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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
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国锋
看来，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有限公司与广州大道从一开
始就有奇妙的缘分——它们
都诞生于广州交通需求猛烈
增长的20世纪80年代。

1949年，广州地区生产总
值仅为2.98亿元。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来，广州经济快速发展，1985
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100 亿
元。“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市
化进程加速，市区开始出现堵
车现象。为推动城市扩容、缓
解日益凸显的交通矛盾，广州
市道路系统逐步开始向立体化
和高速化发展，广州大道的建
设被纳入 1984 年国务院批复
的《广州城市总体规划》中。”赵
国锋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1983年初，广州大道中段
（广州大桥—中山一路立交）
率先开工建设；同年 4 月，广
州大桥正式开工，于1985年 6
月建成通车。广州大桥作为
一座跨江大桥，进一步强化了
珠江北岸与南岸的交通联系，
也为广州大道贯通南北奠定
了基础。1987年，广州大道北
段（天 河 路 立 交 — 沙 河）建
成。1989 年 10 月，随着海珠
区客村立交建成，广州大道实
现南北全线贯通。

广州大道建成通车后，沿
线 地 区 面 貌 发 生 了 显 著 变
化。1986年，一条全长约1公
里的杨箕商业街沿着广州大
道中开业，商铺多达 400 间，
成为广州当时最具规模的商
业街之一。1993年，杨箕股份
合作经济联社集体物业——

广东外商活动中心（即现在的
“粤扬外商艺龙酒店”）也在广
州大道中开业。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
和广州大道的便利交通，杨箕
商业街和广东外商活动中心
迅速吸引众多市民和外国商
人，并带动周边经济发展。”杨
箕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前副总
经理李应豪回忆道。

这只是广州大道沿线发
展浪潮中的一片浪花。广州
大道以东，天河体育中心、珠
江新城、广州塔等地标一一拔
地而起，天河区从“东郊”菜地
跃升为广州第一经济强区，猎
德村、杨箕村等城中村得以华
丽蜕变。广州大道也是广州
南拓的重要走廊，海珠区、番
禺区经此与珠江北岸联系日
益紧密。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 限 公 司 总 建 筑 师 周 文 表
示，广州市黄埔区迳下村结
合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建设新
型农房，已成为广东省积极
推动农房建设工业化、绿色
化的标志性事件。

周文指出，在规划布局
方面，该项目延续了原有村
居 对 于 地 形 地 貌 的 顺 应 方
式，依山就水，体现出因地制
宜、深池广树的岭南聚落精
神与特点；在建筑风貌方面，
以造型明快的白墙灰瓦、较
为充裕的通风采光条件塑造
适应岭南气候特征的现代建
筑功能空间，美观与实用高
度统一；在绿色建造方面，该
项目采用了建筑装配式建造
方式，灌浆锚固组装约 18 天
即能完成土建工程，有利于
效能提高、节能减排、品质控
制、安全保障，实现“像造汽

车一样造房子”，引领未来乡
村建设标准的探索与建构；
在节能低碳方面，项目创新
设 计 建 造“ 模 块 化 装 配 式
BIPV 光伏屋顶”，以及应用

“光储直柔”系统来一体化解
决发电、自用及并网等问题，
在技术创新的转化应用方面
走在行业前端。

他认为，总体上看，新农
房建设“迳下模式”可复制、
可推广。

广东省绿色农房建设充
分考虑适应岭南气候特征、
传承岭南建筑文脉、体现岭
南建筑风貌，取得较大的进
步。近年来，广东省住建厅
及各级住建部门在绿色农房
建设的设计研发、标准制定
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响
应了乡村振兴、绿色低碳、装
配式建筑等发展方向，储备
了充足的领先技术与能力。

农房风貌品质提升行动
品质农房南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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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低碳智能新型农房：

未来乡村的一次人居革新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玉霞 孙牧

7月 18日，广州市黄埔区龙湖街迳下
村一个工地上，土地平整或建筑主体施工
在有序进行，不同于传统尘土飞扬的建筑
工地，此处一派整洁之象。这里是迳下村
未来乡村新型建筑工业化示范项目现场，
两栋已完工的装配式示范楼宇立于青山
绿水间，简洁大气。据介绍，今年年底，这
里将交付逾200栋房屋，为迳下村村民开
启全新的绿色智能生活。

这是广东省推广应用农房建设领域
新型建造方式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广东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积极推动农房质量
安全、建设水平和农房风貌持续提升。以
此为基础带动的乡村公共设施、生态和精
神文明等建设，共同助力一个个乡村变得
更加和美。

广州黄埔区迳下村装配式农房具有低碳智能等特点

黄埔区龙湖街道办事处主
任杨吉龙告诉记者，迳下村在
改造过程中尊重村民自主，属
于整村改造，由政府牵头，从规
划选址、户型设计、施工单位选
取、配套完善等方面提供全程
高效服务，新农房建设与村庄
环境、配套提升相结合，从建设
好房子开始，进而建设好村
庄。迳下村第一书记黄国威介
绍，整村改造规模为282栋，总
建筑面积约 8.8 万平方米。根
据村民需求，基底面积 100 平
方米的楼宇建设数量最多，占
比约七成。

近年来，在农房建设领域，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已印

发《广东省农房质量安全风貌
提升和农房建设试点行动方
案》《广东省农房建设绿色技术
导则》《广东省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实施方案》等，指导各地开
展绿色农房建设或改造，探索
装配式农房、建筑光伏一体化
农房等新型农房建造方式，为
推进“百千万工程”实施和农房
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新型农房的建设，令迳下
村获得了更大的农田和产业布
局空间，乡村经济更具活力。
而随着乡村环境整治、整体风
貌的提升，乡村文化品牌、文化
活动等的建立和举办，村民的
文化生活也在进一步丰富。

整村建设，从建好房子到建文明好村庄

新农房建设“迳下模式”
可复制可推广

点评点评

总
策
划
：
杜
传
贵

林
海
利

总
统
筹
：
林
洁

黄
丽
娜

侯
恕
望

执
行
统
筹
：
董
柳

宋
金
峪

从郊区公路到交通大动脉、从在改革开放中“出生”到见证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董柳

1973年，当年仅十岁的广州市杨
箕村村民李应豪在村口的沙路笨拙
地学骑自行车时，他未曾料到，同样
的兴奋感会在 30 年后再现。那是
2003年，他第一次驾驶私家车穿梭于
广州大道的车流中，内心感到畅快无
比。车轮之下，昔日需两车“谦让”方
能通过的沙路，早已被平坦宽阔的广
州大道取代；目之所及，过去遍布农
田果树之地，已矗立起高楼大厦。

北起白云区同泰路、南接洛溪大
桥，广州大道全长约 17 公里。在
2024 年年初完成编制的《广州面向
2049 的城市发展战略》中，广州大道
所在的新中轴被赋予了“强化世界
城市核心服务功能与魅力名片”的
新使命。

从郊区公路到交通大动脉、从在
改革开放中“出生”到在新时代“成
长”，走过41年春秋的广州大道是这
座城市高速发展的缩影。

姓名
广州大道

“出生”时间
1983年

身长
约17公里

范围
北起广州市白云区同泰
路，经天河区、越秀区、海
珠区，南接洛溪大桥

从一条狭窄的沙路到城
市交通大动脉，广州大道的
发展变迁，正是广州经济社
会高速发展的生动缩影。

要想富，先修路。广州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总量
不足 3 亿元，发展到如今超 3
万亿元的规模，75 年一路高
歌猛进，四通八达的大交通
网络无疑是最生猛的引擎之
一。借由广州大道的延展，
天河体育中心、珠江新城、广
州塔等地标一一拔地而起，
海珠区、番禺区经此与珠江
北岸联系日益紧密，广州城
市空间格局和功能布局持续
优化，为城市发展持续提供
强劲动能。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州
的城市发展，不仅在大处着
眼，也把目光投向了民生的
每一个细节。对于李应豪这
样的老广州人来说，从骑自
行车到开私家车，从“让车通
过得更快”到“为行人营造更
安全舒适的慢行空间”，广州
大道不仅见证着城市发展的
活力与希望，更连接着每一
个普通人的生活与梦想。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面
向 2049，广州坚定“南拓”“东
进”重点方向，以“湾区—流
域”更广阔的战略视野谋定空
间方略，广州大道所在的新中
轴亦被赋予更多的新使命。
老中轴、新中轴、活力创新轴
融合互动，无疑将为广州高质
量发展打开新空间，亦将为扎
根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奋斗
者带来新机遇。

“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
而不可失者，机也。”站在新中
国成立 75 周年的历史节点回
望，广州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
而有力。新征程上，老城市焕
发新活力，广州发展空间必将
越拓越宽，高质量发展道路也
定能越走越宽广。

1989年起，广州地区生产
总值连续 27年居内地城市第
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党
的十八大以来，广州几乎每年
迈上一个千亿元台阶。2023
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
万亿元。

日益频繁的经济活动带
来人流、物流的急剧增加，这
对广州大道通行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为应对这一挑战，
2000 年，广州完成广州大道
南道路改造样板工程、广州
大道北景观工程建设整治等
一系列品质化提升工作，广
州大道成为广州高品质道路
样板之一；2004 年，建成的广
州大道天河北路、花城大道两
个节点隧道工程，极大缓解了
交通压力；2017 年，广州大桥
拓宽工程完成，原本的双向六
车道变为双向十车道。此外，
自 2019 年启动的一系列广州
大道快捷化系统改造工程正
持续进行。

广州大道也见证了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在广州的落
地：抢抓《广州南沙深化面向
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
方案》出台重大历史机遇，纵
深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首
批获准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执
业的港澳律师共四人全部选
择“落户”广州；入选国家首批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营商
环境改革实现从 1.0 到 6.0 版
本迭代升级；绣花功夫推进历
史文化街区微改造形成全国
典型案例……

在世纪之交的 2000 年，
刚研究生毕业的赵国锋到广
州参加工作，看到了正在推进
品 质 化 提 升 工 程 的 广 州 大
道。之后，赵国锋参与到广州
大桥拓宽、广州大道快捷化改
造等相关工作的前期研究中。

于他而言，广州大道不仅
是城市的门户、时代变迁的见
证，更是城市规划理念演进的
生动课堂。“过去，我们谈道路

优化，重点是解决交通拥堵的
问题，让车通过得更快。现
在，我们的重点从单纯关注车
转变为既关注车也关注人。
因此，在广州大道的优化中，
我们更注重道路的品质化提
升工作和精细化设计工作，为
行人营造更安全舒适的慢行
空间。”

李应豪亲身体验着这一
规划理念转变带来的变化。
2016 年，杨箕村整体回迁，李
应豪搬进了位于 29楼的回迁
房。他常常从阳台上俯瞰广
州大道，“这些年路旁的绿化
多了，越来越漂亮了。”

去年退休后，李应豪差不
多每天下楼走一走，沿着车水
马龙的广州大道，悠闲踱步到
邻近的茶楼“叹早茶”。在他
眼中，广州大道不仅是城市高
速发展的象征，而且蕴藏着一
蔬一饭的温情、三餐四季的流
转，是老百姓平凡而真实的生
活脉络。

在广东，几乎每个地市都有一条以该城市命名的大道或路，如广州
大道、佛山大道、珠海大道等。它们作为城市的地理标志和文化符号，
承载着城市的传承与演变，见证着从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绵延和“递
进”。

行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上，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之时，羊城晚
报推出“我们走在大道上”系列报道，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记录广
东珠三角九市城市大道上发生的变化、见证的传奇。 ·董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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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于新时代 从拓宽到品质化提升，既关注车也关注人

推动广州高质量发展
道路越走越宽广

羊晚快评

□李妹妍

大道
名片

“出生”于改革开放初期 顺应城市发展之需，带动沿线华丽蜕变

“我们家的房子现在正在
打地基阶段，希望今年年底就
能第一时间入住新房。”在迳下
村未来乡村新型建筑工业化示
范项目现场，村民小陈对羊城
晚报记者表达了他们对新房子
的期待。据介绍，由于他们原
有的房子比较老旧，且周围环
境比较脏乱，因此当知道有建
设新农房的规划时，他们家第
一时间签字同意，“这么敞亮整
洁的居住环境，正是我们想要
的。未来我们多余的房子还可
能做民宿。”站在迳下村示范楼
宇前面，小陈满心欢喜。

与很多旧村改造的居住
楼宇采用的高层设计不同，迳
下村的新型农房为三层设计
的独栋楼宇，每层层高达 3.3

米。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该批
新型农房均采用装配式模块
化施工，提升施工效率的同时
降低了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真正实现‘像造汽车一样造
房子’；同时，采用了全屋智能
设计，示范楼宇内，全屋共有
智能安防、照明、家电、影音娱
乐等 25 个智能化设备。未来
村民入住后可根据需要灵活
增加智能家居模块，满足各类
智能使用需求。此外，该批农
房全面体现绿色低碳理念，利
用屋顶建设光伏系统，将屋顶
变为发电设施，给电动汽车、
室内设备供电。300平方米的
新型农房，月均发电可达 870
千瓦时，光照充足时完全可以
实现用电自给自足。”

迳下村新型农房建设，革新环境和生活

▶▶广州大道南广州大道南，，车辆车辆
川流不息川流不息
羊城晚报记者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宋金峪 摄摄

❶1988 年的广州大道 魏辉 摄
❷1991 年的广州大桥
广州市档案馆供图

❸2015 年正在扩建的广州大桥
羊城晚报记者 黄巍俊 摄

如今的广州大桥，周边矗立着广州塔等城市地标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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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道的 载春秋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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