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势 把区位优势向价值优势转化A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南海大沥

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在新的发
展阶段，大沥镇上下早已形成了共
识：这个集“中国铝材第一镇”“中国
有色金属名镇”“中国内衣名镇”“中
国商贸名镇”为一体的广佛咽喉，改
革是它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

“大沥具有历史悠久的传统商
贸基因、雄厚的制造业产业基础，
以及优越的区位优势，但也存在土
地资源占用较多、市场形象差、管
理难度大、产业环节较低端等问
题。”南海区人大代表、大沥镇凤池
社区党委书记陈伟津在南海区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直言。正如陈伟津所言，经历了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积累了
雄厚资源的大沥，城市开发强度已
高达 80%，城市与专业市场、村级
工业园交错分布，逐渐难以满足人

才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在产业
形态上，“广佛黄金走廊”沿线 46
家专业市场形态有待提升，传统物
流业加大了周边的交通压力。“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沥先发优
势正在减少，无论是产业转型还是
城市转型，面临的压力都是七个镇
街中最大的。”南海区委常委、大沥
镇委书记何春云一针见血地指出
其在区域竞争中的“短板”。

大沥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在急
剧发生变化。在“双区”建设、“双
城”联动的大背景下，广州不再是
单一的经济发展辐射源，只有共同
打造“广佛极点”，才能真正在粤港
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
用，展现价值。分析人士指出，在

“广佛极点”的大背景下，大沥不再
是广州资源辐射佛山的唯一途径，
如果不能实现产业和城市形态的

升级，四十年先发优势反而会形成
“胜利者桎梏”，阻碍大沥的高质量
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大沥，其主要
功能不再是广州向佛山辐射的通
道，而是连接广佛的产业高地、城
市高地和价值高地，积极转型对大
沥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实际上，大沥的转型，不但引
起了南海与佛山的关注，广州乃至
省委省政府也同样对其抱有较大
期望。2019年 5月，广佛两市政府
签署了《共建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
试验区备忘录》，五眼桥—滘口高
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平台正是《备忘
录》中最受瞩目的试验区域，后更
在此基础上形成广佛新城的规划；
而就在同年 7月，佛山市南海区获
批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改革
创新实验区”，更为大沥进一步的
改革“大动作”提供了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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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新任务和新蓝图，大沥
的改革也到了重要关头，面对利
益的多元化，本次改革的复杂程
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
不亚于四十多年前。幸运的是，
大沥人始终保持着“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时刻以
一往无前之姿，全面深化改革。

今年8月末举行的佛山市首
宗“毛地”入市正是大沥在新发
展阶段锐意改革的创举。面对
区域内土地价值提升的情况，大
沥镇活用南海区“三旧”改造政
策，率先印发“毛地”入市项目选

取市场改造主体工作指引，引导
未达到手续齐全（有集体所有权
证，没集体使用权证）或土地上
盖建构筑物租约未到期的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允许上平台招商，
通过地块中意企业的提前介入
（参与改造并承担部分改造成
本），既降低基层经联社改造成
本，也能制度性保障企业利益，
激发市场动力。8月31日，南海
区大沥镇首宗“毛地”成功入市，
接下来也将利用“毛地”入市促
进专业市场的升级改造。

这样的改革，在大沥并不鲜

见。今年8月，广佛湾概念规划
和城市设计国际咨询评审会召
开，广佛湾蓝图正式向社会公
布；10月24日，盐步内衣行业数
字化提升峰会举行，率先探索数
字化转型的企业分享改造经验，
从全行业的角度，为域内内衣企
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和支持；
同样，10月27日，“云聚产业 电
商大沥”——大沥电商产业园揭
牌暨重点项目进驻签约仪式举
行，大沥镇利用商贸产业集聚的
优势，利用已建成的超100万平
方米产业载体，大力引进电商平

台、直播机构、电商服务机构等
项目，推动多种产业触电发展。

“大沥的‘底子’好、‘区位’
优，东接广州，南连桂城。如果
不抓紧发展，低端产业就会聚集
大沥。如果加快改造，大沥的产
业和人口结构都会朝高端方向
发展。”何春云明确指出，“今晚
再晚也是早，明早再早也是晚”，

“我们土地开发强度超八成，不
改是没有出路的，再困难也必须
要改。如果能够把城市更新和
商贸转型这篇文章写好，大沥前
途无限。”

C 改革 写好城市更新和商贸转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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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还要有明确的改革方
向、强大的政治定力、坚定的改
革决心，“百川入海”的改革合力
缺一不可。在本次南海区第十
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政府工作报告》专门为大沥
的未来发展制定目标，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大沥主官更对大
沥的改革与发展出谋划策，最大
程度上形成了改革合力。

今年 11 月 11 日，时任南海
区代理区长的王勇在《政府工作
报告》中明确提到，要高标准打
造大沥现代物流产业园，带动传
统专业市场转型升级，促进精品

会展、跨境电商、智慧物流等现
代商贸业发展壮大。同时，大沥
要共建广佛新城，打造广佛极点
标志性平台。“转型不是要否定
之前，而是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实
现更高水平的发展。”王勇在人
大讨论环节，专门赴大沥代表团
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沥的
定位进行说明。

“未来五年，大沥将坚定一
旦出发必须到达的理念，镇村同
向，全民同心，大刀阔斧地推进
城市更新和商贸转型，以一往无
前的精气神打造广佛全域同城
化的新大沥。”对于《政府工作报

告》对大沥的定位，大沥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游剑锋表示，大沥
要把南海中轴大沥段打造为城
乡融合示范区，构建现代物流商
贸体系；把广佛走廊打造为广佛
全域同城化的先行区，再造一个
大沥经济。此外，大沥要利用比
邻佛山高新区核心园的优势，将
大沥西部片区发展高端制造业
集群，推动连片的土地储备，引
入高新的制造企业，打造连片千
亩以上的工业园区，使其成为支
撑大沥参与整个南海的先进制
造业的竞争力，以及支撑大沥走
贸易经济发展路线的底气。

B 部署 打造广佛全域同城化的先行区

位于广佛全域同城化桥头堡的大沥，将通过改革成为广佛价值高地

羊城晚报讯 记者曹月、通
讯员均宣报道：11 月 15 日，记
者 从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均 安 镇 获
悉，11 月 14 日上午，预防接种
实践培训基地落成暨 5G 智慧
预防接种门诊启动仪式在顺德
区 均 安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举
行，旨在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公
共卫生服务均质化，更好地推
动大湾区疫苗产业发展，更好

地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
提高预防接种服务质量。

在基地落成仪式上，由广
东省疾控中心牵头的“5G 云边
协同智慧疫苗配送与接种管理
平台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也
正式启动，该项目已获得国家
工信部立项，基地作为项目参
与研究和落地单位，将与中国
电信广东公司、清华大学、中科

软等研究单位紧密联系，积极
开展项目研究，争取早日为群
众提供更加安全、便利、高效的
预防接种服务。

记者了解到，实践培训基地
包括高标准建设的成人接种门
诊和规范化狂犬病暴露处置门
诊，同时还配套建设了标准的会
议室以及可供操作教学和实践
练习、考核的操作室，与去年建

成的全省首家标准化儿童预防
接种门诊实行一体化的管理。
旨在创立一个区域性的标准化
预防接种实践培训基地，努力打
造成为高标准、独立的、标杆性
的“产学研”一体示范中心。

接种门诊除配套完善的预
防接种硬件设备、先进的数字
化预防接种管理系统以外，值
得一提的是成人接种门诊的全

自动疫苗智能传输系统 2.0 版
本，该疫苗智能传输系统为全
省首创，于 2020 年 10 月投入试
运行，随后在顺德多个镇街预
防接种门诊投入使用，通过一
年多的使用和优化，这次推出
了更加科学、智能、美观的新版
本。先进的系统将成为全省甚
至全国标杆，通过参观交流学
习，促进预防接种门诊的高标

准建设。
广东省疾控中心副主任何

剑锋表示，希望全省首个预防
接 种 实 践 培 训 基 地 落 成 启 用
后，能够积极发挥引领、标杆作
用，助推全省预防接种标准化
建设，在服务好市民群众的同
时，进一步丰富实践培训基地
的内涵，更好地培养预防接种
专业人才队伍。

前海将新设
客运口岸全省首个预防接种实践培训基地启用

位于佛山顺德均安，由广东省疾控中心牵头的“5G云边协同智慧疫苗配送与接种管理平台研究及示范应用”项目也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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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在明朝户部尚书李待问与乡绅庞景忠的倡议
下，一条起自广州芳村通福桥（今五眼桥），向西穿过盐步河东、河中、河西，止于溪
头桥的石路成为广佛之间首条陆路，“省佛通衢”随后形成。数百年来，省佛通衢
承载了广佛两地人流、物流的往来。20世纪80年代后更由广佛路、广佛新干线
和广佛高速继承其职能，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佛两颗明珠的共同繁荣。
南海大沥正是这个繁荣最直接的体现。

如今，在“双区”建设、“双城”联动的百年机遇下，粤港澳大湾区的
生产力布局和经济版图正面临深刻调整。为应对这一变化，近日召开
的南海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南海区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大沥要共建广佛新城，打造广佛极点标志性
平台——未来广佛全域同城要怎么走，广佛两地对大

沥都充满着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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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光村新貌

潮州潮州
社光村社光村

近日，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
示范村镇名单正式公布，994个
村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潮州市湘桥区桥东街道
社光村榜上有名。这是继“广东
省文化和旅游特色村”“广东省
文明村镇”“广东省党建示范村”

“广东省最美乡村”等荣誉之后，
社光村传来的又一喜讯。

从脏乱差落后村到邻近居民
都慕名而来的“网红村”，近些年，
社光村打造出一张“环境优美、乡
风淳朴、生活幸福”的美丽乡村特
色品牌。日前，羊城晚报记者到
潮州市社光村走访时，该村党总
支书记陈金中就信心满满地告诉
记者：“接下来，我们的目标是把
社光村打造成粤东名村！”

大胆探索创新乡
村管理制度

“党建是核心，为了扭转原
来涣散的党组织，这些年我们着
力提升党组织引领能力，牢固树

立‘大党建’理念。”陈金中说。
一方面，社光村设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讲所，将党支部升级为党总支
部，并把党支部建到村民小组
上，与辖内韩山师范学院、恒大
集团等单位建立共建关系，构建
起基层党建区域化新格局，以公
开透明的方式提升党组织和村

“两委”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大胆探索创新工

作管理制度也是社光村的亮点
之一——其在潮州率先推行党
群联席会议制度、星级卫生文明
户评选制度等，在全面强化基层
党建和基层治理的同时，也引导
村民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
全村党员群众建设文明乡村的
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如今，社
光村村民在闲暇时，可以到农家
书屋、老人活动中心、文化公园
散心，也能去党建公园、法制公
园和多个健身小广场走动，精神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社光村离市区挺近的，我们

这群退休的老人隔三差五就约着
来采采风，透透气。”走访时，记者
偶遇一群特地坐车到社光村散心
的潮州市区居民，他们向记者感
慨道：“以前的社光村可没有今日
的样貌，十年前村道狭小、老屋破
旧、土地闲置、荒草丛生、河塘沟
渠污染严重，而现在树木成阴，池
水清澈，空气清新，我们好多老人
都想搬到这里养老了。”

据悉，社光村内有五百多名60
周岁以上老年人，本月，社光村获首
批国家级老年友好型社区称号，也
是潮州唯一获此荣誉的社区。

慢思维规划生态
文旅产业

“潮州的文旅产业发展势头
大好，社光村处于核心旅游带
上，也拥有很好的地域资源和文
旅优势。”据陈金中介绍，社光村
有500多年的历史，紧邻笔架山、
慧如公园等旅游景点，所处区域
内还有广济桥、宋窑、韩文公祠、

泰佛殿等众多潮州文物和旅游景
观，因此，近年来，社光村就整村
空间规划提出一个发展核心理念
——用“慢思维”打造生态文旅，
要让游客慢下来、留下来。

漫步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
放眼望去，农民们正在两旁田地
里种植绿色蔬果，重点投建的美
丽田园综合体已初见雏形，预计
不久后将会成为一块特色文旅
招牌；而社光村美食街上的几十
家商铺也陆续开档，为文旅品牌

搭建配套产业链。
“美丽乡村的发展核心是激

发村民创新发展的能力，调动村
民发展的愿望，培养有知识、有
技能、有文化、敢创新的村民，让
他们合力建设自己的家乡。”据
陈金中介绍，近年来，新媒体直
播、电商、家政服务、厨师技能等
培训陆续开展，不同年龄段的村
民都参与其中，学得技能后有了
更多就业机会。培训“升级”后
的村民，也将所学知识投入美丽

乡村的建设中来。如今，在村民
的合力共建下，社光村面貌焕然
一新，村年经济收入也翻了一
番，从2017年的约295万元增长
至2020年的600万元，其中村民
分红稳定在每年205万元左右。

“要说这些年社光村最大的变
化，当属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这不是村干部的村，而是2300多
个村民的村，我们将携手共创共享
生态美、村容美、乡风美、生活美的
幸福生活。”陈金中说。

文/张闻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天军报
道：近日，海关总署印发《国家

“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前海
客运口岸纳入新开口岸范畴。
根据规划，前海将在前海湾内
湾（妈湾片区）设置前海客运码
头和跨境直升机航点，并配套
设置客运口岸。

据前海管理局有关人士
介绍，这也意味着，前海未来
可开通往来大湾区各城市的
海上及空中客运航线，并与港
澳地区形成快捷直达的交通
联系，前海通过打造陆海空立
体交通网络进一步提升核心
地位。

2019年 2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在
深圳前海设立口岸，研究加强
与香港基础设施高效联通”“加
快通用航空发展，稳步发展跨
境直升机服务”。

为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等相关要求，前海
管理局于2020年组织编制完成
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
区前海蛇口片区水上交通系统
规划》和《中国（广东）自贸区前
海蛇口片区深港跨境直升机航
点布局研究》，规划在前海湾内
湾（妈湾片区）设置前海客运码
头和跨境直升机航点，并配套
设置客运口岸。

在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口岸办等
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前海
客运码头及直升机航点纳入
《深圳市海上休闲与客运码头
专项规划》和《深圳市直升机起
降点布局规划》，配套口岸已先
后纳入《深圳口岸服务助推大
湾区建设工作方案》《广东省

“十四五”口岸发展规划》，随着
本次《国家“十四五”口岸发展
规划》的发布，前海客运口岸已
落实在国家层面规划。

前海设立客运口岸，有利
于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
目标上更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建设，是落实前海合作区

“打造全面深化改革创新试验
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
户枢纽”的重要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