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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赵燕华报道：因地铁
10号线署前路站规划建设而纳入征收范
围的署前路、庙前直街位于老东山的中心
区块，也是不少市民怀旧留恋的地方。有
市民提出，是否可以将地铁10号线与1号
线在东山口站进行换乘，从而避开目前的
征收区域？为此，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相
关部门和专家，据了解，此前经过普查和
专家评审，署前路片区内的建筑并未列入
推荐历史建筑线索或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从交通规划的角度看，署前路站的设站间
距较为合理。

公示的广州市轨道交通 10号线署前
路站拟征收范围示意图显示，此次计划征
地范围主体包括两块，一是庙前直街北侧
地块，长约150米，二是署前路东侧地块，
长约100米。

记者发现庙前直街北侧美食街、越秀区
图书馆、陈树人纪念馆等建筑被纳入本次征
收房屋范围，这些地段老街确实承载了市民
记忆，比如庙前直街16号，为民国茶楼东方
茶楼（北方馆）旧址；庙前直街62号为民国特
色建筑；庙前直街32号为民国电话本大公置
业公司……这些是否历史建筑？

对此，相关部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年来广州开展了五次不可移动文化遗产
普查，第五次普查已完成历史建筑的认
定，各区正开展传统风貌建筑的认定工
作。“征收公告里的署前路片区，位于第五
次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普查范围内，已完成
了不可移动文化遗产普查，已经组织对普
查范围内的建筑进行审查并召开了专家评
审会，经评定，上述提及的建筑未列入推
荐历史建筑线索或传统风貌建筑线索。”

“目前在东山口已有1号线地铁站，为
何在不远处又设一个署前路站？”有些市民
提出疑问。对此，交通规划专家做出分析。

地铁10号线和12号线构成广州中心
城区轨道交通“X对角线”，其中地铁10号
线串联了天河、越秀、海珠、荔湾区，承担
中心城区西南至东北方向的客流交互，疏
解沿线地面道路交通，缓解体育西路地铁
站的换乘压力。而根据2017年3月国家发
改委批复的《广州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
规划（2017-2023年）》，10号线新建段为石
牌桥至西朗站，线路长19.9公里，设站14
座，其中署前路站为10号线与1号线、6号
线换乘站。

“在署前路设站，可服务周边龟岗社
区、新河浦等小区，减轻东山口地铁站进出
站压力。”专家进一步解释，目前东山口地
铁站客流压力较大，已属于高峰客流管制
车站；同时，通过与1号线的换乘，可缓解1
号线和10号线在体育西路换乘的压力。

而10号线寺右新马路站至东湖站长约
2.9公里，设置署前路站后前后区间分别为1.6
公里、1.3公里，因此设站间距是较为合理。

专家还表示，署前路站位于寺右新马
路-东湖站中间，该范围内东西向的中山一
路走廊已布设有内环路和地铁1号线，空间
条件难以布置新的地铁线路。换言之，寺
右新马路-保安前街-烟墩路-庙前直街走
廊是10号线最具可实施性路由。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梁栋贤

征迁工作对附近小学影响可控

有市民提出10号线与1号线是否可
在东山口站进行换乘，避开目前征迁区域

东山口站客流压力大
署前路设站为其减压

10月27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召开。会上，广州市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陈泽鹏作《关于广州市
推进综合城市功能出新出彩工作情况的报告》。

广州亮出“出新出彩”成绩单

羊城晚报记者 张璐瑶

署前路站升级为换乘站优势明显

18项营商环境指标全部入选“标杆”
广州是如何做到的？羊城晚报记者 丁玲

在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20》中，广州入选全部18项指标领域标杆城
市，“获得电力”“跨境贸易”“办理破产”“市场监管”4项指标领域典型案例获评全国最佳实践，“用
地清单制”作为广东省典型案例代表，入选“一省一案例”改革集萃……

27日，记者从“广州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上获悉，从“简政放权”到“重点领域
营商环境攻坚”，再到“实施跨部门革命性流程再造”，广州当前正实现营商环境改革“三级跳”，着
力打造全球企业投资首选地和最佳发展地。

“上述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
于广州坚持从市场主体视角出发，
全力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新三板行
动’”。广州市大湾区办常务副主
任、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建荣表
示。所谓“新三板行动”，是指“拉
长板”“补短板”“固底板”。

拉长板方面，广州主要突出政
策供给，先后出台实施“暖企15条”

“稳增长 48条”“支持中小微企业
20条”“信用助企9条”等系列政策
组合，促进各类市场主体持续健康
发展；补短板方面，除自上而下狠抓
国家《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各项法
规政策落地，还自下而上建立面向
市场面向企业面向群众的联系沟通
渠道和机制。

固底板方面则践行“法治是最
好的营商环境”。“贯彻落实国家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制定《广州
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并力争年内
公布施行，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人
民群众满意、市场主体认可的改革
举措，固化上升为地方性法规条
款。广州率先推出轻微违法行为免
责清单，明确260多项免罚事项，从
制度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更强
大的保障和支撑。”陈建荣说。

长期以来，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
改革是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广州市住房城乡
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齐怀恩在发布
会上表示，近年来，广州对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进行不断探索，从开展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及优化办
理建筑许可入手，实现“工程审批万里
长征图”到“取地即开工”的转变。

在持续完善制度建设方面，完善构
建“2+69”审批改革政策体系，自2018
年审批改革试点以来，通过“减放并转
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工程建设项目

已形成1个试点实施方案、1个深化改
革方案、69份改革配套文件的“2+69”
的改革政策体系。政府投资项目审批
时间压缩至 85个工作日以内，社会投
资项目压缩至35个工作日以内。

齐怀恩表示，以施行规划、施工许可
并联办理为例，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
建设项目全流程压缩为6个环节、28天，
并实行一站式网办、分层级质量管控，整
个工程企业不花一分钱。广州市首宗低
风险工业项目申报后3个工作日即取得规
划许可和施工许可，比企业预想节省2个
月时间，节省企业成本约50万元。

与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不动产登
记也跑出广州“加速度”。

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总经
济师邱琳介绍，在为企业办理不动产登
记业务时，设置有“企业专窗”，为企业
提供全程绿色通道服务，整合缴税、登
记、发证等环节，实现企业间非住宅转
移登记“在一个窗口、交一套材料、与一
人互动、一个环节、一小时办结”；同时
实施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限专项行
动，已实现土地、房屋、海域、林权等一
般登记4个工作日内办结，抵押登记2
个工作日内办结，企业间存量非住宅转

移登记等 24项登记业务 1小时办结。
“我们还将持续提速增效，年底前将实
现一般登记3个工作日内办结，抵押登
记1个工作日内办结。”邱琳说道。

广州推行“跨市（城）通办”，力争
在年底前实现广州深圳珠海三地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
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异地申请、属
地（联网）审核、一次办结”；推行“跨省
通办”，在年底前实现商品房预售、抵
押涉及的不动产预告登记、不动产登
记资料查询、不动产抵押跨省会城市
通办。

推进营商环境改革
“新三板行动”

从“工程审批万里长征图”到“取地即开工”

不动产登记跑出广州“加速度”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璐瑶报道：27日召开的
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二次会议上，广州市财政局局长陈雄桥作《关
于2019年度广州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的专项报告》。报告指出，截至2019年底，
全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总额7559.8亿元，负
债2080.1亿元，净资产5479.7亿元。2019年度
全市共实现国有资产收益10.9亿元。

其中，全市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储备物
资主要包括：粮食储备共39.7万吨；等级公路
3547.2公里；城市道路5134.6公里；公共文化
体育设施4086个；公租房10.2万套。

为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广州
免收行政事业单位国有物业2、3月份租金，减
半收取4、5月份租金，共减免租金6264万元；加
快盘活行政事业单位资产，上半年共实现处置
收入2.5亿元；将符合条件的闲置资产注入市属
国有企业，上半年共无偿调拨资产26.5亿元。

数据显示，2019年，广州市盘活闲置物业
面积同比增长66.4%；经公开挂牌物业租金增
值率为16.7%；各单位提前报废和报损设施设
备同比分别下降67.7%和31.1%；资产管理人
员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对公共服务事业保障
有力，教育、卫生、科技、交通和体育等公共服
务事业取得新的发展。

此外，2019年还对市属10个部门开展重
点检查。整改违规出租出借物业面积403万
平方米，22个主管部门对105名责任人实施
问责。2019年，审计部门发现个别部门在国
有资产管理方面存在问题，涉及金额23.9亿
元。整改情况将由市政府在年底前向市人大
常委会专题报告。

经济中心功能不断增强
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36万亿元，增长6.8%，增速

居4个一线城市首位
今年以来经济运行逐季回稳向好，前三季度 GDP增长

1%，比上半年提高3.7个百分点
2019年广州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增加值

的比重达64.5%
2019年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比重达65.9%，今年

前三季度信息服务业、金融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5%和8.9%

枢纽门户功能不断强化
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开工建设，建成后旅客吞吐量可达1.2

亿人次
广州港深水航道拓宽工程全线投入使用；累计建成 5G基站

3.6万座
2019年广州承办重要国际展会69场

科技创新功能不断提升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首次将广州与深圳、香港组合，排名全

球创新集群百强第2位
生物岛等4家省实验室建设初见成效；2019年广州全市技术合同

成交额增长77%

文化引领功能不断提高
广州扎实推进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支持在穗高校“双一流”建设
北京路步行街完成升级改造，“十一”黄金周8天营业额增长超1倍

综合服务功能不断拓展
2019年以来，广州累计新增公共服务设施及配套约3.8万个，新

增绿化面积约658万平方米
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儿童医学中心落户广州；率先实施

高龄重度失能老人照护商业保险

广州晒2019年行政事业性
国资“账本”

资产总额7559.8亿元
去年实现收益10.9亿元

相关新闻

每平方米最高7.7万元补偿额度排越秀第一

▲地铁10号线建
设东山口区域征迁范
围示意图

�位于征迁范围内的
庙前直街北侧商铺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摄

位于征迁范围内的陈树人纪念馆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摄

专家释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育新机 开新局

拟建的广州10号线署前路站项目引关注，记者多方探访求解：

征迁范围内没有挂牌文物建筑
现有拟征迁方案或是最优选择

此前公示的广州市轨道交通
10号线署前路站拟征收范围示意
图显示，本次计划征地范围主体包
括两块，一是庙前直街北侧地块，
长约150米，二是署前路东侧地块，
长约100米。

过去几天，东山口附近的观光
客数量有所增加，街边不时可以看
到举起手机拍照“打卡”的市民。其
中，还有不少只是听说该区域将征
迁但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的街坊，他
们以为“附近整片区域都要拆了”。
事实并非如此。

东山街道办事处的相关人士

透露，征迁区域内的建筑物以庙前
直街北侧临街店铺、庙前直街小
区、陈树人纪念馆、广州市越秀区
图书馆等为主，据他了解，范围内
暂无挂牌的文物建筑。

一位不愿具名的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专家也向记者证实了
这一观点，不过，这位专家提到，

“虽然区域内没有挂牌文物，但一
些有历史年代的建筑物同样蕴含
着意义。征迁活动中，只要建筑业
主同意，它们的去留大家都无可厚
非。只是从历史建筑物保护的角
度而言，这些建筑的消失还是有点

可惜。”
尽管征迁活动暂无定期，但

周 边 已 经为此做好了准备。位
于署前路和庙前直街交叉口的署
前路小学，并不包括在本次的征
迁建筑物范围内。近在咫尺的征
迁活动会否影响到署前路小学的
日常教学活动呢？据该校相关工
作人员的说法，目前还未收到附
近征迁具体日期的通知，目前已
知的拆迁工程噪音、学生往返学
校安全等问题的影响都在可控范
围之内，学校会妥善安排好相关
事宜。

按照《地铁10号线署前路站项目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
稿，住宅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
框架结构房屋每平方米补偿 6万元，混
合结构房屋每平方米5.9万元，砖木结构
房屋每平方米 5.8万元。若加上一次性
征收奖励、最高搬迁时限奖励和弃产补
助，住宅物业货币补偿的最高标准将达
到7.7万元/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这一补偿标准是越秀

拆迁补偿“第一高”。记者查阅越秀区目
前在售住宅的报价发现，附近片区的二
手住宅报价在5万元/平方米-7万元/平
方米左右。

据了解，除选择货币补偿外，被拆
迁者还可选择在原地按套内面积1:1回
迁。对于回迁，有街坊认为，能将原来
住了几十年、没有电梯的老房子换成新
楼挺好的；但也有人对原来的房子表示
留恋。

短短百余米的署前路，自北向
南依次坐落着陈树人艺术中心、广
州市越秀区图书馆、中国工商银行
支行等建筑。再往南，东西向的庙
前直街与署前路交叉，二者呈L形
分布。150米长的庙前直街，一道
护栏将东向的机动车单行道和人行
道分开，拥挤而井然。

关于广州地铁 10号线署前路
站的房屋征收补偿征求意见稿在市
民中引起关注。此前10号线规划
的19座车站中，署前路站并未被规
划成换乘站。据广州地铁相关知情
人士透露，在征迁顺利的前提下，计
划将署前路站调整为换乘站，以实
现与1号线、6号线的“三线换乘”。

“将具备相关建设条件的站点升级
为换乘站，既有方便市民出行的初
衷，也有联通城市轨道网络、减轻其
他线路换乘压力的考虑”。

将署前路站升级为换乘站，为
周边区域带来的交通便利优势自
然不言而喻。记者采访相关方面
得知，目前公示的在署前路东侧
和庙前直街北侧的征迁方案，或
是现实条件下的最优选择。相关
规划图显示，署前路站与北边的东
山口站相距百余米的距离，若要与
东山口站连接换乘通道，署前路无
可避免要被纳入征迁范围。

署前路东侧的主要建筑中，广
州市越秀区图书馆的前身为东山

区机关办公大楼，于2007年对外开
放；陈树人纪念馆由广州市政府于
1987年兴建，纪念岭南画派著名画
家陈树人。而此次并未涉及的署
前路的西侧，则坐落着东山口区域
的地标性建筑东山百货大楼，相比
东侧，若征迁西侧估计难度更大。

从东西南北的地理方位看，署
前路站居于由庙前直街、庙前西
街、龟港大马路、署前路相交汇的

“十字路口”。未来，署前路站的出
站口若向西、南布局，将会面对西
边庙前西街的金城宾馆等建筑，以
及南边的粤港大厦。相比之下，庙
前直街北侧地块的小型临街商铺
征迁难度或会小些。

近日，《关于广州市轨道交通十号线署前路站
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的通告》引起街坊关注。有市民前
往附近拍照打卡，希望留下影像记忆。也有市民
呼应“公开征求意见”提出疑问：拟征迁署前路、庙
前直街是否是署前路站升级为换乘站的最佳选
择？征迁地块上是否有文物建筑？拆迁活动对附
近的署前路小学影响几许？

10月27日，记者走访涉及本次征迁活动的署
前路和庙前直街，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据相关
方面解释，署前路站升级地铁换乘站，站点附近旧
建筑林立，现有拟征迁方案或是最优选择；征迁区
域内暂无挂牌文物，征迁对周边的影响目前可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