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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五横五纵三联 千年客家古邑加速融湾
羊城晚报记者 林海生 陈骁鹏 通讯员 陈殷

沿着高速布局产业带

●目前，河源已建成河惠莞、粤赣、大

广、武深、汕昆、长深、汕湛7条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707公里，全省排名第4；全市基本构建形成“四
纵三横”高速公路路网架构，正加快推进“五横五纵三联”高
速公路网建设。

●“十三五”期间，河源市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768.6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102.74亿元，年均增长

5.2%，8个工业产业共建园区发展态势良好，全市动工及投产项目
727个，基本实现工业项目进园区。

●五一假期，河源市共接待入市游客56.68万人次，同比去年

增长78.02%(过夜游客8.5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33.52%；一日游

游客48.18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89.15%)；旅游收入33879.55万元，

同比去年增长139.97%。

●2020年河源新增投入扶贫资金6.5亿元，贫困村、贫困户实现“两不愁

三保障一相当”目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8568户107372人全部达

到省定脱贫标准，255个相对贫困村全部达到出列标准，完成脱贫退出手续，
通过省收官考核验收。

数据说

“四大精光村”华丽转变 村集体收入增长近10倍看农业
从紫惠高速管理中心出发，

沿着广龙高速在九和收费站下
高速，顺着 340 省道向前，只需
10 分钟车程就能到达河源市紫
金县九和镇金光村。这里曾是
全省 2277 个省定贫困村之一，
2015 年村集体收入仅 34000 元
（包括 30000 元上级支援款项），
没有规模种养业，年轻人多数在
外务工，生产、生活、文化和教育
等公益设施接近空白。当地村
民曾自嘲为“四大精光村”，即
人、财、产、业“四大精光”。

2016 年 5月起，在省交通运
输厅的定点帮扶下，金光村的脱
贫攻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村
集体收入从2016年的3.4万元提
升至2019年的35.5万元，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6 年的 6500
元提升至2019年的 20114元，相
对贫困人口全部达到脱贫标准，
初步形成十里柚廊、村长伯伯、
荷鹭欢乐谷等五大产业。

“在高速公路通车之前，金光
村就像一个断头村，仅靠省道
S120 与外界联系，交通十分不
便。”九和镇镇委书记刘俊锋介
绍，自紫惠高速开通以来，金光村
的区位优势显现出来：这里离紫
金县城40分钟路程，到惠州市区
仅需要 30分钟。“依托高速公路
横穿镇内的优势，九和镇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发展不断
壮大，人居环境质量显著提高，老
百姓的生活水平日益提升。”

在荷鹭欢乐谷里，荷花已悄

然开满池塘。碧水盈盈，荷叶田
田，间或一抹粉红乱入绿叶中。
微风拂过，暗香浮动，鱼儿探出
头、互相追赶嬉戏，显得活泼灵
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我们这里距离 4A 级景区
御临门风景度假区仅有 10 分钟
车程，现在还未开园，就有不少
游客从御临门到此观光。”荷鹭
欢乐谷负责人戴逸尘告诉羊城
晚报记者，他本是金光村外出工
作大军中的一员，在外从事工程
建筑行业，随着乡村振兴工作的
开展，金光村越建越美，道路交
通越来越便利，目睹家乡变化的
他于2018年返乡创业。

荷鹭欢乐谷将于本月正式开
园，目前已为村民提供了20余个

就业岗位。村民李智深回乡就
业前在广州务工，每月收入3000
元。2018年，经过荷花种植培训
的他留在村里工作，现在一个月
工资4000多元。李智深表示，村
里道路宽了，村民钱包鼓了，环
境也越来越美了，还可以照顾好
家里人：“幸福感满满！”

放眼整个河源，金光村的蜕
变仅仅是该市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据统计，2020年全市新增
投入扶贫资金6.5 亿元，贫困村、
贫困户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一相
当”目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8568 户 107372 人全部达到省
定脱贫标准，255 个相对贫困村
全部达到出列标准，完成脱贫退
出手续，通过省收官考核验收。

五一假期，河源市共接待入
市游客 56.68 万人次，较去年同
比增长 78.02%(过夜游客 8.50 万
人次 ，较去年同比增长 33.52%；
一 日 游 游 客 48.18 万 人 次 ，较 去
年 同 比 增 长 89.15%)；旅游收入
33879.55 万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39.97%。

其中，河源恐龙文博园（含河
源市恐龙博物馆）接待 52076 人
次，较2020年同比接待人次增长
601.64%。羊城晚报记者了解
到，作为中华恐龙之乡，河源自
发现恐龙足迹起就倾尽全力将其
打造为全市的文化 IP，相继推出
了河源专属恐龙包、恐龙摆件、
恐龙玩具及恐龙邮册等多种恐龙
主题文创产品，广受欢迎。

现在，河源市恐龙博物馆也
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热门打卡
点。相关负责人、河源市博物馆
馆长杜衍礼介绍，现河源市恐龙
博物馆内拥有18000多枚恐龙蛋
化石。早在 2004 年，河源就以
10008枚恐龙蛋的数量获得吉尼
斯世界纪录证书。除了文创产品
外，河源还拍摄了两部恐龙主题
动漫微电影，今年计划推出 6 集
恐龙动漫微纪录片。

在恐龙文化 IP 加持下，河

源的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广受
湾区游客欢迎。“我们这的停车
场大概可以容纳 260 台车，‘五
一’期间车辆非常紧张，多数为
广州、深圳和惠州车牌，他们到
河 源 的 时 间 均 在 一 个 半 小 时
内，这都得益于高速的开通 。
高速没开通之前，广州到河源
需要五到六个小时；现在最近的
高速口离博物馆仅需要 5 分钟
车程，极大促进了文旅服务的
发展。”杜衍礼说。

沿着长深高速往龙川方向直
行，在龙川东收费站下高速，10
分钟的车程就可以抵达河源龙川
福建会馆。1941 年 12 月，香港
全面沦陷，数百名被日军搜捕的
抗日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急需转
移。河源龙川福建会馆成为大营
救重要中转站，见证了香港秘密
大营救的历史。如今，河源龙川
福建会馆已成为大湾区热门的红
色打卡点，梅河高速、河惠莞高
速和汕昆高速环抱着它。该馆馆
长黄跃介绍，馆内接待人数每年
都在上升，年接待量已突破 5 万
人，今年已接待游客超万人，大
部分来自广州、深圳、东莞等大
湾区城市。

位于龙川的佗城也是游客

必打卡的景点之一，它是岭南最
古老的一座古城，史称“百粤首
邑”，距今已有 2200 多年的历
史，1941年为纪念龙川首位县令
赵佗而易名为佗城。在佗城，学
宫与考棚（广东省现仅存的唯一
科考场所）再现了中国封建科举

制度考试的情景，被誉为“科举
文化之窗”，现已成为人们探寻
文化印记及中小学生研学的热
门景点。佗城镇镇长杨思介绍，
今年以来，佗城已经接待周边以
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游客超过 8
万人次。

2003 年，粤东粤西粤北地
区首家国家级高新区——河源
高新区正式成立。同年，高新区
边上的惠河高速开通，人流、物
流、资金流不断向这里汇聚，目
前高新区正在向电子信息千亿
级产业集群迈进。

“高新区周边已有粤赣（惠
河）、汕湛、广河 3 条高速公路
环绕。”河源市高新区党工委
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陈志中表
示，高新区方圆 1 公里内有 3
个高速公路出入口，便利的交
通对高新区发展有直接推动
作用。除高速路外，多条铁路
贯 穿 全 区 ，赣 深 高 铁 即 将 通
车，高铁站距离高新区只有约
10 分钟车程，惠河城际轻轨也
即将动工建设，高新区将融入
大 湾 区“ 一 小 时 经 济 生 活
圈”。“高新区也是利用这个便
利来布局产业带。”

据统计，现河源高新区聚集
了350余家投产企业（其中规上
企业 119 家），2020年，实现规上
工业总产值 489.5 亿元，同比增
长 4%；规上工业增加值 105.9
亿元，同比增长5.6%；税收完成
13.5亿元，同比增长9.4%。

手机产业是河源重点发展
的主导和支柱产业。“河源有望
成为全国位居前列的重要通讯

终端研发制造基地。”陈志中表
示，近年来，河源抓住产业转移
和融入大湾区的发展机遇，不断
强化与深圳、东莞等手机生产基
地的产业共建，目前集聚了中
兴、西可、华冠、卓翼等国内外
知名的电子信息企业及配套企
业 50 多家，构成了整机、显示
屏、电池、PCB、摄像头等一条完
整的通讯终端生态链，实现了

“平台集聚——企业集聚——产
业集聚”的良性循环。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高新
区内有85%的企业来自深圳，同
时还与深圳合作共建了河源首
个国家级孵化器——深河金地
创谷。陈志中介绍，目前，深河
金地创谷入驻有深圳大学研究
院、河源广工大协同创新研究
院、省研究院河源研究院等科研
机构，有动进智能科技、盛商互
联科技、宏威环保新材料、安和
瑞福信息技术、恐龙蛋创业咖啡
等入孵项目。“目前，河源还在
加快建设一批高新技术试验地
和成果转化地。未来，河源将重
点发展新一代通信设备、手机与
新型智能终端、高端半导体元器
件等产业，力争到 2025 年建设
成为世界高端化新型智能终端
制造高地和产业集聚区。”陈志
中说。

紧邻3个高速出入口 剑指千亿级产业集群

看工业

IP赋能带动文旅发展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看文旅

河源交通四通八达河源交通四通八达 陈仕平陈仕平 摄摄

河源高新区内企业正在生产中 河源市委宣传部供图

紫惠高速（资料图）

河源龙川福建会馆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随着
交通网络
日益完善，
河源正吸引
越来越多的产
业要素聚集。
俯瞰河源山河，
延绵的粤赣高速
犹如活跃的“大
动脉”，连接了河
源 高 新 区 与 广
州、深圳、东莞等湾
区城市的产业资源
要素互通，为河源
国家高新区今后的
产业集聚带来了交
通 便 利 和 洼 地 效
应。

四通八达的交
通网络，正加速推
动 河 源 全 面 融 入
“粤港澳大湾区经
济生活圈”，河源
逐渐成为连接珠
三角和内陆的黄
金通道，成为珠
三角要素资源
外溢与产业延
伸发展的大
腹地。

近年来，随着紫惠高速（河惠
莞高速惠州到河源紫金段）等高
速公路建成通车，作为岭南文化
发源地之一的河源，高速公路网
络逐渐完善。距离大湾区“一小
时生活圈”越来越近，河源的文旅
资源在大湾区的地位逐渐凸显。

每到假期，来自大湾区的游客
纷纷走进位于河源的千年古邑佗
城，在学宫和考棚中，实地了解科
举制度下童生苦读十年、一步步到
进士的蜕变；到龙川县福建会馆，
领略香港秘密大营救背后的惊险
与刺激；到紫金县九和镇金光村，
感受乡村振兴大旗下，风拂过荷花
池、鱼儿畅游的愉悦幸福；到河源

国家高新区，寻觅当代生活与现代
科技的碰撞与突破；到河源市恐龙
博物馆，在现实版“侏罗纪世界”中
解开远古密码……今年“五一”假
期，河源市共接待外来游客56.68
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78.02%，
旅游收入33879.55万元，较去年同
比增长139.97%。

路通财通，道路交通建设不
仅利好文旅市场，更带来了资源
的流通和诸多大项目的流入。“十
三五”期间，河源市地区生产总值
从 2015 年的 768.68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1102.74 亿元，年均增
长 5.2%，8 个工业产业共建园区
发展态势良好，全市动工及投产

项目 727 个，基本实现工业
项目进园区。据介

绍，河源将提升

“融深”“融湾”质量效益，争当融
入大湾区生态排头兵，充分发挥
区位、区域、生态、深圳对口帮扶
和全面合作等比较优势，加速提
升壮大自我发展能力，优化对接
省“12312”现代化交通体系，加
快构建与“双区”“水陆空铁”一体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据统计，至 2020 年底，河源
建成了河惠莞、粤赣、大广、武深、
汕昆、长深、汕湛 7 条高速公路，
通车里程 712 公里，全省排名第
4；密度达 4.5 公里/百平方公里，
全省排名第 16，全市基本构建形
成“四纵三横”高速公路路网架构
（四纵：河惠莞、粤赣、大广、武深
高速，三横：汕昆、长深、汕湛高
速），南通珠三角、北联赣西南、东
承粤东粤北。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河源定下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 7%左右的预期目标。千古
百业兴，先行在交通。在赣深

高铁河源东站建设现场，

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正如火如荼
地施工。路枕上的钢轨已就位，
候车大厅初具雏形。作为全国
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的重要
一段，赣深高铁广东段贯穿省内
河源、惠州、东莞、深圳 4 市，拟
于今年下半年建成通车。按照
设计的 350 公里时速计算，建成
通车后，河源将顺利融入粤港澳
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交通枢
纽位置逐渐凸显。

在高速公路建设上，河源目
前正全力构筑“米”字形对外通道
格局，加快推进“五横五纵三联”
高速公路网建设。“十四五”期间，
将重点规划建设河（源）惠（州）汕
（尾）高速公路（河惠汕高速已纳
入《 广 东 省 高 速 公 路 网 规 划
（2020—2035 年）》）、广州至紫金
高速、深圳至河源高速、梅（州）河
（源）韶（关）高速、紫金至惠来高
速以及长深高速公路河源热水至
惠州平南段改扩建工程、龙河高
速公路和平上陵至东源热水段改
扩建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