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杨逸芸 / 美编 夏学群 / 校对 何绮云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A特21

文/羊城晚报记者 曾潇
图/通讯员提供

荔湾文商旅活力区、白鹅潭商务区、海龙围科创区有机融合发展

三大平台焕活老城新生基因

近年来，荔湾对区内历史文化
街区以绣花功夫进行活化提升，给
西关风情赋予了全新的人文气质。

在荔湾湖旁的泮塘五约能看
到一幅神奇的图景：古老而整洁的
青砖墙下，街头是活力四射的运动
空间，巷尾是独立音乐人聚集的咖
啡馆，不时有几个老人微笑而过，
偶尔和商户里的邻居寒暄两句。

完成微改造后，活化利用是泮
塘五约的首要工作。目前，泮塘五
约已引入名家工匠作坊、艺术家工
作室、新青年艺术创作工作室、传
统文化展示交流空间等业态商户
共 58 家，交付物业活化利用率超
过86%。

国家一级词曲作家吴颂今、著

名书画艺术家李长松、盆景艺术家
李伟钊等多名艺术家的工作室相
继进驻街区。街区还推动古琴、漆
艺、玉雕、木雕等传统工匠项目落
户，形成非遗文化传承生态系统。
以 1200 书店、live house 音乐传
播、健身培训、国际青年旅业等业
态为街区注入年轻时尚新活力，形
成传统和现代文化融合发展的多
元业态环境。

泮塘五约在引入商户时有清
晰的筛选标准，秉持“文化优先、
杂锦荟萃、个性差异”的理念，按
照传统文化业态、现代文化业态、
复合型业态3:3:4的比例分类，分
批导入优质文化产业资源，建立准
入门槛和退出机制，通过约定文化

经营业态、每周开放时间、店面形象
设计、定期举办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等条款，不断提升文化业态品质。

这里已经形成多元而统一的人
文氛围，既能持续吸引外部人流，也
让原居民住得舒心。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1年街区全年吸引人流量
约500万人次，进驻艺术家和工匠
们营收得到增长。入驻街区的新

‘村民’与原住的老‘村民’和谐相
处，培育出了新型邻里关系。”

在荔湾湖的另一侧，擅用“绣
花功夫”的永庆坊已经成为网络社
交平台上的热门地点。据统计，
2021年，永庆坊客流量达到了750
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300%。这其
中，有大量人流是被永庆坊浓郁的

文化氛围所吸引。
在粤剧艺术博物馆，已经实现

了粤剧演出的常态化、系统化管理
运作，专业院团、业余团队轮流排
期展演，让更多的市民能感受到粤
剧之美。

永庆坊内还有广州首个非遗
街区。目前，永庆坊共引入 12 家
非遗大师工作室，是广州市非遗大
师最集中的区域。公益接待超过
20 万人次，接待全国党政代表团
60多个。

广绣市级非遗传承人李敏说：
“常常有美术相关专业的学生或者
工作者，来这里学习广绣艺术，再
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也有很多
小朋友来这里体验传统文化。”

三江汇聚的白鹅潭，错落
分布的工业遗产，是荔湾独特
的风景线。活化利用工业遗
产，推进白鹅潭商务区的高质
量建设，是荔湾区发展的又一
个强大动力。未来，这里将充
分发挥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广
佛极点核心区的区位优势和
深厚的岭南文化底蕴，展现千
年商都的全新风貌。

聚龙湾片区内，有广州柴
油机厂、冲口仓、日清仓等工
业遗产，还有聚龙古村、德国
教堂等历史建筑。2021年，聚
龙湾片区启动首个项目改造，
开启以旧厂改造带动旧村、旧
城综合更新的创新模式。

聚龙湾片区尤其注重新
城与工业遗产、历史建筑、自

然环境的融合发展，打造风景
优美且具有独特韵味的“中央
活力区”。

几处工业遗产将活化改
造成会议展示中心和大型艺
术中心，原建筑上大量旧材料
被重新利用。片区内的历史
古建筑，“一建筑一专案”，力
求和整体格局融为一体。

聚龙湾片区保留大量植
被，原生树木原址搭建生态保
护平台，延续生态文脉。现在，
这里已经形成了碧草如茵、鹭
鸟翩跹、江风拂面的生态美景。

沿着珠江后航道往南，广
船片区也在火热建设之中。
广州造船厂，是广州乃至我国
工业发展浓墨重彩的一笔。老
的船坞、船台和塔吊，记录了多

少奋斗和荣光。依托工业遗
存，广船片区将活化改造为船
坞地标剧场、科技文化论坛、产
品发布中心和城市图书馆。

这里有约 40%的用地面
积将成为公园、文化场所等公
共设施。目前已经完成了部
分公共区域的建设，向市民免
费开放。节假日，很多家长带
着小朋友在这里运动、玩耍、
露营，提前感受世界滨水活力
区的魅力。

同在江畔的广东省“三馆
合一”项目（广东美术馆、广东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广
东文学馆）已全面封顶，将成
为荔湾的又一个新地标，为白
鹅潭商务区的全新风貌增光
添彩。

白鹅潭商务区的高标准规
划、高标准建设，以及海龙围科
创区的全力推进，让荔湾成为
了各方的关注焦点。未来一大
批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将入驻
荔湾，与珠江西岸的高端制造
产业链形成良好联动。

聚龙湾片区已经引入世
界级消费综合体，达成了珠江
太古项目的合作意向。下一
步，聚龙湾片区将引入国内外
顶尖文化创新企业和科技创
新企业。而广船片区也将引
入中信集团或中信泰富华南
总部、中船集团南方总部和荔
湾科创中心。

鹅潭一号总部项目是白
鹅潭商务区核心区的重点项
目之一，是由骆驼服饰投资建
设的商业办公一体的综合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骆驼服饰新
产品的研发、展示、体验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白鹅
潭商务区有着超高的定位、全
面的规划、黄金的位置和优美
的人居环境，有利于企业吸引
高端人才，完成产品的升级。
同时，鹅潭一号将成为我们品
牌的重要展示窗口，有助于我
们进行品牌升级”。

荔湾区西南部的海龙围
科创区，与佛山市南海区接
壤，处于广州联系珠三角的核
心区域，水网发达、生态本底
环境优越。海龙围科创区以

“科技创新主阵地和产业升级
主战场”为定位，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中医药健康等为产业发展方
向，提质加速打造广佛高质量

发展科创示范区。
自2017年以来，海龙围起

步区内已落地 13个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总投资超过 75
亿元。尤其是中医药健康产
业方面，目前已落户大参林医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大
翔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壹
健康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6家中医药健康产业企
业，达产后年产值 200 亿元，
年税收7.4亿元。

据了解，2025 年，海龙围
科创区将实现入驻更多具有
影响力的科研机构和龙头企
业 ，产 值 超 1000 亿 元 。 到
2035年，海龙围科创区将成为
粤港澳大湾区的科创驱动极
点之一和广佛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动力源泉。

A 绣花功夫 激活新人文

B 活化利用 激活新风貌

C 筑巢引凤 激活新产业
白鹅潭聚龙湾展示中心及沿江碧道

广州荔湾，每到休息
日，许多家长会带着孩

子来到永庆坊，跟着非遗大师亲手
体验传统文化的一招一式、一针一
线。这时的窗外，年轻人或许正手捧奶
茶穿梭于老街旧巷，寻找着最新潮的“网红
打卡点”。不远处，从白鹅潭到海龙围，建
设者们挥汗如雨，旧船厂将变身“世界一流
滨水活力区”，“广佛极点”科技创新中心也
逐渐成形。

这就是今天的荔湾，荔湾文商旅活力
区、白鹅潭商务区、海龙围科创区三大平台
铺就发展底图，激活老城市的新人文、新风
貌、新产业，实现广州西部“文商
旅创居”有机融合发
展，畅想粤港澳大湾区
的美好未来。

在

广州荔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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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位置再看仔细点，
柱子的样式要记录下来，不

要忘了拍照。”今年4月16日，广州市
北京路南段（大南路至泰康路）试行全日
步行化管理首日，几位工作人员对这一路段
及附近的老旧建筑进行拍照、测量与记录。

随着北京路步行街“南拓”的试行，这条有
着千年历史的商业街的改造提升二期工程也随
之启动。在二期工程的规划中，向西，北京路这
一“古代中轴线”将与起义路海珠广场“近代传
统中轴线”连贯打通，全线保护和复兴广州传统
中轴线；向南，北京路步行街将分期逐步延伸至
天字码头，把北京路、珠江、广州塔等串联起来，
打造老城市新活力的经典游径。

作为一个拥有千万人口大城市的“心脏”，
越秀如何让其辖内的历史沉淀焕发新活力，以
占全市不到 1/200 的土地贡献全市
近 1/7 的 GDP，推动区域向高质量
发展？这背后蕴藏着
其独特的密码。

“

B 活力越秀 传统与新兴产业共生共长

作为广府文化源地、千年商
都核心，即使走得再远，越秀从
未忘记根植于城市深处的“文化
记忆”。过去五年，越秀致力于
挖掘文化内涵，完善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在保护的同时，不忘传
承与创新。

据统计，越秀辖区内各级不可
移动文物共177处205个，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28个，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16个，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有85处96个，区
级文物保护单位有6处7个；尚未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
移动文物共有54处58个。如何
让这些文物“活起来”，成为城市居
民生活中的一部分？越秀根据文
物建筑不同特点，因地制宜分别采
取不同的活化策略。

如广东首个党支部诞生地
——位于广州市第十中学内的广
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遗址，已打造

成“青少年红色教育传承基地”；中
共广东区委旧址则成为了“体验式
党课”的红色大讲堂；周恩来同志
主持的中共两广区委军委旧址打
造成越秀首个“微型军事博物馆”。

在越秀区，打卡辖区内的红
色史迹点更是成为广州青年节
假日的新选择。各史迹点依托
丰富的展览内容，延展出更多新
功能。与红色场馆合作开展红
色立体研学，结合党史故事举行
红色文创产品设计大赛，更有不
少学生从听党史到讲党史，申请
做场馆内的小小红色志愿讲解
员……厚重的历史，随着年轻人
的融入变得鲜活起来。

借助数字时代的到来，极具
广府特色的广府庙会，也加上了
科技的“翅膀”。2022年，广府庙
会与“元宇宙”的概念结合，通过
数字建模与虚幻引擎技术，打造
永不落幕的“广府庙会”，让广府

文化的交流突破了交往的边界、
国界，甚至突破了时空的限制。

在中山四路的广州非遗街
区（北 京 路），越秀以教育、消
费、体验、讲座、展演等手段为载
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全方位展
示，深化对“三雕一彩一绣”、广
州戏服制作技艺、广东醒狮、广
州饼印制作技艺、通草水彩画绘
制技艺等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和传承，推动文商旅深度
融合发展，引领“文化+”蝶变。

展望未来，越秀的目标已定
下：着力打造都会现代产业新高
地、着力打造国际大都市核心区
新魅力、着力打造美丽宜居花城
新形象、全面建成广州“老城市
新活力创新发展示范区”以及着
力打造超大城市美好生活新标
杆。如何实现？唯有靠在每一
个施力点，精耕细作，以绣花功
夫，打造越秀模式。

如何让历史沉淀焕发新活力？如何以占全市不到1/200的土地贡献全市近1/7的GDP？

“绣花式”推进城市品质提升
数字政府的搭建不仅为越

秀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更多便
利，更是为越秀营商环境持续
改革，带来了澎湃动力。

通过深化数字政府建设，越秀
聚焦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高频
事项，首批上线20个“一件事一次
办”主题服务套餐，实现“一次受
理、多部门办结”。同时，越秀推行
开办企业“5G智慧导办”，拓宽银
行预设账户免费开户试点，推广标
准化智能审批，实现“照、章、税、
保、金、银”0.5天办结，一键领取电
子营业执照、电子印章、电子发票，
构建“四个一”涉税事项宣辅体
系。据统计，仅2021年，越秀的新
增商事主体接近4万户。

毫视（广州）眼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企业负责人李熠可以说
是当中的受益者。2021年1月，

在建立公平审慎的市场监管机
制过程中，越秀率先在广州市上
线“云勘察”服务，依据现场审查
要点制作规范拍摄清单，创新

“企业照单拍摄+专人在线审批”
监管模式，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企
业、部门“双减负”，行政许可监
管耗时由5至8个工作日减至最
快1个工作日。服务推出数日，
李熠就借助这一平台，通过审
批，拿到了经营许可证。

日益提升的营商环境为越
秀吸引了更多新兴产业。自
2019 年起，世界超高清视频
（4K/8K）产业发展大会连续3年
在越秀举行，大会集中展示了超
高清视频产业在政策支持、示范
引领、技术转化等方面的最新成
果。基于“超高清+”的多种示范
应用项目的陆续引进，“城市大

脑IOC”成为广州数字经济优质
应用场景，越秀的数字产业年增
加值突破110亿元。

同时，依托越秀丰富的医
疗资源，粤港澳大湾区生命健
康产业创新区建设纳入市大湾
区重点建设项目库高位推进。

这意味着越秀在新兴产业探
索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脚步。

另外，越秀不忘在传统业态
上发力。即将迎来10岁生日的
广州民间金融街，由建街之初的
30家金融企业发展至338家，构
建出融合金融类企业、专业配套
企业、金融文化配套、公共服务平
台、科研机构、金融监管部门、金
融法庭、金融仲裁院、公证处、警
务室等法律维权机构及金融人才
公寓于一体的开放、有序、协同发
展的民间金融产业生态系统。

C 文化越秀 根植本土传统走向世界舞台

智慧越秀 党建引领数字政府建设A
越秀区海珠广场所在的“近代传统中轴线”焕发新活力

文/羊城晚报记者 谭铮
图/通讯员 钟涌

从 湖 南 来 广 州 打 工 的 小
陈，站在北京路智慧服务中心
的政务服务一体机前，不到 20
分钟就完成了居住证的续签。
在越秀，借助信息化手段来提
升居民、企业与业务办理部门
间的办事效率，减少居民的“跑
腿”路程，在过去五年有了质的
提升。

这一切得益于越秀在党建
引领之下，对数字政府建设的不
断完善，对优化政务服务的高品
质追求。过去五年，越秀围绕
省、市数字政府改革建设规范体

系，以党建为引领，以人民为中
心，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大力
推进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治理
精准、服务高效、决策科学的数
字政府建设。

依托“粤省事”“粤政易”“穗
好办”等省、市政务服务新平台
和大数据中心、电子证照、可信
身份认证等数字政府改革建设
成果，越秀创新打造“一中心三
板块”数字政府核心体系，积极
探索构建大数据驱动的基层服
务治理的新渠道。

在 整 合 各 类 服 务 治 理 资
源的基础上，越秀大力推行线

上线下融合的一体化、智慧化
政务服务模式，力图解决和回
应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存
在的突出问题和需求，打通基
层 治 理“ 最 后 一 公 里 ”，在 激
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更多
作用，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
更高水平政务服务的期待和
需求。

“一中心”面向领导提供决
策参谋的“越秀智库”、智慧城市
综合指挥调度平台，发挥着城市
大脑的功能，“三板块”则分别针
对居民、企业及公职人员，透过

“越秀人家”“越秀商家”和“越秀
先锋”三个平台，在便利企业、群
众生产生活的同时为基层减负

增效。
通过系统协同对接、数据共

享填报、表格辅助生成，越秀实
现从“向基层要数据”到“向系统
要数据”。疫情期间，越秀通过
主动建设“大数据+日常排查”
人口动态管理系统、从业人员登
记管理系统及核酸、疫苗、扫码
等多个批量查询比对数字工具，
有效减轻基层干部负担，高效跟
进落实防疫举措。基于“越秀人
家”掌上服务，越秀开拓在职党
员参与社区服务治理渠道。搭
建党员与居民线上议事平台，发
挥基层党支部和党员领头作用，
组织居民在线议事投票、“民主
协商”。

广州越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