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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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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驱车行驶在惠州大道上，
身为惠州市国土空间规划协会专
家、惠州市道路桥梁勘察设计院院
长的曹云强，总会情不自禁想起往
昔的场景。

1994 年，惠州大道在广汕公路
部分路段的基础上改建为城市道
路。“那时候，大道两旁都是农田水
塘、简易铁皮房，路面总是尘土飞
扬。”曹云强表示，此后的30年里，惠
州大道经历多次扩建“生长”，构建
起了城市发展的交通骨架。车站空
港、商业中心、各色产业园依大道而
建，曾经的荒芜逐渐被取代。在他看
来，惠州大道的变迁，正是这座城市
腾飞发展最好的见证。

姓名
惠州大道

“出生”时间
1994年，广汕公路惠州市

区江北段得到改造，正式冠名
为“惠州大道”。此后，惠州大
道历经多次扩建改造，逐渐发
展成现代化城市街道

身长
50余公里

范围
西起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

道、东至惠东县大岭街道，途经博
罗县、惠城区、惠阳区与惠东县

从国道G324，到串起城市地标的交通大动脉

大道
名片

惠州大道惠州大道
见证新增长极加速崛起

“经济要发展，交通要先
行”，正以昂扬之姿融深融湾
的惠州显然深谙此理。

从尘土飞扬的国道 G324
的一部分到串联起城市地标
的交通大动脉，惠州大道犹如
一条有力的纽带，在将城市内
部各区县紧密联结起来的同
时，不断拓展着城市发展的空
间格局。可以说，30 年来，惠
州的发展故事因惠州大道而
愈发精彩。

站在“交通先行”的角度，
惠州大道更深层次的意义不
仅在于交通路网的日益完善，
还在于交通与产业的良性互
动。惠州大道与赣深高速铁
路、京九铁路、莞惠城际轨道
等连接，成为外地入惠重要的
交通枢纽。来自广州、深圳、
东莞等地的生产要素沿着这
条主干道向惠州各区县流动，
促进了产业的繁荣与升级，为
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
力。惠州天安数码城的成功
落户，正是惠州大道等交通路
网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生
动案例。

去年印发的《深圳都市圈
发展规划》，将惠州全域纳入
深圳都市圈。以“交通带动产
业，产业支撑城市”为理念，惠
州大手笔重构城市发展格局，
创造性规划建设“丰”字交通
主框架，通过“三横一竖”分别
对接广州、东莞、深圳、香港，
进一步打开由内向外的发展
大 通 道 ，拓 展 高 质 量 发 展 空
间。从石化能源新材料到电
子 信 息 产 业 ，从 绿 色 农 产 品
生产供应基地到转化医学研
究 中 心 ，惠 州 交 通 能 级 不 断
释放，产业发展多点开花，在
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大湾
区建设，融深融湾不断“提档
加速”。

“交通先行”给惠州带来
的 巨 大 变 革 正 在 逐 渐 显 现 。
如今，惠州作为冲刺 GDP 万
亿元城市的“种子选手”，被寄
予厚望。而惠州大道等骨干
快速路网通道亦将在区域经
济发展中持续发挥枢纽作用，
如同强大的引擎，推动惠州在
融深融湾的征程中一路疾驰，
驶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986 年，曹云强大学毕业，
被分配在老家江西南昌从事道路
桥梁勘察设计工作。彼时，广东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吸引
了不少年轻人到此逐梦。1993
年，曹云强南下惠州，投身到改革
开放的浪潮中。此后的31年里，
他和惠州市道路桥梁勘察设计院
的同事们参与了惠州大大小小的
道路和桥梁工程建设，惠州大道
就是其中之一。

惠州大道前身为国道 G324

在惠州市区内的路段，属于广汕
公路的一部分。随着城市化进程
加速和交通需求增长，广汕公路
已无法满足发展需求。“当时由于
路况差，从惠州开车到广州，要耗
费八到十个小时之久。因此，广
汕公路改造升级成为必要之举。”
曹云强回忆。

据《惠州市志》记载，广汕公
路惠州市区江北段在1994年得到
改造，并冠名为“惠州大道”。“早
期的惠州大道作为广汕公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担着珠三角和粤
东沿海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量，
对惠州和粤东沿海地区初期的经
济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曹云强
介绍，随着城市发展，位于惠城中
心区的惠州大道，逐渐难以满足
通行需求。因此，2000年后的十
余年间，惠州大道经历多次扩建
改造。其中，他和设计院的同事
们参与了惠州大道汤泉至云步桥
段的改建工程及惠州大道东段的
改造工程。

惠州市公路事务中心的资料
显示，改造后的惠州大道，西起博
罗县罗阳街道、东至惠东县大岭
街道，全长 50 余公里，成为连接
博罗县、惠城区、惠阳区与惠东县
重要的交通干线。

如今，随着交通路网的完
善，大多数过境车辆不再经过
惠州大道中心城区路段，惠州
大道更多成为城市内部连接各
区镇、行政商业中心的交通大
动脉。回眸往昔，曹云强感叹，

20 世纪 90 年代，惠州城区仅限
于西湖周边的桥东、桥西、下埔
等一小部分，30 年间，城市随着
惠州大道“延展”开来。大量基
础设施在沿线布局，惠州大道
宛如一条纽带，串联起惠州高
铁 北 站 、火 车 站 、平 潭 机 场 、
CBD、博物馆、会展中心等地标
建筑，架构了惠州现代化发展
的基本格局。惠州大道交通廊
带上，已初步形成中心聚集、轴
线拓展的发展态势。

惠州大道，不仅联结了城市
内部的发展要素，更与诸多轨道
交通项目连接，成为外地入惠的
重要枢纽，见证着惠州融深融湾

“提档加速”。
当人们搭乘刚开通不久的

“湾区大号地铁”来到惠州小金口
站，一出站，看到的第一条大道就
是惠州大道。“作为惠州城市的

‘窗口’道路，它与赣深高速铁
路、京九铁路、莞惠城际轨道紧密
连接，每天来自广州、深圳、东莞
等地的生产要素，都经由这条主
干道，向惠州各个县区流动，催生
产业发展。”曹云强说。

近年来，惠州重点引进的产
业园之一——惠州天安数码城，
就是生动的诠释。总部位于深圳
的惠州天安数码城，以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智能制
造等为主导产业，致力于打造大
湾区科创企业的聚集地。今年5
月，惠城区首个生产性服务业创
新发展示范园区在惠州天安数码
城揭牌。

提及为何落户惠州，惠州天
安数码城副总经理向阳坦言，便
捷的交通是“加分项”。“从城际
轨道、机场等大型交通枢纽出来，
即可驶入宽阔的惠州大道，四面

八方路网通达。便捷的交通体系
大大缩短了时间成本，让人流、物
流更加充分涌动，提升了穗莞深
等大湾区企业来此投资的信心。”
向阳告诉记者，惠州天安数码城
一期引进的81家企业中，65%以
上来自深圳、东莞或有深莞背
景。目前，该数码城二期以生产
性服务业为招商重点，交通条件
备受投资者关注，已有优质企业
表达了投资意向。

交通先行、产业协同，这样的
故事在惠州不断上演。近年来，
惠州创造性规划建设“丰”字交通
主框架，惠州市1号公路（惠霞高

速）全面动工，稔平环岛高速等项
目顺利推进。随着交通能级不断
释放，产业支撑进一步增强：“3+
7”产业园区、“2+1”现代产业集
群建设步入快车道，全球石化产
业高地和国内一流数字产业基地
建设蹄疾步稳，粤港澳惠州转化
医学研究中心投入使用，粤港澳
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
生产供应基地一期建成运营……
惠州与大湾区核心城市融合发展
的成效不断显现。

如今，作为广东下一个冲刺
GDP万亿元城市的“种子选手”，
惠州使命在肩。今年 7 月，广东

省委、省政府发布的《关于支持惠
州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
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的
意见》提出，支持惠州充分发挥粤
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功能作
用，打造更具核心竞争力的石化
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两大万亿
元级产业集群，更高标准更高水
平建设制造强市、创新城市、品质
城市。对于崭新的蓝图，曹云强
满怀憧憬。他认为，在新的战略
定位中，惠州大道、“丰”字交通
等骨干快速路网通道，将进一步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枢纽作
用，助力岭南名郡惠州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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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橘红药
食同源！8 月
26 日，国家卫
生健康委和国
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联合发
布公告，将化
橘红、地黄、麦
冬、天冬 4 种
物质纳入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
又是中药材的
物质目录。这
标志着产自茂
名化州市的道
地中药材化橘
红“药食同源”
得到认定，化
橘红产品能够
进入更多的销
售领域，岭南
八大道地药材
之首的产业发
展 迸 发 新 动
力。

岭南八大道地药材之首破除多元化开发瓶颈，力争4年内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00亿元

公告显示，本次公布的 4
种新增食药物质，主要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食药物质目录管理规定》，充
分考虑其在我国的传统食用情
况、地方需求以及国际管理经
验，并经试点生产经营和风险
监测，综合论证确定。

公告明确，化橘红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收
载，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或柚
的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
果皮。化橘红在广东、广西等
地区有作为食品原料食用历

史，主要方法为泡茶、煲汤、炖
肉、入菜、传统方式制作饮料、
糖果、蜜饯果脯和糕点等。按
照传统习惯正常食用，未见不
良反应报道。

化橘红正式纳入食药物质
目录，将有力促进“化橘红之
乡”化州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此前，尽管化橘红具备“药食”
两用历史，在药典中有收录，但
在《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
名单》中却没有收录。因此，化
橘红法理上仅限于药用，尚不
能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导致化

橘产品类别不丰富，产业链有
待延伸，产品推广和销售受限。

鉴于此，茂名和化州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并推动化橘红
增补进入食药物质目录申报工
作，于 2020 年年底筹划，2021
年年初启动，2022 年起全面大
力推动，开展各项化橘红安全
性评价工作，直至此次化橘红

“药食同源”得到认定。

化橘红素有“南方人参”之
称，是化州独有的中药材和地
方资源，明清时期被列为宫廷
贡品，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被
广东省列为立法保护的岭南八
大道地药材之首，是“中国四大
南药”和“十大广药”之一。

记者了解到，目前，化州已
成功申报化橘红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全市化橘红种植面积
超13万亩，年产鲜果6万多吨、
干果1.2万多吨，从事化橘红产
业人员超35万人，种植、加工、
销售企业达 1542家，全产业链

年产值超过102亿元。此外，当
地发布了《地理标志产品 化橘
红质量等级》等10项地方标准，
构建广东省化橘红深加工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 4个省级科技
研发中心，创建1个化橘红产业

“博士后工作站”，取得国家专
利技术30多项、欧洲发明专利
4项、国家保护处方3项。

近年来，化州市大力发展
金融服务、物流配送、电子商
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新
业态，引导第三产业逐步实现
主体多元化、业态多样化、设施

现代化，焕发产业新气象。下
一步，化州市将全力推进化橘
红 3年种植面积倍增等七大行
动，力争 4 年内化橘红全产业
链产值突破 200 亿元，10 年内
突破千亿元。

“药食同源批复了，未来化橘红产业
的发展潜能必将呈几何式释放。”得知
化橘红药食同源批复成功的消息后，全
国人大代表、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
合作社社长廖志略第一时间向羊城晚报
记者发来消息，表达他的喜悦之情。

廖志略是一位“90后”返乡新农人，
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化橘红种植、生产和
文化推广，带动当地乡村振兴。

今年全国两会上，廖志略提交了一
份关于加快推进化橘红药食同源批复工
作的建议。7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就此
建议进行了答复，表示正在按照相关程
序对化橘红药食同源进行报批。如今，
批复正式官宣。

廖志略表示，化橘红药食同源的成
功批复，破除了限制化橘红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瓶颈，意味着其在食品与药品领
域的双重属性得到认可，将进一步拓宽
化橘红的应用领域，推动其在食品加
工、保健品开发、餐饮业等方面的广泛
应用，有望催生一系列以化橘红为主要
成分的创新产品。化橘红产业必将迎来
更高光的发展时刻，也会极大助力茂名
当地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将打破出口瓶颈，推动化橘红走出
国门。”廖志略还表示，合作社正申请化
橘红出口备案，此前因药物特性，需满足
许多条件，而随着化橘红药食同源特性
得到认定，可按照食品申请，将更容易满
足条件，从而进一步宣传中医药文化、非
遗，增强化橘红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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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生产要素流动，见证惠州融深融湾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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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果，全产业链年产值超百亿元

双重属性获认可，
有望催生一系列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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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橘 红
是 化 州 独 有
的 中 药 材 ，

“中国四大南
药 ”和“ 十 大
广药”之一
受访者供图

化州年产化橘红鲜果 6 万多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