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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广州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正式发布，
提出到2035年，广州率先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具有经
典魅力和时代活力的国际大都
市。同时，广州明确“十四五”时
期经济年均增长6%左右，到202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3.5万亿元。

要实现上述发展目标，各
区必须奋勇争先、走在前列。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区
和广州第一经济大区，“十三
五”期间，天河区GDP跨越 2个
千 亿 级 台 阶 ，增 至 5312.8 亿
元。未来 15 年，天河区提出新
的发展目标：到2025年，地区生
产总值达 7000 亿元，年均增长
6%左右；到 2035 年，要将天河
建成世界级中央活力区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区。
白云区则围绕“将白云建

设成为广州最好、最强、最有活
力的区之一”的总体目标，提出

“十四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6.5%左右的目标。黄埔
区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成令人
向往的创新之区、开放之区、生
态之区、文明之区、幸福之区，

“十四五”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目
标定为 8%左右。番禺区提出，
到 2025 年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向
3000 亿元新台阶迈进，打造成
为粤港澳大湾区门户枢纽和创
新动力源、广佛同城示范区、宜
居宜业宜游的幸福美丽城区。

过去5年，南沙区一路高歌
猛 进 ，GDP 增 速 多 次 领 跑 全
市。未来五年的“南沙速度”也
颇受关注。南沙区提出，今后

五年全区GDP年均增速10%左
右，总量力争达到3000亿元，到
2035年基本实现建设大湾区创
新灯塔、改革开放标杆、综合服
务枢纽、未来城市典范的发展
愿景，成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的引领区、示范区，走在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方阵”最前列。

增城区明确了“湾区中部智
造新城”“广州东部枢纽中心”

“岭南生态宜居美地”三大功能
定位，并提出“打造广州东部新
动力源和增长极”的目标，到
2025年力争地区生产总值总量
达 1500 亿元，年均增长 7%；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高质量发展的美丽城区，全面建
成现代化中等规模生态城区。

在广州市花都区花山镇平
山村，一座五层高的民宅内，藏
着一家老电影影视博物馆。里
面收藏、陈设着许多与电影放
映有关的老电影放映机、老电
影拷贝片库与老电影海报等，
可谓是见证了中国几十年的电
影放映发展历史。在这里，你
还可以重温用老式放映机看电
影的乐趣（见上图）。近日，羊
城晚报记者来到这家奇妙的电
影博物馆，探访了它的主人，一
对从事乡村放映工作40余年的
平凡夫妻——江定燎和他的妻
子邓群英。

“这是最令人羡慕
的工作”

一部放映机、一块幕布、一
盘电影胶片……电影放映员是
上世纪70年代农村里最令人羡
慕的职业之一。1977 年，当时
年仅18岁的江定燎高中毕业后
被平山大队选派去学习放电
影。江定燎清晰地记得，1978
年，自己到当时的花县电影管理
站进行电影放映理论与实际操
作的学习并通过考试，拿到了

“广东省电影放映人员技术合格
证”，正式成为农村电影放映员。

江 定 燎 回 忆 ，1977 年 至
1985年为农村露天电影放映事
业的鼎盛时期，那时花都区基
本每个镇都有一支电影队，江
定燎所在的电影队平均每月放
映场次高达 27 场左右，最繁忙
的时候一晚 4 个放映点同时放
映，每场观看人数平均800人左
右，最多时观众能达上千人。
而 1986 年至 2012 年平均每月

放映20多场。

“电影队只有我们
在坚持”

“后来，农村露天电影放映
逐渐衰落，放映次数减少到每月
5 场左右，平均每场 100 人左
右。”江定燎说道，到2005年，影
碟机进入千家万户，给人们的文
化娱乐生活带来了便利，看露天
电影的人越来越少，区内很多电
影队觉得电影放映没有前途，纷
纷转型，“那时我们平东电影队
一共有四个人，各个镇或企业等
需要宣传或放映电影时，都是邀
请我们电影队去。”

近年，江定燎夫妻两人所
在的平东电影队，收到使用传
统电影放映机放映电影的邀请
一年只有两三场。另两名放映
员也离开了平东电影队，只有
江定燎与妻子坚持了下来。江
定燎无奈地说：“看露天电影的
人越来越少，放一场电影除去
租电影拷贝、租车、放映机损耗
等，收益十分微薄。”

“从1999年开始，赤坭镇缠
岗村每年重阳节都会请我们去
使用传统的电影放映机去放映
露天电影。”只要有需求，江定
燎与妻子都会出动，“只要还有
人喜欢看露天电影，我就还会
坚持。”江定燎坚定地说。

2005 年开始，江定燎受花
都区禁毒委邀请，每年的6月都
在区内各镇街播放禁毒电影。
此外，江定燎还为机关企事业单
位、各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放映爱
国爱党教育等红色老电影。他
说：“2017 年前，我们都还是多

数用传统电影放映机播放电影，
而2017年后，我们与时俱进，购
置了新型的数字电影设备，改为
用数字投影机播放。”

“现在放映不是为
了赚钱”

抱着对电影的热爱，江定
燎还在家中打造了自己的家庭
式老电影博物馆，供人们免费
参观。

博物馆里收藏了从35毫米
座机到 8.75 移动放映机共 31
台，电影发电机、扩音器、音响
共 37 台，有电影片 160 多部和
3000 多张电影海报，还有一大
批与电影放映有关的物品，可
谓是见证了中国几十年的电影
放映发展历史。

谈及成立博物馆的初衷，
江定燎认为自己收藏的老电影
设备一直放在箱子里没有意
义，陈设展示出来的话，可以让
更多年轻人了解到新中国电影
放映历史以及老电影放映文
化，体会老电影放映的乐趣。

博物馆内甚至设置了一个
可以容纳 50 人的老电影放映
厅。“放映厅按照2004年被拆除
的花山公社礼堂布置。”每当有
村民组队、学生团体参观或亲
人相聚想感受老电影情怀时，
江定燎和妻子都会用放置在放
映室的井冈山 104 型的双机电
影放映机露一手。

“现在放电影不是为了赚
钱，是做公益事业，只要有人看
电影，哪怕每场只有十几个人，
我都会坚持义务放映下去。”江
定燎说。

有机更新洪德巷核心区
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求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通讯员 丘珮

广州多区发布“十四五”规划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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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既定，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题中之义。在各区发布的规划
纲要中，对未来的城市空间格局、
现代产业布局都有新的表述。

广州市规划纲要中，明确了
“十四五”时期各区发展指引。
围绕这一指引，天河区首次提出
构建“两轴两带多片区”空间格
局，“两轴”是现代服务经济发展
轴、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发展
轴，“两带”指临江高端经济带与
中部科技创新带，“多片区”则是
指天河中央商务区、广州国际金
融城、天河智慧城（含天河高新
区）、天河路商圈、沙河片区等重
大发展平台。在产业体系方面，

天河以做大做强人工智能与数
字经济、城市更新“双引擎”为主
攻方向，其中“建设现代都市工
业”是“十四五”提出的一个全新
产业方向，天河将在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卫星及应用、智能装
备、生物医药、都市消费工业等
领域重点布局。

在接下来五年，白云区将着
力打造“五片协同、多核驱动”的
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国际枢
纽、发展环境为三大基础支撑，
在产业体系、交通设施、城区环
境、社会治理、民生福祉等方面
持续发力推动，寻求更高质量的
发展。值得关注的是，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提出：在“十四五”期
间，“锻造国家中心城市核心引
擎”，具体工作包括构筑“一岸双
轴三片”新型发展空间、打造广
州市主城一体化东部极核。现
代产业体系方面，“十四五”时
期，黄埔区全面实施“制造强区、
标准强区、品牌强区”战略，强化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
驱动，促进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
中高端环节，打造经济高质量发
展高地。

番禺区提出，要统筹提升产
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发挥数字化引领、撬动、赋
能作用，强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服务业双轮驱动，推进传
统产业提升能级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壮
大，加快构建多
元协调发展的现
代产业体系，全
力构建“双轴三
区多园”的现代
产业格局。南沙
区 则 通 过 打 造

“一轴带动、一核
引领、两极联动、
五片协同、多点
支撑”的产业空
间布局，引领全
区高质量发展。

作为未来5年与 15
年的发展纲领性文件，
广州市各区的“十四五”
规划备受关注。截至 7
月 6 日，天河区、白云
区、黄埔区、番禺区、南
沙区、增城区等先后正
式发布“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
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纲要”），部署未来发展
蓝图。值得关注的是，
各区也发布了“十四五”
时期的重大项目总投资
和具体工程，记者梳理
发现，城市更新、交通领
域、民生项目、科技创新
等是各区重大项目投资
的重点。

羊城晚报讯 记者鄢敏报
道：广州天河区近日新增 14个
口袋公园，7个高快速路出入口
完成品质化提升，形成总绿化面
积超过120万平方米生态绿廊。

据了解，为满足居民、白
领、游客、环卫工人、快递小哥
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天河区将

“三不管、没人管、管不好”的零
星公共绿地整合升级为 14
个口袋公园，打造都市休息
室。建设范围包括南国花
园、珠江公园、花城广场、
太阳新天地等周边区域，总
提升面积约5万平方米。

这14个口袋公园是根
据各个地块的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建设而成的，主要分
为文化艺术、温馨社区、趣
味科普、通勤休憩等类型，

重点完善公共设施、植物绿化、
配套标识等城市景观元素。比
如，部分区域原有绿植相对充
足，但缺乏植物色彩。于是，通
过清理杂乱的灌木，增设花卉、
座椅、灯光等，将其打造为温馨
的社区花园。针对幼儿园周边
的绿地，则以科普知识为出发
点，统一设计座椅、标识、灯具
等，为不同年龄段孩子提供较大
的游乐空间。天河区相关负责
人称，将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和绿
化建设，进一步利用闲置绿地，
打造分布均衡的公园体系，实现
每个社区250米范围内至少有1
个口袋公园的目标。

除了建设口袋公园，天河区
还对高快速路出入口及周边环
境进行精细化、品质化改造，涉
及范围总面积约 22 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广深高速公路的大观
站、黄村站，环城高速公路的广
从站、广汕站（燕岭路）、科韵路
站，华南快速路的广园站、广汕
站（长兴路）出入口 7个站点已
经完成空间改造及绿化提升。

修整道路、清理墙面、移栽
植物……利用高架桥桥底空间、
高速公路边坡绿地、高快速路收
费站闲置绿地等区域，天河区充
分拓展多元绿色空间，增强市政
地块的使用率。比如，在科韵路
站北侧东西两方向高架桥匝道
下方空间，巧妙利用地形打造草
坡、植被缓冲带，形成通透、疏朗
的植物景观。值得注意的是，此
次改造还照顾到残障人士、行
人、机动车驾驶者等不同人群的
需求。比如，优化公交车站、调
整交通掉头位、规划盲道，等等。

海珠区南华西街道党工委
书记吴天军谈为民办实事：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收看收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有40余年党龄的广州市海

珠区南华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吴天军心潮澎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作为基层党组织，我们每天与群众面对面近距离接触，满足他们的美

好生活需求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吴天军说。
作为海珠区最早的城区之一，作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省级历史文化街

区，在新的征程上，南华西街如何充分利用辖区资源，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不懈努力？带着这个问题，羊城晚报对吴天军进行了专访。

区势 观察

花都区花山镇平山村

各区锚定自身坐标绘就美好蓝图

构建产业空间布局引领高质量发展

经济社会的发展，终究是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记者梳理
发现，城市更新、交通工程、民生
项目等成为各区“十四五”规划
重大项目中的重中之重。

各区“十四五”期间将上马
哪些重大项目，会把“投资”砸向
哪个领域？

天河区“十四五”期间共规
划 345 个重大建设项目，总投
资 4238 亿余元，“十四五”期间
投资 2434 亿余元。其中，提升
城区能级类项目总投资超 2005
亿元，将投向综合交通建设领
域、市政道路建设项目、城市更
新项目等。此外，天河区民生
幸福类项目占 30 个，总投资超
1519亿元，主要用于投资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民政公安
项目等。

白云区“十四五”共谋划了
524 个 重 点 项 目 ，总 投 资 约
16736亿元，“十四五”期间计划
投资 7643 亿元。其中，基础设
施项目 91 项，涵盖了国际航空
枢纽建设工程、国家铁路建设
工程、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工程、
高快速路建设工程、市政路桥
建设工程等；城市更新项目 22
项，生态环境项目 56 项，涵盖
了垃圾处理设施、河涌整治工

程和景观提升工程等。社会民
生项目 85 项，涵盖了应急救
灾、医疗卫生、教育设施、住房
保障、文化设施等。

黄埔区“十四五”规划重大
项目为十大工程 50 个小项，项
目总投资 12409 亿余元，“十四
五”期间投资 6429 亿余元。值
得关注的是，十大工程中“城市
更新工程”总投资4205亿元，占
比最大，其次分别为现代产业工
程（3552 亿余元）、交通枢纽工程
（2927 亿余元）、民生福祉工程
（700 亿余元）等。

番禺区“十四五”时期共规
划五大工程，总投资 4060 亿余
元，“十四五”计划投资 3048 亿
余元。其中现代产业工程总投
资 1175 亿余元；基础建设提升
工程总投资 1183 亿余元，用于
轨道交通工程、城市路网建设工
程、综合运输工程、城市能源保
障工程等项目；城市更新工程总
投资879亿余元；文化强市工程
总投资 703 亿余元；民生保障
工程总投资117亿余元。

南沙区“十四五”规
划十大工程，共 45 个
大项，总投资 7327
亿 余 元 ，“ 十 四
五”期间投资
4062 亿 余

元。其中，交通枢纽工程总投资
最大，为2536亿余元，主要用于
国际航运枢纽工程、轨道交通工
程、道路工程、综合交通枢纽和
国际物流中心项目建设；现代产
业工程总投资 1418 亿余元；城
市更新工程总投资667亿余元；
民生福祉工程总投资 396 亿余
元，用于医疗卫生项目、国民教
育项目和住房保障项目；生态建
设工程总投资250亿余元。

增城区“十四五”规划了八
个类别的 170 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3751亿余元，“十
四 五 ”投 资 2583 亿
元。其中，产业项
目数量最多（43
个），总投资
数 额 最 大
（1393
亿余

元）；城市更新项目总投
资 也 超 千 亿 ，达 到
1083 亿余元；社会
民 生 项 目 公 共
27 个 ，总 投
资 279 亿
余元。

聚焦建设民生项目增进民生福祉

一线访谈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花宣 和匀生

暖心事

乡村电影放映员43年的坚守：

自办“电影博物馆”
为乡亲免费放电影

推进历史文化街
区活化利用

“ 先 有 南 华 西 ，再 有 海 珠
区”，南华西街至今已有 245 年
历史，其中南华西街历史文化街
区、洪德巷历史文化街区保留了
大量的清末、民国时期的别墅、
民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街道
历任领导班子致力于历史建筑
的修缮保护。

2019年5月，吴天军担任南华
西街道党工委书记，在前任基础
上，把更多目光放在活化利用上：

“我们之前在挖掘历史、保护历史
上做了很多工作，接下来我认为要
利用起来，让文化记忆的传承起到
更大的作用。”

2020 年 ，海 珠 区 提 出 构 建
“ 一 区 一 谷 一 圈 ”发 展 空 间 布
局，其中在西部建设海珠新活
力文商旅融合圈，明确要注重
保护与活化，高品质推进南华

西骑楼街 、洪德巷等历史文化
街 区 改 造 提 升 。“ 仅 凭 街 道 的
力量是‘小打小闹’，恰逢赶上
海珠的规划布局，加大了南华
西 街 活 化 利 用 的 步 伐 。”吴 天
军说道。

据悉，海珠区目前率先对洪
德巷核心区进行有机更新。“文化
方面，我们计划引入广绣、木偶、
彩扎、木雕、古琴、粤剧大师，设置
文化书店、文化沙龙展厅、广府文
化文创馆等；业态方面，计划引入
老字号餐饮、骑楼文化轻酒吧、广
式品茶体验馆、新中式健康餐吧、
广式传统饼店等，完善商业餐饮
配套。活动方面，定期举办青年
潮流摆摊街、新风尚新春花街、元
宵中秋灯会等潮玩集会，建设具
有岭南园林风格的休憩空间，为
街区吸引年轻住户群。”

吴 天 军 透 露 ，街 道 正 积 极
配 合 区 有 关 部 门 做 好 协 调 工
作，组织专班小组全面摸查洪
德巷核心区私房情况和征求居
民意见，目前多数居民赞成改
造，“对在地文化的挖掘、保护
与利用，不仅对当地居民的生
活环境有提升，而且加强了他
们的归属感和自豪感，满足他
们的美好生活需求”。

党建引领提升社
区治理模式

墨绿色的围栏、绿白相间的
花砖……沿着南华西街新启用的

“1+1+10”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参观
研学线路，可以看见对照旧照片复
原的南华西街托婴所。近日，南华
西街打造了群众家门口的“1+1+
10”党史学习教育阵地和参观研学
线路，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学党史、办实事，南华西街把
精神力量化为实践力量。作为典
型的老城区，多年来，南华西街大
力推进“七大片区”和深化提升“十
为”服务品牌建设，不仅创造性探
索出“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而且全
方位推进社区服务模式创新。

吴天军介绍，“熟人社区”一开始
由居民自发形成，互帮互助。如今，街
道通过成立居民议事会、定期走访、制
定邻里公约、建立街坊群防队伍等方
式，将“熟人社区”规范化、制度化，同
时更注重发挥在职党员、退休党员的
力量，通过党建引领对“熟人社区”模
式进行提升。接下来，街道将继续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努力绘就
宜居宜业宜游的南华西新画卷。

天河

再添14个口袋公园
“上新”

高架桥翻新及桥下空间改造前

高架桥翻新及桥下空间改造后

南华西街保留了大量清末、民国时期的别墅、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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