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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越秀区把推
动企业、群众“一码通、免证
办”作为深化智慧政务改
革，切实为企为民办实事解
难题的重要抓手。3月，越
秀区在广东省率先实现直
接调用省、市“大数据中心”
电子证照库创新“免证办”
服务。该服务在区政务服
务中心上线以来，已成功助
力办事企业减免 812 项纸
质件受理，受到广泛好评。

在区一级稳定运行的
基础上，越秀区持续加大

“免证办”推广力度，扩大应
用范围，以大塘街道综合服
务中心为试点，在广州市率
先推行居民事项“免证办”。

自今年 8 月
起，“免证办”正

式应用居民办事场景。居
民办事，不再需要携带身份
证、户口本、结婚证等相关
证照原件。只要一部手机
在手，便可免纸质证照办理
所有个人政务服务事项，减
去携带证照往返办事负担，
进一步便利办证办事。

越秀区政务服务数据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首
批居民事项“免证办”覆盖
大塘街道综合服务中心130
项居民高频服务，“比如个
人参保证明查询打印；新办
老人卡；居民医保的新参
保、变更；城乡养老保险的
新增、续保和变更；就业困
难人员认证、变更户口性质
等都可以办理。”

一个有着百年
历史的小镇，曾在

岁月的侵蚀下日益沧桑
和落寞，如今在美丽乡村政

策的带动下焕发生机，成为远
近闻名的文艺打卡地。这就是
广州市花都区花山小镇。花山
小镇的华丽转身是花都近年来
乡村振兴建设成果的一个缩影。

花山小镇坐落于花都区花
山镇洛场村。洛场村是著名的
侨乡，历史悠久，是广州周边地
区最大的、以碉楼为特色的古
村落，现保留有 45 座碉楼和

200多栋青砖屋，由侨居海外的
洛场村侨胞回乡兴建，形成了
洛场村特色浓郁的侨乡文化和
风土人情。

花山小镇是以洛场村碉楼
古村落原生态乡土民俗和侨乡
风情为特色建设开发的文化创
意产业，项目开发建设启动于
2013年，将文化特色资源与历
史传统遗产、现代时尚生活消
费跨界融合建设开发，促进碉
楼古建筑的保育和活化工作。

花山小镇（广州）旅游文化
发展公司总经理郑国明表示：

“我们花费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去
做前期的规划，才有现在这种格
局。在引进业态的时候，我们特
别注重中国文化，如茶文化、香
文化、太极文化等。”2016年，洛
场村花山小镇被评为十大“广州
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获评“珠
三角最美乡村”称号，并成为“广
州美丽乡村游”精品线路的旅游
景点，洛场村也被广州市授予第
七批“文明示范村”。

昔日的古村落，变身为今
日的美丽乡村、网红打卡地，拥
有了不一样的风景和不一样的
风情。其中最大的受益者，非
当地的村民莫属。

洛场村村民江明高说：“花
山小镇项目还没开启的时候，小
巷、屋边都是草，还有杂树。开
发后，这里的环境全部脱胎换
骨，现在很多游客来这里参观、
游玩，还有很多文艺年轻人来这
里打卡。村民的就业机会多
了。此外，村民的房子租金也有
不同程度的上涨，增加了收入。”

未来，花山小镇将以文化
为龙头和核心，以碉楼为依托，
探索现代时尚生活与传统民俗
文化互利共赢的更多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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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涌现新绿 大道广通衢

大坦沙岛完成景观示范段建设
大塘街居民率先“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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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2月底前，“免证办”会在越秀18个街道全面铺开

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以前帮家里老人办事要带好多材料，现在真
的方便了。”8月31日，在广州市越秀区大塘街道
综合服务中心，陈先生刚帮家人办理完养老金相
关事宜。与以往相比，这次只用一部手机就可以
解决问题，陈先生表示，轻松又便捷。

“ 如何使用“免证办”？记者了解
到，目前居民事项“免证办”由群众
出示“粤省事”电子证照二维码，办
事窗口人员通过一体化平台扫码，
直接从省、市电子证照库抓取所需
电子证照，并留下调取记录。遇到
需将证照借出的情况，居民也可随
时进行操作授权，将证照委托给他
人使用，避免证照原件借出风险，根
据实际需要自由选择“借用”日期和
次数，无需担心证照被用于其他未
授权情况，既保障了授权人员证照
的安全性，又进一步简化了代跑代
办流程。

越秀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推出“免证办”
之后，居民如果办事时忘记带材料，
不需要返回去拿，可以直接使用电
子证照，当即可以办理，“至少能节
省来回跑动的 1-2 天。”他还提到，
如果是办事材料中需要其他人的证
照，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接证照授权
的方式，节省借证照、还证照的时
间，以及规避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证
照丢失风险。

据窗口人员反映，在日常办事
过程中，经常有人前来为家人代办
相关业务。以居民常办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金申领”为例，以前，代
办人需要携带申领人的身份证、户
口本原件，以及代办人自己的身份
证来到窗口，工作人员对相关出示
证照进行核验。现在推行“免
证办”后，申领人在“粤省事”
上绑定户口本、身份证，
并授权给代办人，代办
人就可以直接带着手

机来到办事大厅，用“粤省事”的电
子证照替代原件进行办理，无需再
携带出示大量纸质证件材料。

此外，“免证办”既打破多部门
间数据壁垒，实现跨层级、跨部门的
电子证照互通互认，直接抓取省、市
电子证照库证照，保障了电子证照
的真实性，成功化解纸质证照造假
问题；又因为平台调取的电子证照
会自动“打码”，标注授权人名称、用
证事项、授权时间、受理人名称及机
构，每一次调取都在系统自动留痕，
降低了证照被盗用乱用风险。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越秀区政
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将按照广州市统
一部署，实现街道社区“免证办”与

“穗好办”对接，相关部门还正筹备
在白云街道综合服务中心开展

“免证办”。今年 12 月底前，
“免证办”会在全区 18个街
道全面铺开。越秀区表
示，将全方位深化基层
减负便民，以智慧
服务赋能办事少
跑少带，进一步
提 升 办 证
办事便
利度。

“免证办”正式应用居民办事场景

以智慧服务赋能办事，省事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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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奋进

番 禺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门户枢纽和创新动力源

2025年经济总量
向3000亿元新台阶迈步
羊
城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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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长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沈凯谈城市更新

“拆”出奇迹之后
唱好“建”这场重头戏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广州番禺地处南海之滨、珠江之畔，位于中国改革开放
的前沿阵地。面向“十四五”，番禺区描绘了怎样的发展蓝
图？又有着什么样的“施工图”？

番禺区日前发布了《广州市番禺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规划
纲要》），表示到 2025 年经济总量向 3000 亿元新台阶迈
步，构建“双轴三区多园”的现代产业格局。

2035年，地区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
《规划纲要》提出，“十四五”时

期，番禺区要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
量更高”“改革开放动力更足”“文化
综合实力更强”“生态宜居环境更
美”“人民群众生活更好”“协调发展
步伐更快”“城市治理效能更优”，经
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上一大台阶。

到 2025 年，番禺区地区生产
总值向 3000 亿元新台阶迈步，城
乡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保持
基本同步，定位打造成为粤港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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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望 2035 年，番禺区的经济
实力、创新能力、发展活力和综合
竞争力将大幅增强，全区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 2020
年翻一番，将全面建成先进制造业
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高地、文商
旅体融合发展典范区、粤港澳大湾
区门户枢纽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
岭南山水花园城区，率先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构建“双轴三区多园”现代产业格局

目标已定，唯有风雨兼程。为
此，番禺区明确，“十四五”时期将
全力构建“双轴三区多园”的现代
产业格局。

其中，“双轴”是围绕南大干
线产业创新轴和番禺大道文商旅
融合发展轴，形成番禺“黄金十
字”的产业发展轴线；串联广州
南站地区、万博长隆片区、大石
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园区、广州
国际科技创新城、广州大学城、
番禺汽车城、东部莲花湾等重大
发展平台推动南大干线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
“三区”是以广州大学城为核

心，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经
济集聚区；以“万博长隆—广州南
站”为核心，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
区；以莲花湾片区为核心，打造制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集聚区。

“多园”是推动天安节能科技
园、番禺工业经济总部园区等 15
个重点产业园区发展；加快高铁、
城轨、地铁沿线站点综合开发，多
节点构建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
的综合经济圈。

累计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4.22万个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十四五”
时期，番禺区将始终把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人民
为中心打造更高品质美好城区。

在交通出行方面，番禺区将着
力推进佛莞城际、广佛环城际、穗
莞深城际琶洲支线3条城际铁路、
广州至珠海（澳门）高铁，以及广州
地铁 12 号线、18 号线、22 号线、3
号线东延段、7号线二期工程、7号
线西延顺德段、8号线东延段和佛
山地铁 2 号线等 8 条地铁项目建
设。加快推动轨道交通一体化，实

现15分钟可到达广州中心城区和
30 分钟可抵达白云机场、南沙海
港以及佛山、中山等地。

在市民关心的教育方面，番禺区
提出，将持续优化学前教育和中小学
教育资源布局，推进镇（街）公办幼儿
园建设及新增公办学位，促进学前教
育普惠健康发展和义务教育高位均
衡发展。“十四五”期间，累计新增基
础教育公办学位4.22万个；拟推进
23所公办（含集体办）幼儿园建设，项
目计划总投资约5.45亿元，规划建筑
总面积约10.75万平方米。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通讯员 蔡铭

白云大道龙归段沿线绿树成荫白云大道龙归段沿线绿树成荫，，处处见绿处处见绿，，步步是景步步是景

花山小镇一景花山小镇一景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通讯员 花宣

见缝插绿 出门进园

今年白云区要建50个口袋公园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符畅 通讯员 刘喜冰 王志勇

花山小镇 文化加持

落寞古村化身文艺打卡地

水清岸绿、鱼翔浅底、大道
通衢……记者近日来到广州市
荔湾区大坦沙岛，发现昔日狭窄
的河涌、管线密布的河岸、破损
的马路均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
连片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观带，蜿
蜒曲折、水清草美的河道，整修
一新的平坦大马路，宣告中轴线
河涌景观示范段与呼吸中心周
边路网建设正式完成。

漫步中轴线
沙坦涌两岸看新绿

漫步中轴线，在起点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由四季花海营造的门
户景观，叠浪格栅景墙、微地形花
境与开花乔木共同组成了“叠浪
花境”，自然汀步与叠石水岸相搭
配，实现人与自然的亲密融合。

往前踱去是“活力阳台”，结
合着未来商业界面，打造观河休
闲平台；一座橙色波浪景观人行
桥横跨两岸，连接西郊商贸中心
与对岸，河道的优雅波浪曲线覆
刻在桥身立面，立体起伏的造
型，给行人带来舒适流畅的空

间体验与观景体验。
大坦沙岛更新改造项目的

合作参与方凯德集团（中国）广
州大坦沙项目公司总经理杨应
时介绍，中轴线河涌景观示范
段位于桥中中路，改造区域南起
珠江大桥，北达呼吸中心，面积
7.2万平方米，其中示范段河涌
长约900米。示范段项目立足现
有沙坦涌，以生态建设为基底，
打造城市花园式河涌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中轴线河涌
景观示范段通过河涌两岸种植
了朴树、乌桕等景观大树，考虑
到两岸植物景观的持续性，挑选
了凤凰木、紫花风铃木、大腹木
棉等开花乔木，最大程度保持花
期的连贯性。3.5万平方米的绿
植面积使河涌沿岸呈现出一片
绿意盎然与生机勃发。据介绍，
未来全岛改造完成后，岛内绿化
率将由现状的15%增加至42%。

驾车规划路
大道通衢迎四方客

与中轴线河涌景观示范段

几乎一起完成的，还有呼吸中
心周边路网建设。

据介绍，呼吸中心周边路网
建设包括规划一路、桥中中路、
东海南路、规划三路、规划四路
等，总长度约5公里。除道路主
体建设外，还包括附属的排水工
程、给水工程、照明工程、交通工
程、绿化工程、电力管沟、管线综
合等。规划一路及规划三路已于
2021年1月开工建设，截至8月，
围绕广州呼吸中心四周的道路均
已在开业前完工并交付使用。

未来规划路上还将新增多
个公交站点。全岛改造完成后，
全岛道路面积将由目前26公顷
增加到77公顷，路网更加完善。

根据计划，大坦沙更新改造
项目将继续依托“健康生态岛”的
理念，以“一心、一轴、一环、两核、
十景”的规划定位有序推进各项
改造工作。未来将会加快河沙村
的拆迁，加快西郊村、河沙村复建
物业和村民回迁房的建设，推动
坦尾村的拆迁工作。加速推进包
括消防站、市政规划道路、中学等
一批公建配套的施工建设。

今年5月以来，白云区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充分利用城
市边角地、闲置地块等小区域见
缝插绿，加快推进“口袋公园”建
设，城区街头巷尾被扮靓，为居
民群众开辟出休闲娱乐的绿色
场所。记者近日从白云区城市
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了解到，今年
白云区计划建设50个口袋公园，
现已完成建设38个，预计年底前
全部建成对外开放。

记者在鹤龙三路龙图花园
段看到，一条崭新的人行步道
上修建了一个小型的绿化广
场，错落有致的绿化丛中，繁花
绽放，这里还设有游步道、坐
凳、休闲体育运动器材等，为周
边居民打造了一个休闲社交、
景观体验、自然生态为一体的
口袋公园。“这里以前是一块闲
置地，杂草丛生、杂物乱堆，地
面还不平坦。”家住龙图花园附
近的李姐告诉记者，以前经过
这里都要加快脚步，如今通过
提升整治后，她时常带孩子过
来这里散步看花，很是惬意。

绿化勾边、色彩点缀，环形

花池边上还设有供市民休憩的
长条凳、健身器材……沿着106
国道往南走，位于加禾小学旁边
的口袋公园，也为周边居民所津
津乐道。“去年之前，这里违规搭
建的商铺占道经营，学生上下学
整条路都堵住了。”经常往返该
路段的居民徐先生说，没想到这
条路的违建商铺被拆除后，还建
成了一个小公园，校园周边环境
得到很大的改善和提升。

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园林绿化科负责人陈丽介
绍，在白云大道的整治提升过

程中，该局结合周边产业未来
发展及居民诉求，打造了23个
重要绿化节点及口袋公园，实
现 位 于 都 市, 融 于 自 然 的 诉
求。如今的白云大道沿线，花
海连片、绿树成荫，橙色的慢行
道蜿蜒其中，间有清澈的河涌
流过，处处见绿，步步是景，11.6
公里上尽是看不完的繁花绿
影。这样的变化得到了市民的
交口称赞，常见市民漫步休憩
其中，更有市民在网上发帖点
赞称：“昔日杂草臭水沟，今朝
蝶变清水绿草坪”。

每天拆除量达1万平方米，“百日拆百万”，半年共
计拆除房屋面积143.5万平方米……8月31日，黄埔区
长岭街道举行“决胜三年完成旧村拆迁攻坚任务”总结
大会。当天随着水西社区元贝社最后一栋大楼的拆
除，长岭街成为黄埔区首个率先实现城市更新“三年任
务，两年完成”的街道，列入三年计划的6个城市更新
项目总体拆除率已达99%。长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办事处主任沈凯表示，由“拆”入“建”，长岭街进入全面
发展的“快车道”。

长岭奇迹

长岭街道地处广州东
部，是连接广州科学城和
中新广州知识城的重要枢
纽。未改造前，街道辖区
内村社集体经济薄弱，收
入来源单一，村庄面貌凌
乱，人居环境差，地质灾
害隐患多，山水林田规划
不充分。去年 5 月，黄埔
区率先在全市立下“军令
状”，决胜三年完成 66 个
重 点 旧 村 改 造 任 务 。 其
中，长岭街道列入三年计
划 的 有 6 个 城 市 更 新 项
目。今年以来，长岭街道
以每天拆除量达 1 万平方
米的速度全速推进拆迁工
作，半年时间共计拆除房
屋面积 143.5 万平方米，完
成全年任务的 198%，跑出

“长岭速度”，拆出“长岭
奇迹”。

长岭经验

“百日拆百万”这样的
拆迁速度和成果背后有怎
样的长岭经验和做法？

沈凯介绍，首先是党
建引领，发挥党员的先锋
作用，把宣传工作做到了
基 层 的 每 一 家 每 一 户 。

“我们会和村民讲明白讲
透彻未来的发展规划和顶
层设计，包括城市更新和
乡村振兴的谋划。村民可
以拥有更好的人居环境，
而原来的生态环境也会通
过 乡 村 改 造 成 为 新 的 产
业。老百姓理解了后，就
很配合。”此外，在拆迁过
程中重点做到“人性化”，

“就是提供‘保姆式’的拆

迁 服 务 ，帮 项 目 方 跑 部
门，开研讨会，帮村民搬
家，甚至有孕妇的家庭我
们会安排月子中心帮忙。
整个过程同心同德形成巨
大的合力，零安全生产事
故。”沈凯表示，街道实行

“清单化、责任化、时间节
点化”的工作推进模式，
上下一心共同努力，才达
成 如 今 的 拆 迁 成 果 。 目
前，长岭街水西社区（长
龙片）、黄登社区城市更
新项目率先启动公建配套
建设，各项目首开区 、老
人安置区均开始动工，6
个项目总规划建设面积达
215.33 万平方米。

从拆到建

从“拆”到“建”，城市
更新的下半场重点在于如
何 唱 好“ 建 ”这 场 重 头
戏 。 背 靠 科 学 城 和 知 识
城，未来长岭街道如何高
质量地蜕变发展？沈凯介
绍，将会盘活土地资源，
发展科技创新型产业带动
集体经济腾飞，打造城市
和乡村融合的山水之城。

“产业上加快推进广汕路
沿线 10 公里科技创新产
业带、‘长岭之门，未来城
市 ’核 心 区 、科 技‘ 微 总
部 ’等 项 目 建 设 。”沈 凯
说。此外，探索“城市更
新+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新模式，通过长岭国家登
山 步 道 将 山 水 人 文 资 源

“串珠成链、连线成片”，
打响“黄埔红”红茶创意
园品牌，打造黄麻乡村振
兴工作站、绿色记忆广场
等“金字招牌”，实现工农
互补、城乡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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