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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前，当20岁出头的黄嘉华第一次踏足广州市白云
区石沙公路，眼前是狭窄的双向两车道，通行车辆排着长
龙，大货车驶过，扬起阵阵沙尘。

25年后，还是同一条路，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从拥挤破旧到宽敞整洁，从人车混行到机非分离，从规
划杂乱到随处见绿，还拥有了一个全新的名字——白云湖
大道。黄嘉华在这里定居生活，也见证了它的蝶变新生。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体制机制。道路是一座城市的血脉和骨架，承载着城
市的发展和未来。作为白云区的重要交通要道，白云湖大
道正成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由这里起步，或
将翻开白云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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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黄嘉华跟随男朋友
的脚步，从老家云浮罗定来到广州
白云创业。正是看中石沙公路沿
线租金低廉的商铺，他们选择在这
里安定下来，一边开店一边生活。

在她的记忆中，门前道路堵
车是常态，糟糕的路况劝退了不
少顾客，这让他们深感困扰。而
近几年，她慢慢发现这条路发生
了变化，从最初的两车道拓宽到
六车道，并铺上了沥青，不再沙尘
滚滚；增设非机动车道，电动车不
用和机动车抢道，沿线还多了绿
化小公园。“感觉空气都变好了，
出行也更方便，平时去周边溜达，
基本上不会堵车。”黄嘉华说。

从地图上看，白云湖大道位于
白云湖数字科技城南侧，东起黄石
东路白云大道路口，西至石沙路客
车厂，全长约9.6公里，是进出白云
湖数字科技城的重要通道，也是与
白云新城连接的重要主干道。

“白云湖大道是在原有黄石
路与石沙公路的基础上升级改造
的，可以说，白云湖大道的历史演
变见证了白云区在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城市品质提升与区域经济
发展推动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变

化。”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
究院白云分院院长曾堃说。

他指出，白云区坐拥空、铁、
水、陆立体交通网络，广州白云国
际机场、广州白云站、广州火车
站、广州国际港“四大枢纽”集
聚，交通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是全
市乃至全省生产要素流动最频
繁、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
一。不过，由于过去周边的专业
市场、物流园区较多，且居住环
境、配套设施还不够完善，原有道
路基本上就发挥了人流、物流、车
流的“通道”功能，如何变“通道”
为“留道”，助推产业集聚发展，成
为白云区亟须解决的重要议题。

为此，白云湖大道在改造升
级过程中，通过多专业协同，从完
善城市功能出发，打造宜业、宜
居、宜乐、宜游的高品质城市大道，
塑造整体高品质街区，最终实现以

“空间升级”带动“功能升级”。
“白云湖大道升级改造的成功，

不仅实现了城市交通功能的完善与
城市品质的提升，更为如何通过交
通基础设施的完善，推进城市品质
提升与区域产业经济融合发展提供
了新的思路和示范。”曾堃说。

A 见证一条道路的蝶变新生

●白云湖大道总长度约9.6公里，全线增设非机动车道，改
造智慧路口7个，增设8座智慧公交站台，规划15个功能节点，提

升城市绿量10万平方米。

●今年上半年，白云湖数字科技城实现营业收入64.6亿
元，同比增长13.7%，工业产值12.8亿元，同比增长4.7%；商业
销售额30.5亿元，同比增长25.8%；资质建筑业产值7.2亿元，
同比增长113.9%。

●今年上半年，白云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363.58亿元，同

比增长6.3%，增速位居广州第二。

坐落在白云湖数字科技
城的积木易搭科技技术有
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全栈
式 3D 数字化解决方案提供
商，产品和服务覆盖 3D 扫
描仪、3D 建模服务、3D 云设
计工具、3D 数字化营销服务
平台、3D 模型大数据服务平
台、全息/AR/VR/互动的终端
应用软件等 3D 定制化服务。
近年来，积木易搭等一批优质
企业的签约落户，让这座“数
智”之城，焕发出勃勃生机。

吸引优质企业的魅力源
于何处？自然与其优质的
环境密不可分。

一方面，白云湖数字科
技城充分凸显其生态资源
优势，以“都市山水· 数字
叠境”规划发展理念，大力
推进以数字产业、生态居住
为主导的产城融合；另一方
面，建立“中心-街道-企商
协会-专业机构”多级联动
工作机制，重点引育高端软
件、人工智能、新一代信息
技术等主导产业项目，制定
白云湖数字科技城创新发展

八条专项惠企政策，搭建政
企“连心桥”，努力为企业排
忧解难。同时，发挥好华为
广州研发中心等龙头项目引
领带动作用，谋划打造“低
空＋文旅”等应用场景，大力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此
外，不断完善教育、医疗、商
业服务、金融邮电设施等配
套，积极引入优质文旅项目，
推进龙舟文化体验基地、桨
板训练基地、少年儿童户外
科普基地等项目落地。

如今，随着一栋栋高楼拔
地而起，一个营商环境优、产
业发展好、招引优势强的“磁
力场”正加速形成，一座“数
字+生态”的科技之城正加速
奔赴未来。

“数字+生态”
激发平台发展新动能

数说

行案例前

广州白云大道通达产业兴 奋楫扬帆向未来

东联白云新城，西接白云湖
数字科技城，可以说，白云湖大道
串联起白云区产业发展的“现在”
和“未来”。

依托流溪河、珠江西航道和
3000 亩白云湖生态资源优势，
2022年，投资超1100亿元的数字
经济产业“航母”——白云湖数字
科技城正式开工。作为白云区

“一园两城三都四区”重大平台之
一，白云湖数字科技城旨在打造

“数字中国”实践高地、粤港澳大湾
区协同创新试验区、广佛同城数字
经济创新示范区。目前白云湖数
字科技城已累计完成重点招商引
资项目落地29宗，总投资额约288
亿元，百度智能云、清华力合科创、
中关村信息谷、北大科技园、哈工
大大数据集团、海珥玛生物基产品
数字研发中心、双碳数字能源产
业园等多家优质科技企业进驻。

“数字经济产业的发展离不
开高端人才，而留住人才的吸引
力在于城市品质，其中就包括道
路品质。”曾堃表示，白云湖大道
的畅通无阻，推动沿线区域内的
企业、人才、资源等要素的高效流
动和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协
同发展。同时，白云湖数字科技
城、广州设计之都等重要产业平
台的集聚，吸引了大量高科技企
业和人才，也推动了产业结构的
优化与升级。

此外，白云湖数字科技城定
位为世界级数字湖区，数字经济
产业为其主要的发展产业，通过
引导和培育，紧密相连的相关上
下游产业在白云湖大道沿线集
聚，将推进白云区数字经济产业
的创新发展。

大道通，百业兴。以白云湖
大道为圆心，5 公里半径内还涵

盖了广州白云站等重要交通枢
纽。去年年底开通的广州白云
站，是亚洲最大的TOD大型综合
交通枢纽之一，站场规模11台 24
线，目前集散客流已超1000万人
次。如今从白云出发，可到达全国
大部分城市，这里也成为不少旅客
抵达广州的第一站，“枢纽流量”正
加速赋能“经济增量”，也为产业的
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能。

“俗话说，路通财通。广州白
云站的开通运营，加上白云湖大
道的升级改造，为周边带来了更
多人流。往来的人多了，我们的
生意自然也更好了。”黄嘉华感叹
道，25年来，从创业到结婚，再到
养育两个孩子，自己人生最重要的
事情都在这里发生，也对这里有了
深厚的感情。“看着白云区变得越
来越好，我心里很开心，也期待见
证这里更多的发展。”她笑着说。

串起产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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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湖大道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绘就美丽新画卷
跑出振兴加速度

广州花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花都这
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的乡
村振兴行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有力度、有深
度、有广度地绘就出一幅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生活富裕的壮美画卷。作为广州市乡村振兴的排
头兵，花都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以绿色创新为笔，
以新质生产力为墨，全面绘就了一幅高质量发展的
宏伟蓝图，为乡村振兴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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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构建创新产业体系的奋

斗进程中，花都将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绿色低碳等前沿科技深
度融合于产业发展之中，不仅让
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更孕
育出一批批新兴产业的“独角
兽”，新质生产力如同汩汩清泉，
不断涌动着创新的活力。

“1+22”经济工作专班犹如
一支精锐部队，以稳健的步伐和
坚定的决心引领着区域经济破
浪前行。2023 年，花都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 1800 亿元大关，同
比增长2.1%，入选“2023赛迪百
强区”第 65 名、“2024 赛迪百强
区”第63名，2023年中国中小城
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实力百
强区”第23名，2024年中国中小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综合实力
百强区”第23名。今年上半年，
地区生产总值更是实现 834.62
亿元，同比增长 4.1%，增速位居

全市第三。这一成绩的取得离
不开数字经济和智能制造的强
力支撑。花都区积极推动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同时大力引进和
培育新兴产业，形成了多元化、
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

花都积极抢占汽车产业“新
赛道”，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
技术的深度融合，让东风日产等
龙头企业焕发勃勃生机。启辰
VX6的华丽亮相，启辰大V氢境
的成功运营，使花都区在新能源
汽车领域树立了坚实地位。采埃
孚广州技术中心开业，滴滴自动
驾驶、联友智连、北醒科技等一批
优质企业提质发展，马瑞利、法雷
奥等全球知名企业增资扩产，获
批全市第二个智能网联汽车自动
驾驶混行试点区，更是为这片土
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而在新能源产业领域，花都
展现出了前瞻性的布局和决心，

谋 划 打 造 新 能 源 产 业“ 新 平
台”。超 10 平方公里的粤港澳
大湾区“绿能谷”蓄势待发，签约
新能源产业项目 34 个，其中高
景首期竣工厂房的 4 条生产线
已全面投产、产值预计达 50 亿
元；赛拉弗动工建设，预计国庆
前试投产，产值预计30亿元。

花都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
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中国电器研究院等 3 家企业入
选市“四化”赋能平台库，106家
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花都区
箱包皮具产业集群的崛起，获评
工信部首批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中国美都化妆品总部集
聚区主体工程竣工，狮岭时尚智
造产业园顺利动工，成功举办第
二届广州花都时尚节、第三届中
国美都化妆品高质量发展大会，
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亮
点和活力。

产业兴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在振兴的广阔舞台上，花
都抓住“生态”“经济”“生活”
三个关键词，打造美丽生态、美
丽经济、美好生活“三美融合”的
美丽村乡村样板，正以“六个有”
为引领，徐徐展开一幅城乡一
体、量质并举的绿美生态画卷。

梯面镇是广州市首个获中
华环境优秀奖的镇街，该镇森
林面积达 83.5％，把生态理念
融入城镇建设全过程，实施严
格保护开发和科学规划建设相
统一，促进山、水、林、城一体融
合发展。

赤坭镇作为渔业大镇，由
中央财政专项补助、拥有 2181
亩集中连片标准化改造的内陆
养殖池塘和尾水治理示范基地
选址于赤坭镇门口坑村，通过
种植养殖模式创新，引进推广
新技术，正加速推进赤坭渔业
由生产型向资源集约型、环境
友好型、绿色循环型转变，全面
提升渔业绿色发展水平。

社会各界力量在花都汇聚
成海，从省委社会工作部到团
省委、省核工业地质局等单位
的鼎力支持，共同浇灌出生机

勃勃的花都区花山镇花城村
“岭南绿美第一村”。据悉，该
建设项目获评市“美丽庭院”
11 户、从“先锋林”到“青年
林”，从“桑梓林”到“巾帼林”
共70余片主题林，累计筹集社
会资金5066万元。

美丽生态如诗如画、美丽
经济如火如荼，花都乡村的美
好生活也如画如锦。花都的
173 条行政村达到省定美丽宜
居村标准，40条行政村达到省
定特色精品村标准；其中有三
条村更是荣获“全国文明村”称
号，炭步镇茶塘村入选全国示
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值得一提的是，花都区率
先在白云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平
西安置区打造的岭南特色“未
来社区”样板，将“1+3+9”理念
融入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以
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坚
持“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
维价值体系，打造“邻里、教育、
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
服务和治理”九大未来场景，赢
得了联合国人居署中国办公室
考察团的高度评价。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花都区作为全市唯一代表
入选 2023 年全国休闲农业重
点县，这一荣誉背后是花都区
在农文旅融合方面的积极探索
与实践。通过串联 30 多家省、
市级农业休闲旅游点，花都区
构建起了一个农文旅深度融合
的崭新格局。春阳台艺文中
心、马岭观花植物园、七溪地、
竹洞村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休闲
农业示范点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度假
的热门选择。2023 年，全区休
闲农业接待游客超过 250 万人
次，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
活，也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
发展。

从不知名到“网红”村落起
步，赤坭镇竹洞村的华丽转身是
花都区生态建设的生动写照。
竹洞村以生态建设为“起手式”，
立足赤坭镇盆景种植的底蕴和
品牌优势，深入挖掘其文化价
值，打造了洪熙官武术文化节
《竹映洪拳》水幕光影秀、以洪拳

为主题的“洪拳宴”等文旅名
片。这些富有创意和文化内涵
的主题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
观体验，使竹洞村成为花都乡
村振兴的亮丽名片。如今，竹
洞村每年接待的游客超过 120
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
5.6 万元，实现了从贫困到小康
的跨越。

花都深知“百千万工程”的
深远意义，全力实施“五个大
抓”，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人居
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公共服务和
社会治理为保障，以体制机制改
革为动力，以社会力量参与为纽
带，编织出一幅幅生动绚丽的发
展画卷。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征程中，
花都区不仅是广州北部的一颗
璀璨明珠，更是广东省乃至全国
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示范点。
在未来，花都将继续以昂扬的姿
态、奋进的步伐，为广东乃至全
国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出更加辉
煌的“花都力量”！

推进多元化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

A

C

生态为先，
打造“三美融合”的美丽乡村

生活富裕，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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炭步镇塱头村春阳台艺文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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