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协第十四届广州市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于1月14日至16日召开。新快报记者梳理委员们的提案发
现，多位委员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广州的城市治理，并积极建言献策。

有委员指出，要以产业驱动，有力有序推进城中村综合治理改造，要鼓励产业龙头企业参与城中村改造
规划和运营，注重引进城中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增强城中村的产业集聚效应。

“产业型城中村是广州城中村的重要

类型，因此，在推进城中村改造时，需要全

面规划设计，重点关注产业的协同发展和

改造升级。”广州市政协委员、民革广州市

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徐科飞提交了《关

于以产业驱动有力有序推进城中村综合治

理改造的建议》。针对在产业发展与改造

工作中，用地情况复杂、产业接续和升级问

题、资金需求高、缺乏合力等难点，提出了

具体对策建议，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调

整和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

徐科飞表示，广州仍存在需突破的难

点。比如，用地情况复杂，缺乏系统整体规

划和具体操作细则，改造方案未充分考虑产

业的接续与升级，改造成本大，面临融资受

限、招商不足等问题。

对此，他建议因地因业制宜，分类推

进更新改造工作。结合区域功能定位与

发展要求，对老旧园区进行规划研究，将

园区划分为工业提升型、功能转变型、生

态控制型三类，以全面改造、微改造等模

式，以控规用地性质是否改变、土地是否

转性、土地再开发价值等为主要筛选条

件，合理选择相应的更新改造策略。

同时，他建议搭建城中村改造合作平

台，促进各方协同配合。由政府牵头组织，

成立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吸纳包括政府

部门、社会组织、企业代表、学术界专家等

在内的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设立一

个专职机构负责日常运营平台和协调工

作，确保各方能够充分参与和发挥自身优

势。再者，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确保各方利

益相关者能够及时了解到城中村改造工作

的最新进展、政策和资源等信息。通过定

期召开会议、发布通知公告等方式，将信息

传递给所有参与者。

广州市政协委员徐科飞：

因地因业推进更新改造 搭建好城中村改造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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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今日开幕，委员聚焦城市治理话题，建议——

注重引进城中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同样关注城中村的产业升级难题，

广州市政协委员、民盟广州市委城乡建

设委员会主任高洪昭带来了《关于分类

施策引导城中村产业转型升级的提

案》。他说，广州现有的272个城中村里，

产业型城中村约占半数，主要分布于白

云、海珠和番禺等区，涉及行业门类多

样，形成大量以“草根群体”为主的就业、

创业平台和低成本的生活空间，需要在

城中村改造中特别关注、稳妥推进。

他指出：“当前产业型城中村改造难

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原有产业发展已经

形成路径依赖，对于现有产业来说，城中

村内部或周边有着成熟的产业生态环

境，从原料、生产、销售到物流、财务，整

个产业生态体系完善发达，一旦离开这

个生态环境，中断了订单来源，缺少了上

下游配套，恐怕继续存活都存在困难。”

他建议摸清相关利益方的诉求，找

准产业发展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产

业型城中村改造中特有的难点堵点问

题，分类施策、差异引导升级改造。加强

产业链招商，鼓励产业龙头企业参与城

中村改造规划和运营，注重引进城中村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增强城中村的产业

集聚效应。除了着力培育壮大新产业新

业态以外，还要对必须保留的关键制造

环节、“补链”和“延链”项目给予更多的

优惠和扶持。

另一方面，要保障不同层次的产业

空间需求。他建议梳理整合政府、国企

自持物业资源进行统租统管，集中选址

建设承接转移产业园、产业保障房，统筹

用于企业的搬迁、腾挪和孵化。鼓励条

件成熟的国企申报认定做地主体参与工

业用地做地，改造村镇工业集聚区、放宽

自有工业用地提容扩改建限制，向上拓

展产业空间，大批量、低成本、定制化、高

品质供给工业楼宇。

广州市政协委员高洪昭：

找准产业型城中村难点堵点 鼓励产业龙头企业参与改造

广州火车站将“变身”高铁站。今年新

担任广州市政协委员的广东省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联合会副秘书长黄丽丽拟提交《关

于加快统筹推进广州火车站做地的提案》。

广州火车站位于越秀流花片区，于

1974年建成投用。根据广州市综合交通

枢纽等重点规划，广州站将改造为高铁、

城际为主的现代化车站。黄丽丽指出，

目前广州站及周边地区现有功能与服务

能力已十分不足，存在枢纽疏运效率低

下、对外交通瓶颈制约严重、产业转型缺

乏优质空间、周边建设限制条件较多、人

居环境品质较差、社会管理难度较大等

问题，迫切需要改造以适应高铁引入中

心城区之需。

黄丽丽说，目前，广州站片区涉及国

有企业支持统筹做地有待进一步加强，

做地企业融资难问题需进一步支持。她

建议统筹市属国企支持配合试点工作。

主管部门出台统筹做地指导性文件，设

立统筹协调工作专班，探索新做地模式

下国企单位配合做地新路径，建立健全

定期联席协商机制。

她建议统筹配合做地启动工作。具

体包括，协调明确补偿诉求，若最终诉求

超出补偿政策限制，应报请市政府研究

审定。协调市交通运输局及市公交集

团，制定省客运站停运方案，就近提供合

适的临迁场地。

她建议给予做地主体政策支持。首

先是建立健全市属国企交地考核机制，对

做地范围内的下属企业地块交地纳入年度

考核，明确协议签订、地块移交等时间节

点，提高地块企业交地积极性。同时，协调

市土发中心明确做地资金返还周期，统筹

各做地项目融资工作，拓宽融资渠道。

广州市政协委员黄丽丽：

探索国企配合做地新路径 助力广州火车站“变身”

居民快递服务需求旺盛，末端设施需

求加大。按照广州市邮政管理局公布数

据，2023年1月-11月，广州全市邮政行业

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7.5亿件，同比增长

10.7%。履职第三年，来自民进广州市委员

会的广州市政协委员贾生鹏带来了《关于

利用存量邮政信报箱群设施和场地，提供

增量邮政快递末端综合服务的提案》。

去年在五羊新城散步时，贾生鹏看

到一个邮政信报箱群从二楼平台掉落至

一楼地面，群众反映是下大雨刮大风时

掉落的。“万幸没砸到人！”他对新快报记

者表示，除此之外，他还看到不少社区的

邮政信报箱群有很大的安全隐患。“随着

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邮政信报箱群已

经不能够满足居民的收取邮政快件和快

递的实际需要，智能快件箱日益成为快

递服务的重要设施。”

经过走访调研，他发现大多数信报

箱群位置极佳，或处于小区楼下花园的

核心位置，或设在楼宇大堂，方便了市民

群众领取信件、报纸和社区便民资料

等。但由于这些信报箱群设立时间较为

久远，功能单一，缺乏智能化服务，无法

满足当前居民的实际需求。并且，由于

管理责任主体不明确，缺乏日常管理维

护，部分室外信报箱群污损情况明显，有

的箱体贴满各种广告，信报格塞满杂物，

甚至有的居民在箱体晾晒衣物，有的箱

门长期打开，无法闭合，甚至摇摇欲坠。

他建议明确信报箱群管理主体。建

议邮政部门出台明确规定，确定由小区物

管公司负责做好物业服务范围内信报箱

群的日常维护，没有物业公司的老旧小区

范围内的信报箱群，由当地居委会统一维

护，及时排除安全隐患，确保箱体整洁、安

全。同时，将邮政信报箱群的更新和升级

纳入老旧小区成片连片改造，并利用存量

邮政信报箱群加快智能快件箱改造建设。

广州市政协委员贾生鹏：

维护好小区信报箱群 加快智能快件箱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