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 据
显示，佛山
2020 年经济
总量破万亿，是
全国排名第三的
非省会地级市，
第二产业增加值
居全国第六。除
了文化名城、历
史名城、美食名
城 ，已 经 步 入
GDP 万亿元俱
乐部的佛山，正
在崛起成为中国
制造业“新一
线”城市。

广佛高速线路全长15.725千米，

设计速度120千米/小时，于 1986 年
12月28日动工建设，1989年8月8日竣工运营，是
广东首条建成使用的高速公路，使穿行广佛的时间由

2个多小时缩短到20分钟左右。
截至今年3月底，千灯湖创投小镇已集聚私募基金类机

构879家，募集与投资资金规模超1154亿元。
在交通的带动下，佛山紫南村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年

到2020年，紫南村集体收入由936万元跃升到1.2亿元，

村民人均分红从800多元增加到 1.15万元，都增长了

12倍。2012年以来，紫南村曾先后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十佳
小康村”“全国文明村镇”“中国最美村镇”等荣誉称号。

数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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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广东首条高速公路广佛高速建成，一举打通经济大动脉——

一条大道锚定大湾区几何中心
羊城晚报记者 王丹阳 李志文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提出：“发挥香港-深圳、广
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
的引领带动作用，深化港深、澳
珠合作，加快广佛同城化建设，
提升整体实力和全球影响力，引
领粤港澳大湾区深度参与国际
合作。”

在广东，有这样一条高速
公路：30 多年前，它的建成通
车不仅拉开了广东高速公路建
筑的序幕，也成为如今粤港澳
大湾区几何中心——“广佛”城
市共同体融合的前奏。它就是
广东第一条高速公路——广佛
高速。

广佛高速公路始于广州西
郊横沙乡，途经佛山市泌冲、沙
涌、雅瑶、大沥，止于南海谢边，
全长15.7公里，是粤港澳大湾区

“1小时生活圈”框架下，广州连

通佛山的主要交通枢纽，在广佛
一体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
发展很快，这里的三资企业众
多。当时，这里的原材料、产品
运输以及商务往来只能依靠广
佛、广三等铁路，这一带数以万
计的三资企业都被交通瓶颈制
约。广佛高速总经理曹建平介
绍，当时的广佛公路（G321）被
称为“全国最大的停车场”，堵车
十分严重。为解决珠三角地区
经济发展中的交通瓶颈，加快高
等级公路发展，广东决定建设广
佛高速公路。

1986年，广佛高速公路正式
动工。建设中，广佛高速的所有
设计和建设标准均参照当时的
国际标准，按照每小时120公里
设计时速、双向四车道标准兴

建。历时3年，广佛高速正式修
建完工。

通车前夕，时任广东省省
长叶选平来到建设现场，20 分
钟时间走完原来需要塞 2 个小
时的路程。他感慨万千地说：

“以前觉得广东要建起高速公
路是梦想，谁知今天梦想变成
了现实。”

1989 年 8月 1日，广佛高速
公路在试通车当天上午举办了

“万人单车行”活动。广州、佛山
两地的居民纷纷骑单车逛高速，
盛况空前。随后，来自佛山、中
山、珠海、江门等地的数百辆汽
车浩浩荡荡地来到广佛高速，抢
先体验高速的便利。

1989 年 8月 8日，广佛高速
公路正式通车。这一条打通广
州西大门的大动脉，彻底改变了
广佛两地居民只能走珠江桥的

塞车苦状。从此，广东公路交通
跨进了一个崭新时代。

广佛高速通车前，因为不通
公路，从佛山南海丹灶去广州，
需要先搭船过河、再搭火车进
城。有限的公路也都被人车挤
满，短短数十公里的路程需要开
车行驶近 2 小时。广佛高速通
车后，佛山到广州的行驶时间缩
短至 20 分钟，为两地民众出行
带来了极大便利。

曹建平说，广佛高速通车
后，沿路的工业区几乎一夜间发
展了起来，村村兴起工业区投资
热潮：泌冲村依靠藤业、花卉等
基础产业，每年村产值几何增
长；里水镇成为全国著名的袜
子、内衣生产名镇；大沥镇成为

“中国铝产业基地”……
“路通财就通”，这句俗语用

来形容广佛高速十分切合。今

年4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
广州的 GDP 为 25019.11 亿元，
佛山为 10816.47 亿元；人口方
面，2019 年年末广州为 1530.59
万人，佛山为 815.86 万人。“合

体”之后的广佛 GDP 更是达 3.5
万亿元，人口超2300万人，是粤
港澳大湾区的几何中心。

可以说，在大湾区，一条条
像广佛高速这样纵横交错的高

速公路连接着经济命脉，为助力
粤港澳大湾区“1 小时生活圈”
建设、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
发展格局、实现全面小康目标任
务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机器人建房的景象，你见过
吗？在佛山顺德北滘镇的凤桐
花园，一台台不同功能的建筑机
器人散落在工地各角落，井然有
序地进行地坪研磨、地砖铺贴、
室内喷涂、外墙喷涂等操作。原
本粗糙的地坪，经过机器人研磨
后变得光洁平整；一块块地砖被
机器人铺贴得严丝合缝……

这是目前国内唯一引入建
筑机器人并批量应用于工程建
造过程的试点项目，建筑机器人
都来自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
公司。这家佛山公司成立于
2018年 7月，目前已形成混凝土
施工、混凝土修整、砌砖抹灰、内
墙装饰等12个建筑机器人产品
线，有在研建筑机器人近50款。

对以研发为导向的制造业
企业来说，人才对公司的发展至
关重要。“交通便利对吸引人才
特别有利。”博智林助理总裁王
克成表示，博智林能够集聚全国
乃至全世界的相关人才，这离不
开公司周边交通的便利，尤其是
高速的畅通：“除了方便吸引人
才，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也方便
我们对外交流以及产品和原材
料的运输。”

与博智林同处北滘镇的西
海村，在推进智能制造强村建设
的过程中也同样受益于高速路

网的完善与便捷。位于顺德北
滘镇西海村的西海二支工业区
是北滘镇2020年推进的现代主
题产业园，总面积1550亩，改造
后将建成中国机器人小镇产业
园重要片区，其产业定位为机器
人示范基地，将发展高端制造
业，助力顺德机器人产业高质量
发展。该园区地处河滘水道与
潭洲水道交汇点，具有丰富的路
网及水路运输网，且毗邻广珠城
轨，水陆交通便捷。

“要是没有高速公路的通
车，北滘就不可能有今天。”北滘
镇镇委书记张新杰表示，北滘作
为广东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之
一，较早地享受到高速公路开通
带来的红利。如今四通八达的
高速路网，帮助北滘聚集了约
2000 名博士、1 万名硕士和 8.5
万名本科生。

“世界氢能看中国，中国氢能
看佛山。”佛山不仅是国内较早发
展氢能产业的城市之一，也是在
氢能全产业链具有领先地位的城
市。在佛山南海氢能中心展厅，
记者看到正在争当“中国新能源
硅谷”的“仙湖氢谷”规划设计。
这里规划面积48平方公里，以仙
湖为核心，以氢能源产业为方向，
围绕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动力
总成和氢动力汽车等氢能源汽车
智造产业链条发展。

“佛山有相对比较完善的氢
能产业链，从材料、系统到冲压
机等关键零部件，它们的供应商
你都能在这里找到。”从上海来
的创业者施涛如是说。施涛是
佛山市攀业氢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落户佛山前，他到过

全国十多个氢能产业城市走
访。施涛发现，佛山南海有全国
第一个氢能青年学院，专门培养
从组装电池到氢能车辆售前售
后服务的专门技师。

“氢能产业化不仅需要博士
和研究生，也需要落地的产业工
人。”施涛认为，佛山在氢能产业
工人培养方面发力，为产业快速
发展打下重要基础。

数据显示，目前佛山已汇聚
90 多家涉氢企业及研发机构，
建成投产国内产能规模较大的
燃料电池核心材料生产基地、电
堆及系统生产基地、氢能客车生
产基地、氢能有轨电车修造基地
以及已正式启动的一汽解放南
方氢能源重卡生产基地，正推动
氢能汽车迈向中重型货车领域。

沿着广佛高速行驶半小时，
就能从广州城区来到佛山南海千
灯湖畔的广东金融强省战略七大
基础性平台之首——广东金融高
新区。

佛山市南海区金融办常务副
主任李恂瑜介绍，广东金融高新
区正是广佛高速最早一批受益者
之一。十几年前的千灯湖片区还
只是一片旧厂房，凭借着广佛高
速路网和优越的地理位置，2007
年，广东金融高新区正式成立。

李恂瑜介绍，14年来，广东金

融高新区坚持“国际金融后台基
地”及“现代产业金融中心”双定
位。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底，
高新区已累计吸引中国人保南信
息中心、中国工商银行集约运营
中心、广发金融中心、友邦金融中
心、汇丰环球营运中心、毕马威全
球共享服务中心等1052家金融机
构及知名企业落户，总投资规模
超1632亿元，涉及银行、保险、证
券、服务外包、私募创投、融资租
赁、金融科技等金融业态，成为功
能齐全、内涵丰富的国际化金融

后台基地以及辐射亚太的金融大
数据中心，吸引金融白领人才超6
万名。

尤其最近十年间，作为大湾
区“国际金融后台”的广东金融高
新区产业生态圈持续完善，IDG
资本、深创投、粤科等品牌投资机
构以及海晟金融租赁、中科沃土
等持牌金融机构相继进驻，越来
越多进驻项目逐渐承接起全球业
务，使佛山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乃
至亚太地区金融服务链条上的重
要极点。

千灯湖创投小镇位于广东金
融高新区核心地段，地处“广佛超
级城市”及“粤港澳大湾区”双核
心区，占地面积约 1.8 平方公里，
是广东省首批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对象中唯一一个金融类特色小
镇。千灯湖创投小镇周边有广佛
高速经过，也可通过广佛线连接
广州地铁网，交通十分便利。

南海区金融办常务副主任李

恂瑜说，除了政策扶持和产业集
群优势，广佛肇高速上个月底全
线开通，近年来交通运输网逐渐
加密，对千灯湖创投小镇的壮大
发展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

首先，它使得资金来源更加
丰富，“交通逐渐便利后，我们可
以吸引四面八方甚至整个大湾
区的资本力量关注”；其次，区域
距离被拉近，有利于周边各种产

业协同发展；最重要的是，方便
了大湾区乃至西南各省的高层
次人才在此聚集，也方便他们将
影响力辐射出去。“以广佛高速
为例，它不仅方便了佛山实体企
业的原材料输入及产品输
出，还通过高速路网的连
接，为当地创造了一个资
源拓展和项目互补
的平台。”

宽阔平整的柏油路、有特
色的居民小楼、古朴精致的凉
亭……记者置身其中仿佛来
到了知名的旅游小城。这个

“旅游小城”就是佛山市禅城
区南庄镇下辖的一个行政村
——紫南村。别看如今的紫
南村美丽得成了“网红打卡
点”，在 1986 年之前，它还被
称作佛山南庄的“西伯利亚”
（指发达水平有限）。

三十多年过去，紫南村是
如何一步一步发展成如今样
貌的？紫南村党委书记、村委
会主任潘柱升介绍，解放前，
紫南村和南庄镇的许多村庄
一样，是一座被珠江水道包围
的“孤岛”。在过去的很多年，
村里没有一条公路。“改革开
放之前，村民要去一趟佛山，
明明直线距离只有十公里，却
需要划船出村、转乘大船‘出
海’之后再搭乘汽车进城，要
七小时以上。”

因为交通不便，村民们
生产的甘蔗、蚕丝都卖不了
好价钱，这也使得紫南村的
贫穷远近闻名。“有女莫嫁紫
南村。”回忆起当年的艰难，
潘柱升想起了这个曾经流传
甚广的说法。短短七个字，
道尽心酸无数。

改革开放后，南庄镇建
设了紫洞公路，这条公路经
过紫南村，沿紫南又扩宽了
村内小路，使紫南村从此结
束了不能通汽车的历史。此
后，紫南村又将几条非铺装
路提升为铺装路，整治鱼塘
后又新建了几条道路，路网
从此四通八达，彻底改变了
紫南的交通状况。

如今的紫南，季华西路
穿村而过，广台高速、佛山一
环路紧傍村边，市公共汽车
站设在紫南商贸城，两路公
交车开进村里。全村道路实
现硬化、亮化、绿化和美化，
有 1000 多盏景观路灯、带电
梯的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
400 多 个 车 位 的 四 层 停 车
楼。全村有2600多个生态停
车位，60 多座大小桥梁横跨
水网河涌，10 多辆免费电瓶
车穿梭于家家户户。

一座小小的乡村，拥有和
城 市 一 样 的 现 代 化 立 体 交
通。如今，紫南村已有3家上
市公司“驻扎”。2019 年，全
村各类企业共创造生产总值
38 亿元。“不怕你没车没楼，
就怕你没紫南户口！”潘柱升
自豪地说，现在一说起紫南
村，大家会想到的，是这句话。

步入GDP万亿元俱乐部
佛山剑指制造业“新一线”城市

“硬核”机器人产业，
为何在此集聚？

争当中国“新能源硅谷”，凭什么？

大湾区“国际金融后台”，长啥样?

千亿创投小镇，靠啥更上一层楼？

昔日“西伯利亚”，如何变身网红打卡点？

A

B

C

D

E

▼广佛高速旧貌
换新颜
图/通讯员 粤交集宣

◀ 以 前 的 广 佛
高速
图/通讯员 粤交集宣

位于广东
金融高新区核
心区的千灯湖
创投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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