，
《广州市城中村改造合作企业
引入及退出指引》系统性地提
出了引入产业、教育、医疗资
源的要求，明确要求引入优质
的产业、 教育和医疗等资源，
增强城市产业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服务能力。

此外， 富含岭南韵味的
广州“里子”还涵括了对文化
的传承和延续 ， 对更新地区
进行建设时尽可能保持原有
的城市肌理 ， 对建筑物翻新
时遵从“修旧如旧”的原则 ，
营造出“让城市留下记忆，让
人们记住乡愁 ” 的城市文化
氛围。

从全国城市更新进程来看，
广州站在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
不难回答。 过去数十年的城市
更新工作中， 广州一直弘扬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在政策探索和项目实施等方面
勇于探索， 与其他先进城市相
互学习借鉴， 积累了丰富的城
市更新实践经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
州围绕习近平总书记高质量发
展、实现“四个出新出彩”的要
求， 进一步强调城市更新对广
州城市发展的战略意义， 开展
全方位探索，通过城市更新“内
外兼修”，助力广州持续提升城
市能级、打造活力全球城市。

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 10
月视察广东时，要求广州推动
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
出新出彩”。 为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广州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中，提出以“美丽宜居花城、活
力全球城市” 为目标愿景，优
化城乡功能结构布局、传承历
史文脉、营造国际一流人居环
境、促进社会协同治理。

这是对“旧时光 ”的一场
调整和重构。 按照广州的规划
设想，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中心地
区应疏解非核心功能，集聚高
端现代服务功能。 同时，在城

市更新工作中高度重视历史
文化保护，采取修复与活化利
用，城市有机更新、全面改造
和微改造相结合的方式推进，
不急功近利， 不大拆大建，充
分做好历史文脉传承、国际一
流人居环境营造、社会协同治
理促进等内容，翻开城市更新
的新篇章。

翻开新篇章从来不是一蹴
而就的。围绕前述战略目标，广
州市制定了《中共广州市委 广
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城市更
新工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广州市深化城市更新工
作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方
案》及相关配套指引（城市更新

“1+1+N”系列文件 ），按照“规
划统筹、分类指导、连片策划、
精准施策”的原则，进一步将规
划引领、资源保障落实落细，城
市更新成为高水平、 全面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
出彩”的重要支柱。

旧城镇、 旧厂房、 旧村庄
升级改造，村级工业园、低效
物流园、传统批发市场整治提
升，违法建设拆除、黑臭水体
治理、“散乱污”整治……近些
年，广州不断深化完善城市更
新政策， 在区域设施建设、人
居环境优化、 产业转型升级、
土地集约发展、历史名城保护
等方面做出实际成效。

调整重构 规划先行 打磨品质 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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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尘土里开出花来
猎德样板
———城市空间环境再重构

从传统意义上说，基于血缘关系建立的村落，成长为
基于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聚合起来的城中村或社区，城市
化给现代人带来越来越精彩的群居生活。向往更现代化的
都市生活，又不抛弃传统的乡土情结，这是中国城市更新、
旧城改造浩瀚长卷中的广州经验。

对于这座被岭南文化浸润的城市而言，改造不只是一
个简单的“去旧迎新”过程，更是一个让人们重新思考“从
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绝好时机。

站在白山中街入口处，马
路边 30 多平方米的公示牌
上，“白山社区欢迎您”几个白
色大字格外引人注目，一旁还
用中英双语指示着天健广场、
天健国际五金采购城、 天健
ID� CITY 创意园等社区内的
标志性建筑。 犹记得，在 2019
年广州市容貌示范社区创建
情况通报入选的全市 30 个容
貌示范社区中，白云区同和街
白山社区排名全市第一。

顺着路标指示大约走 50
米，可以看到白山东路沿线环
境整洁，商铺鳞次栉比，商户
招牌、 广告招牌规范统一，道
路尚可见明显的翻新、拓宽痕
迹， 沿路错落摆放着鲜花景
观。 在被白山社区居民称作文
化艺术长廊的临街院墙一带，
院墙边缘贴有装饰瓦，附近布
置着党建宣传展出和名人名
言的插画。

短短百余米的街道，干净
的马路连接着数家装修风格
统一的商铺、一条文化艺术长
廊、两个公共健身区、一个篮
球场、一个公共卫生间、一个
垃圾分类投放点、一个休闲广
场……这是白山社区在城市
更新项目中的蝶变成果。

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道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过去的
一年，同和街通过在白山社区

开展公厕升级改造、
道路修复、增设绿化
休闲景观、地下水管网整
治、广告招牌提升改造、人行
道改造等六大工程，提升改造
社区容貌， 完善基础设施建
设，优化居住环境，增强社区
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沿街士多店的商户陈叔
在此经营多年， 他向记者回
忆，改造前的村道很窄，路边
的商户招牌杂乱、门前乱堆乱
放，加上机动车和共享单车随
意停放，每当遇到人流、车流
量大的时候，尤其是上下班高
峰期，街道交通就会堵塞。 如
今，存在多年的脏乱问题被一
举解决，陈叔对改造成果赞不
绝口：“在观感上提升很大，美
观整洁， 经营环境得到改善，
交易秩序更好，大家心情更加
舒畅。 ”

白山社区的成功变身，只
是广州城市更新的一个小小
缩影。

2018 年以来， 广州市连
续三年将老旧小区微改造纳
入十件民生实事范畴。 据广州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
数据，2019 年，广州有共计 33
个旧村涉及旧改，投资总额超
1530 亿元，总范围达 4790 万
平方米，相当于近 8 个珠江新
城的面积。

在保留老城风貌的基础
上， 精细提升社区居住品质，
让城市更优雅、 更具活力，千
年古城广州，老而不旧、久而
优雅正在成为现实。

“猎德城中村改造项目
实现了其存续 900 多年的
岭南水乡景观与现代城市
景观的契合，赋予了城市景
观空间发展全新的视角，使
猎德村很好地融入现代城
市。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
院总工程师孙礼军对“猎德
样板”成功将水乡意象与现
代城市开放空间链接起来
给予肯定。“猎德涌两岸景
观工程从传统岭南水乡景
观文化要素取材，复建岭南
水乡特色景观意象，提升了
城市开放空间和珠江滨水
景观带环境品质。 ”

从人居的角度而言 ，
城中村改造的重点内容 ，
就是建构富有地域特色的
景观环境， 为城市提供充
满活力的空间与场所。 孙
礼军指出， 猎德城中村改
造项目根据四分制的原则
划分土地， 将改造后的空
间分为四个片区： 居住复
建安置区、 水乡景观复建
区 （以猎德涌两岸景观工
程为主体 ）、商业商务开发
区（土地出让拍卖 ）和集体
经济发展区 （以猎德中心
五星级酒店为主体 ），水乡
景观复建区成为猎德意象
与现代城市开放空间的重
要连接。 猎德涌两岸，复建
拥有数百年历史的祠堂 、
龙母庙等建筑， 让猎德的
宗族历史和文化得以传

承， 使猎德人依水而居的
场景得以再现。

按照前期规划，猎德涌
两岸景观工程按照修旧如
旧、 建新如故的原则进行
设计， 尽量恢复水乡村落
原貌，营造出丰富多彩、尺
度宜人的外部空间环境。
作为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
的成功典范， 猎德城中村
改造项目既是村落居住环
境的一次升级， 也是城市
空间环境的一次重构。

“重构的重点是延续和
复活村民以往良好的居住
环境。 ”孙礼军认为，作为
城市的一部分， 城中村改
造不仅要推动该地区的城
市化进程， 也要展现该城
市的环境特色， 延续和发
扬旧的历史文化， 为城市
创建更有活力 的 空 间 环
境。“蕴含文化和浓郁的民
俗风情、 富有活力且拥有
良好居住环境的城中村改
造， 必然会为城市环境建
设加分。 ”

旧村蝶变 老城新貌

产业兴村 持续造血

如今，从广州市珠江
新城出发，沿着临江大道
一路东行，十来分钟便可
走到猎德大桥，映衬在桥
下珠江波光中的，正是猎
德牌坊的艳影。

从 2009 年开建始，
曾经的城中村慢慢蝶变
成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和
写字楼，完美融入珠江新
城中央商务区。 5 座村祠
堂、 猎德地理文化走廊、
龙母庙、 猎德涌等改造
后，这座有着近千年历史
的岭南古村，仍完整保留
着猎德的古村风貌，被视
为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成
功典范。

猎 德 村
改 造 后 保 留
了 完 整 的 水
乡意象
徐振天 摄

白
山社区改造前（同和街道办提

供）

猎德村改造前村口旧貌 �（
猎
德

村
提
供
）

白山社区改造后的现状
徐振天 摄

猎德村改造后保留了完整的旧村回忆 徐振天 摄

广州珠江两岸（资料图）
林桂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