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鹤山
工业城

以交通筑巢
引来“金凤凰”

鹤山工业城位于江门鹤山市
东南部，成立于 2003 年，并于
2015年5月被确定为江门鹤山产
业集聚地，同年7月，鹤山市委市
政府提出举全市之力打造鹤山工
业城。2018年 6月，鹤山工业城
列入国家开发区目录，升格为省
级产业转移园；2021年1月，鹤山
工业城成功创建省级高新区。

据介绍，鹤山工业城以“先进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新材料”三
大产业作为主导方向，积极打造三
个百亿产业集群和华南专用车产
业基地、新材料产业基地、装备制
造产业园三大发展平台，将建设成
为大湾区现代化创业之城。

鹤山工业城有着优越的地理
位置，有6条高速公路经过，且位
于 325 国道创新产业带、鹤山大
道核心生活带和古崖公路生态文
旅产业带。鹤山工业城招商局负
责人区卫雄告诉记者：“依托珠西
物流中心，鹤山工业城吸引了众
多电子信息方面的科技创新企业
入驻。如今，鹤山工业城规上企
业超过 100家，其中包括得润电
子、创维等一大批重点企业。”

区卫雄表示，鹤山工业

城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珠江西岸
核心区内，佛开、江鹤、江罗、325
国道、270 省道等交通干线交汇
贯通。随着港珠澳大桥建成通
车，深中通道、深茂高铁等重大
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它与
珠江东岸城市的联系将越来越
密切，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区域
的联系也将进一步加强。

据了解，2020 年，鹤山工业
城签约落户项目24个，项目总投
资103.57 亿元，其中投资亿元以
上项目19个、10亿元以上项目4
个、20亿元以上项目2个。规模
以上工业总产值165.8亿元，同比
增长 24.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41.7亿元，同比增长20.8%。

同时，东风汽车研究院、江
门新材料与装备研究院、全国博
士后创新（江门）示范中心鹤山
分中心、宇红纳米小微双创基
地、吉林大学智能制造研究院华
南专用车辆研发中心等机构已
经进驻，鹤山工业城创新能力不
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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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江门积极打造珠西综
合交通枢纽，交通大会战取得显著成效，交通基础设施

累计完成投资 908.5 亿元，完成计划任务的

110.1%，是“十二五”（304.7亿元）的近3倍。
●“十三五”末，全市铁路里程达到205公里，较“十二五”末

年增长 116%，其中高快速铁路营运里程大幅增加；高速公

路总里程达593 公里，较“十二五”末年增长54%；农村公路实现

200人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目标。港口万吨级泊位6个，较“十二五”末

增加200%。

●面向“十四五”，江门将规划实施六大重点工程，涉及建设项目366
个，其中包含储备项目97个。按照国家和省投资支持政策，铁路（高铁、城际铁
路、市域郊铁路）和国省道项目投资（补助）力度将有所增加，“十四五”投资争取达

到2000亿元左右。

●2020年，鹤山工业城签约落户项目24个，项目总投资103.57亿元，

其中投资亿元以上项目19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4 个、20 亿元以上项目2
个。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65.8亿元，同比增长24.7%；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41.7亿元，同比增长20.8%。
●仓东教育基地十多年来接待数万名经高速而来的游客和研学团；古劳水乡计

划投资50亿元，将打造成为中国最美岭南水乡和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生态旅游度

假标杆，待项目建设成熟后，预计每年可接待游客量达400至500万人次。

数据说

浩瀚的南海之滨，奔流的西
江和潭江环拥着一片富饶而传
奇的土地——江门。一百多年
来，“路通财就通”的故事，不断
在这里上演。

江门是著名的“中国侨都”，
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
同胞近 400 万人，遍布全球 107
个国家和地区。在绵延的岁月
里，这些江门先民漂洋过海、他
乡创业，并在功成名就后，回乡
报效故土。他们通过捐助公益、
投资兴业等方式，不仅为家乡留
下了后来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的
开平碉楼，而且投入巨资帮助江
门初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近代
交通运输体系：

1902年，台山和新会旅居美
国和加拿大的华侨集资60万港
元，在江门创办了“四邑轮船公
司”，成了江门近代轮船航运业
的发端；1906 年 5 月，台山籍侨
领陈宜禧主持修建的新宁铁路
破土动工，开启了江门人的“铁
路梦”“腾飞梦”；1918年杜阮华
侨黄伟如集资15万毫银修建了
长 9 公里的江门至杜阮 ( 江 杜)
公路，揭开了五邑华侨投资江门
公路建设的序幕……

“国家要富强，家乡要繁荣，
先要办交通。”这是五邑籍华侨
的共识。得益于交通的便利，当
时江门的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
展，甚至还在 1925 年 8 月 6 日，

被当时的广东省政府提升为省
直辖市。

时光荏苒，百年光阴如弹指
一挥间。如今的江门，站在粤港
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
前，依托便利的现代化立体交通
运输体系，展现出勃勃生机，再
次成为投资发展的热土。

“十三五”期间，广东省委、
省政府赋予江门打造“珠江西岸
新增长极和沿海经济带上的江
海门户”新定位，为江门描绘了

“珠三角西翼与粤西地区联系的
交通门户、珠江西岸综合交通枢
纽”的规划新蓝图。江门，又一
次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

为抓住机遇，针对交通这一
制约全市发展的瓶颈，江门启
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千亿计

划”，拉开了交通大建设的
序幕：2016年 2月

起，作为江门南北交通“大动脉”
的江门大道逐段贯通；2018年7
月 1 日 ，江 湛 铁 路 正 式 开 通 ；
2019年11月7日，佛开南改扩建
项目正式通车；2020年11月16
日，珠西综合交通枢纽——江门
站正式开通；2020年12月16日，
黄茅海跨海通道全线动工……

五年来，江门深入推进交通
大会战，着力建设“一枢纽、两中
心、三通道”。全市交通基础设
施投资比“十二五”增长了2倍，
轨道里程增长 116%，高速公路
完成投资增长 218%，等级公路
完成投资增长300%。

大谋划带动大投入，大投入
带动大发展。五年来，江门交通
跨山越海，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六横六纵两联”的高速公路和
“七纵八横”的城市快速路路网，
已现雏形。

交通格局的新飞跃，进一步
强化了江门作为珠西综合交通

枢纽的地位，也带动了辖内
工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作为
江门重点打造的工业园区，

鹤山工业城不断创新招
商引资工作方式，着

力招强引大、围绕产业链关键环
节补链、强链，实现连续四年招
商超百亿，引进了得润电子、创
维等一大批重点企业；作为江门

“全力打造文旅千亿产业，抓好
龙头项目建设”的重要抓手，华
侨城古劳水乡项目建设成熟后，
预计每年可接待游客量达 400
至500万人次……

今年 4 月，《江门市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发展“十四五”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对外公
开征求意见。根据《规划》，到

“十四五”末，江门市力争交通
建设投资达到 2000 亿元，将形
成“内联外通”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建成高速通达周边城市、快
速联通组团和乡村、有力支撑
产业平台的立体高效优质的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

“12345”的综合交通发展格局，
有力支撑江门融入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及构建
“三区并进”格局，从而为经济
发展释放出更大的区位优势和
发展空间，助力加快打造珠江
西岸新增长极和沿海经济带上
的江海门户。

立足“珠江西岸综合交通枢纽”定位

再次成为投资发展热土“中国侨都”

沿着高速看广东，潇洒驰骋在
南粤大道上，道路越走越宽阔……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跟随“沿
着高速看中国（广东）”采访团，
车行在被称为“阳光之路”的开
阳高速上。

开阳高速是国家高速路网
G15沈阳至海口高速公路广东境
内的一段，是粤西交通大动脉。
其东接佛开高速，西接阳茂高速，
途经开平市、恩平市、阳江市，全
程125.2公里，于2000年10月正
式开工建设，2003年 9月建成通
车。2017年 12月，开阳高速“四
改八”改扩建项目启动建设，
2018年6月全面动工，去年12月
底实现双向八车道通行。

道路通，百业兴。开阳高速
建成通车，对改善江门、阳江、茂
名、湛江地区投资环境，强化粤
西地区与珠三角的联系，促进粤
西地区融入珠三角，发挥粤港澳
大湾区辐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粤西的“交通大动脉”，

开阳高速的车流量由 2003年的
日均车流1.5万车次增至当前的
日均车流 11 万多车次，车流的
快速增长带动人流、物流、现金
流，为沿线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
生机和活力，也因此被称为粤西

“融湾”的黄金通道。
“开阳高速通车前，沿线周边

都是一些小型的加工作坊，通车
后，便利的交通条件促进了沿线
产业带的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
紧邻高速公路出口建起了开平市
翠山湖新区、恩平市工业园等。”
开阳高速总工程师周海波介绍。

开阳高速通车至今，沿线开
平、恩平、阳江三市的GDP增长
2 至 5 倍，也带动旅游业发展突
飞猛进，以阳江市2019年为例，
全市接待游客超过 2700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超过 350 亿元，
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广东高
速改扩建样板路，开阳高速“阳
光高速”经验获全国推广。

仓东教育基地位于江门开
平市塘口镇仓东村。2010 年
来，在村民和来自香港的文化遗
产爱好者的资助下，仓东村建立
了“仓东计划”（又称仓东教育基
地计划）项目，希望通过实践来
树立遗产保护的规范，以遗产教
育为契机来吸引那些关注文化
遗产保育、注重文化传承的民
众，同时也让一些即将消失的本
土文化得以保存。

自 2011年以来，在学者、村
民、政府、社会力量等不同方面
的共同努力下，该项目修复了仓
东村的焕业碉楼、秉文谢公祠、
侯成谢公祠、夫人庙、俊庐、禾
厅、祖屋、草堂、洗浴间等九座建
筑，以及多个公共活动场所和道
路修复等建筑工程，包括这些建
筑里面的设施改造、家俱摆设、
配套设备等，这些修葺好的建
筑为共享社区和教育基地各项
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基本的硬件
设施。

“仓东教育基地把服务对象
瞄准青年一代，提高和增强青年
一代对于地方文化保护的意识
和理解。”仓东教育基地项目负
责人、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
究中心暨建筑系副教授谭金花
表示，仓东教育基地位于广州到
湛江的中线，从地理位置来说，
方便两地游客经高速公路快速
到达这里。“受益于便捷的高速
网络，仓东十多年来共接待了数
万名前来参观学习的学生和游
客。”谭金花说。

2015年 9月，仓东教育基地
获得 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优秀
奖。来自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
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奖陪审团
的专家这样评价仓东教育基地：
仓东村拥有富有价值的建筑文
化，通过多管齐下的方法，通过
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仓东计
划”逐渐恢复了被遗弃的传统文
化，也恢复了旧村的活力。

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动工建成，江门美好图景徐徐绘就

道路通 乡村美 旅游旺 工业兴

本版撰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志文 王丹阳 通讯员 粤交集宣 沈高

本版摄影/羊城晚报记者 杨奇（除署名外）

“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的创新融合项目——华侨城古劳水乡

开阳
高速

粤西“融湾”黄金通道
日均车流超11万车次

仓东
教育基地

十多年接待数万名
经高速而来的游客

回乡创业的中大学子余嘉琪

塘口
青创基地

中大学子回乡
投身文旅项目

什么样的青年创业基地，能
吸引5名中山大学毕业生回乡发
展？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广东
江门开平市塘口青创基地找到
了答案。

塘口青创基地坐落于江门
开平市塘口镇中心的塘口墟，临
近赤坎古镇、自力村碉楼群、立
园、荣桂坊古村落，周边旅游资
源丰富，是塘口镇积极融入塘口
青年文创小镇大格局、打造成为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文创产业交
流与孵化的新据点。

据了解，塘口青创基地可同
时容纳约 15个创业团队进驻孵
化，入驻企业可以享受基地提供
的 3 年免租、资源整合、政策支
持、孵化指导、多元化活动组织
管理等服务，目前有 9家企业以
及一家工作室进驻青创基地。

基地入驻企业广东此间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是开
平姑娘余嘉琪。2019年，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就读
于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
专业的余嘉琪怀揣着为家乡发
展作贡献的愿望，在毕业之时，
放弃了在一线城市发展的机会，
回到了家乡开平，专注于文旅项
目的规划与落地，以此促进乡村
复兴。余嘉琪介绍，目前在她的

这支青年创业团队中，有 5人来
自中山大学。

“我的家乡是著名侨乡，有
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当地居民热
情、好客、善良、包容，是青年创
业的好去处。”谈到回家乡创业
的原因，余嘉琪如是说。

另外，余嘉琪表示，塘口墟拥
有的交通优势也是吸引她回来的
一个重要原因。据了解，塘口墟
毗邻沈海高速和325国道，离市区
19公里，距沈海高速出口4公里，
半小时内驾车可通往市区主要商
圈，交通十分便利，区位优势显著。

2019年 8月，开平市塘口青
创基地经市人社局认定为“开平
市创业孵化基地”。2020 年，被
评为江门市返乡创业孵化基地。

在广佛肇都市圈和珠中江都
市圈的区位叠加与便捷的高速路
网环绕下，古劳水乡成了粤港澳
大湾区高速公路最通达的岭南水
乡风情小镇之一。作为岭南难得
的原生水乡，古劳水乡里河网纵
横，村落、流水、石桥、围墩、古榕
散落其中，别具一格的特色，呈现
着原汁原味的生活气息。

卖香蕉打咏春的老人、鱼塘
里撒网捞鱼的渔农，埗头上取水
浇地的乡民……人随船游，置身
于清新的古劳水乡之中，游客能
体会到“做一天水乡人”的趣
味。古劳，这座 700多年历史的
古老村庄也留住了原住民，留住
水乡的原生烟火气，在乡村振兴

路上的再展新姿。
江门华侨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王磊介绍，华侨城
古劳水乡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
整体规划占地约10平方公里，其
中主景区约 3平方公里，范围包
括核心景区（包含三大组团）、农
业文化遗产活化区和咏春文化
遗产活化区。

据了解，古劳水乡是2020年
广东省重点文旅建设项目之一，
计划投资50亿元，将打造成为中
国最美岭南水乡和粤港澳大湾
区文化生态旅游度假标杆。该
景区去年国庆开始开门迎客，待
项目建设成熟后，预计每年可接
待游客量达400至500万人次。

古劳
水乡

高速路网环绕
水乡发展独具风情

鹤山工业城 受访者供图

▼ 开 阳
高速双向八
车道通行
受访者供图

随 着
江门大道、江
湛铁路、佛开
南改扩建项目、
珠西综合交通
枢纽江门站、黄
茅海跨海通道等
一批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的陆
续建成和动工，江
门这座粤港澳大湾
区的重要节点城市，
正发挥出它得天独
厚的区位优势，越来
越紧密地融入到大
湾区协同发展的大
格局中，并日渐成
为推动大湾区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强劲
引擎。

近日，羊城晚报
记者跟随“沿着高速
看中国（广东）”主题
采访团的脚步，深
入到江门的旅游
产业示范点、重点
工业园、碉楼村
落、青年创业基
地，探寻珠江
西岸重点
城市实现
再度腾飞
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