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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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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东莞大道

“出生”时间
2000年9月28日，东莞大

道动工兴建，工程名为“科技大
道”；2001年9月28日，东莞大
道建成通车。2013年 12月28
日，东莞大道延长线建成通车。

身长
16.6公里

范围
东北端起于东莞市东城街

道旗峰路口，贯穿东莞市东城
街道、南城街道、厚街镇等镇
街，西南端止于东莞市厚街镇
水乡大道莞太立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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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莞大道出发从东莞大道出发
向“科创智造”迈进

尽管时隔二十多年，杨成依
然时常会想起，那一年和同事们
在东莞大道建设工地并肩奋斗
的场景。这条从偏远荔枝林土
路中辟出的大道，如今从旗峰公
园大门一路延伸，无缝对接上水
乡大道，已然成为东莞城市中心
区的主轴线。

一直以来，位于广州、深圳两
大城市中间的东莞，更多是以“通
道城市”的面貌示人。东莞大道
依托广深高速公路这一“黄金通
道”的基础优势，吸引了众多企业
环绕沿线布局，助推城市不断扩
容升级。如今，站在“万亿 GDP+
千万人口”的“双万”新起点，东莞
聚焦“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产业
集聚效应渐显，向着“科创智造”
的高质量发展大道阔步前行。

应该没有哪个城市比东莞更懂得“想致
富，先修路”的含金量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
全国，东莞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商品
经济的弄潮儿。但工厂办起来了，糟糕的路
况却成了经济飞速发展的拦路虎，甚至那些
年往返粤港之间的货柜车司机都有一句口头
禅“不怕东莞佬，最怕东莞路”。这也不难理
解，在此后的东莞城市建设中，道路建设为何
被放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

东莞大道的建设之路，是东莞速度与东莞精
神的集中体现。在交通极为不便的条件下，东莞
人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仅用一
年时间就将这条高标准、高品质的道路从蓝图变
为现实。在此之后，鸿福路、环城路、松山湖大道
等众多道路相继建成，交通设施互联互通水平不
断提升，东莞的城市脉络愈发清晰。

但东莞大道的建设意义，并不局限于交通功
能，它拉开了东莞城市建设的序幕，更为后续的
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如今，沿着东莞大道
一路前行，可以看到两侧高楼林立，这里已经成
为东莞城市中心区的主轴线。无数创新型企业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
智能制造为方向，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
能。唯一网络等企业的发展历程，正是东莞从

“三来一补”向“科创智造”转变的生动缩影。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东

莞大道是城市蝶变的华章，也是未来的序曲，
引领着城市向更高更远的目标迈进。在这条
大道上，我们看到了东莞的拼搏与进取，看到
了“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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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32名运动员征战巴黎残奥会，
他们是谁？

羊城晚报记者 柳卓楠

北京时间 8 月 29 日凌晨，2024
年巴黎残奥会正式开幕，“中国红”再
次亮相巴黎市中心。这届残奥会，中
国有284名运动员参赛，其中有32名
运动员来自广东。他们分别参加田
径、游泳、自行车、乒乓球、羽毛球、举
重、射箭、硬地滚球、盲人柔道、盲人
足球、轮椅篮球等 11个大项 47个小
项。

来自广东的这 32 名运动员是
谁？他们有怎样的故事？本期《残奥
播客》带你了解！

我们按照参赛项目来讲。首先，
有 9 位女性运动员将参加巴黎残奥
会“轮椅篮球”项目比赛，她们是中国
女子轮椅篮球队队员：林穗玲、张雪
梅、黄晓连、张彤蕾、吕桂娣、张美美、
陈静雯、邱巧玲、何想。这是一支星
光熠熠的队伍。在中国女子轮椅篮
球队中，广东的队员可以说是占据了
半壁江山，是当之无愧的主力。林穗
玲多次担任国家队队长，她曾是北京
冬残奥会火炬手之一。张雪梅曾担
任东京残奥会闭幕式中国代表团旗
手。黄晓连在杭州亚残运会开幕式
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在 2023年杭
州亚残运会，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夺
得冠军，成功卫冕，实现亚残运会三
连冠。在上一届东京残奥会，中国女
子轮椅篮球队获得亚军，取得了残奥
会历史上最佳战绩。

乒乓球项目，来自广东的黄文
娟、潘嘉敏、熊桂艳 3 名女性队员出
战。熊桂艳今年 48 岁，是这届残奥
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年龄最大的一
位运动员，这是她第三次参加残奥

会。“00 后”小将黄文娟今年只有 20
岁，但实力不容小觑，在她16岁首次
参加残奥会就夺得了东京残奥会冠
军。潘嘉敏曾在东京残奥会斩获银
牌，本次是她第二次征战残奥会。

硬地滚球项目，广东有 3名队员
出战巴黎残奥会，他们分别是郑远
森、蓝智坚、林细妹。硬地滚球项目
是广东的一项优势项目，硬地滚球国
家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广州，国家队
教练谭巍麟也是广东人。3 位选手
中，年龄最大的是郑远森，35 岁的
他，在巴黎迎来了自己的第四次奥运
之旅，也成为广东参加奥运会次数最
多的运动员。

田径项目，来自广东的周国华、
邓培程、杨义飞出战。这3位选手都
是赛场上的“老将”。34岁的盲人姑
娘周国华是伦敦残奥会、里约残奥会
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这次她将继续
和自己的老搭档、领跑员贾登璞共同
站上巴黎的跑道，征战奥运！邓培程
曾获得东京残奥会冠军，杨义飞曾获
里约残奥会亚军、杭州亚残运会冠
军。

盲人足球队，来自广东湛江的张
家彬、许观生出战巴黎。这两位也是
盲足的“老将”，多次出征世界级比
赛。张家彬是中国盲人男足队队长，
1994 年出生的他被称作“战神”。
1996 年出生的许观生和张家彬是老
乡，16岁便入选国家盲人足球队，是
最年轻的国脚。中国盲人足球队在
残奥会上的最好成绩是银牌，期待这
次他们再创辉煌！

自行车项目，广东共有 5位运动

员出战：王小梅、梁伟聪、陈健新、刘
强利、孙变变。38岁的老将陈健新曾
多次在国际比赛拿到冠军，也是东京
残奥会金牌选手。王小梅和孙变变
曾获东京残奥会亚军。梁伟聪、刘强
利都是杭州亚残运会冠军。

射箭项目，广东 2位女性运动员
出战，分别是陈敏仪和林月珊。她们
都曾在东京残奥会夺得冠军。羽毛
球项目，来自广东的麦建朋、杨建远
出战，麦建朋曾夺得东京残奥会冠
军，这是他第二次征战残奥会。杨建
远是全国残运会冠军，这是他首次登
上残奥会舞台。游泳项目，来自广东
的 25 岁选手黄显全出战，他曾获得
杭州亚残运会冠军。盲人柔道项目，
来自广东佛山的女性运动员李丽青
出战，她曾在里约残奥会夺冠。举重
项目，31岁的广东选手叶继雄出战，
他曾在东京残奥会男子 88公斤级决
赛中夺得银牌。

以上就是广东参加此次巴黎残
奥会的所有运动员啦！相比于竞技，
其实残奥会的舞台我们常常会收获
许多感动，我们感动的是他们不屈命
运的顽强，是他们身残志坚的生命
力。无论是否拿到奖牌，站在奥运会
这个世界舞台上，他们就已经是自己
人 生 的 冠
军。让我们
为他们喝彩
和加油！本
期《残 奥 播
客》就 到 这
里 啦 ，下 期
再会！

东莞大道客迎八方，优化
交通网络的同时，也见证了城
市面貌日新月异、扩容升级。

1991 年，摄影家胡克嘉调
到东莞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此
后多年，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东
莞的城市发展，东莞大道更是
他镜头下的“常客”。

“基本上我每一年都会拍
摄记录东莞大道的新变化。”胡
克嘉回忆道，2000 年 11月，他
搭乘直升机航拍东莞大道建设
场景的时候，大道两旁多是低
矮的房屋和未开发的荒地、山
丘。2001年通车后，他又专门
拍摄了一组东莞大道的照片，
但当时没有无人机，周边也几
乎没有高楼，为了更好呈现大
道全貌，他背着笨重的摄影设
备爬到大道路边（现南城西平
十字路口）山丘的最高处才完
成拍摄。

二十多年间，东莞大道两
旁的高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
起，胡克嘉镜头下的东莞大道
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他向记
者展示了一张拍摄于2010年7
月的东莞大道照片，充分展现
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照片
中，东莞大道两旁风景独美、塔
吊林立，东莞农村商业银行、环
球经贸中心（台商大厦）、康帝
酒店和中国电信大厦等地标大
楼都还在建设中。

而在原东莞大道工程建
设指挥部成员黄影看来，东莞
大道两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
厦与一大批进来的企业总部，
改变城市面貌的同时，更为重
要的意义还在于，南城由此逐
渐成为了东莞行政文化中心，

“东莞因特殊的行政架构，各
个镇相对独立发展，东莞大道
建成后，才逐渐有了城市中心
的概念。”

据悉，2001年，东莞市委、
市政府提出要“一年一大步、五
年见新城”，掀起了新城建设热
潮。到2006年，东莞的城市面
貌焕然一新，以行政中心广场
为核心的新城市中心区成为东
莞最具特色的标志性片区，“三
位一体”的大城区初步形成。

2015 年，《东莞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6-2030）》明确，中
心城区将构建由行政文化中
心、南城国际商务区组成的城
市主中心，以及莞城、东城、万
江三个特色城市副中心；同时
连接区域功能节点和交通枢
纽，构建“东莞大道-东城中
路-莞龙路”综合功能发展轴
与“松山湖大道-八一路-鸿福
路 - 银 龙 路 ”山 水 特 色 发 展
轴。随着城市中心城区和两大
发展轴线的划定，东莞城市空
间布局日益优化，城市品质内
涵显著提升。

建设之路：荔枝林里开辟通途

从广深高速公路（京港澳
高速公路广深段）石鼓出口下
来，转入东莞大道，便可直达
东莞中心城区。得益于这一地
理优势，东莞大道吸引了众多
企业环绕沿线布局，成立于
2006 年的唯一网络便是其中
之一。

“之前公司办公地点在东
城，后来购置写字楼搬到了南
城。”唯一网络东莞分公司总经
理曾令涛介绍，公司总部如今
位于东莞南城天安数码城，搬
到南城之初，周边与核心商圈
相距甚远，属于偏远地带，看中
的正是东莞大道两旁的兴旺发
展，“东莞大道延长线一开通，
这里反而成了核心地段。”

作为一家在东莞本土成长
起来的企业，唯一网络在发展
思路上时刻跟紧东莞城市发展
脚步，在东莞全面推进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的当下，公司的业
务也同步下沉到制造业领域，
提供软件服务助力企业更好把
控生产环节。曾令涛告诉记
者，公司专业为客户提供数据
中心、云计算、云联网、绿色能
源等服务，目前已在全国建立
及运营超80个数据中心节点，
覆盖国内30多个省市，服务客
户超过5000家。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三来
一补”，到如今的“智造之城”

“科创高地”，东莞充分利用区
位等比较优势，全力打造产业
集聚平台，不断提升城市竞争
力。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
东莞地区生产总值为 5686.80
亿元，同比增长5.3%，其中，电
子信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9.9%、14.4%、16.3%，新质生
产力生机勃发，为城市发展注
入了新动能。

去年年底，广东省政府正
式发布广州、深圳、珠江口西
岸、汕潮揭、湛茂五大都市圈
发展规划，明确东莞作为深圳
都市圈的两大副中心之一。按
照规划，东莞副中心将立足

“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的城市
定位，加快建设大湾区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打
造中心城区、松山湖、滨海湾
新区“三位一体”都市核心区，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
地、联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
要节点城市、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的先进制造之都。

融入深圳都市圈，东莞向
“新”而行，与粤港澳大湾区兄
弟 城 市 迎 来 更 深 层 次 的 互
动。可以想见，从东莞大道出
发，一路“科创智造”脉搏强
劲，一幅幅更亮丽的高质量发
展画卷，将在这片热土上徐徐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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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之路：从“三来一补”到“科创智造”

拓展之路：交通助力城市扩容升级

“以前南城这一片很偏僻的，周围
都是山头，晚上出去都害怕，我们可以
说是在荔枝林中辟出了这么一条大
道。”原东莞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成员
杨成印象深刻，建设之初，进出项目工
地只有一条土路，交通非常不方便，日
常如果要到市区去，就只有一趟公交
车，从西湖乐园开到游泳池。

但他们去市区的时候并不多。东
莞大道建设工期紧、任务重，杨成和同
事们几乎是全身心扑在了项目工地
上。他回忆称，为避免因计划不周全造
成工期延误，道路施工各工序的衔接都

经过了缜密安排，确保环环相扣、顺利
推进，“最高峰的时候，工地上5个标段
有近2000人同时施工。”

从 2000 年 9月 28 日动工兴建，到
2001年9月28日建成通车，建设者们仅仅
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将东莞大道从蓝图变
为现实，缔造了令人赞叹的“东莞速度”。

作为广深高速公路进入东莞市区
的门户，东莞大道在规划之初便立足高
标准设计、高品质建设，比如，主道为双
向8车道，铺设SMA顶级沥青，辅道为
单向两车道，铺设改性沥青，确保道路
的平整度与耐久性。在景观打造上更

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周边山体和水体
等依路构景，全路绿化面积高达 72%，
犹如一条流光溢彩的生态走廊。

东莞大道的建设，打响了东莞高标
准建设市政道路的“第一枪”。此后，鸿
福路、东江大道、环城路、松山湖大道、
东部快速路、西部干道、港口大道等相
继建成。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
东莞全市道路总里程7952.335公里，其
中城市道路总里程2686.118公里，公路
总里程5266.217公里，全市道路网密度
约为 323.27 公里/百平方公里，交通设
施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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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好银行端赋能的同时，广州工
行与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驻穗服务机
构，以及广州金服中心、广东股权交易中
心、证券公司、投资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等多方联动，共同打造多维度的“领头
羊”赋能模式，通过举办路演活动、分享
会等，为企业与金融机构搭建了交流对
接的平台，同时对企业进行点对点跟进
服务，促进了资源的有效整合和资本市
场的健康发展。

2024 年 3 月 29 日，广州市“领头羊”产
融对接活动第 9 期人工智能与信息技术专
场路演在工行广州琶洲数字支行成功举办

助力“领头羊”活动
共筑广州资本市场新篇章

工行广州分行连续四届参与广州拟上市企业“领头羊”评选活动

自2020年起，广州工行便积极参
与到“领头羊”活动中，致力于培育广
州市的优质拟上市后备企业。通过
积极发动、广泛邀请企业参选，来自
信息科技、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
智能等多个行业的优秀企业参与评
选，培育了一批核心技术强、资本关
注度高、成长性好的拟上市企业。自
该项活动推出以来，报名企业从2021
年的 67 家增加到 2023 年的超过 100
家，受到市场欢迎。

在领头羊评选系列活动中，广州工行
派出专业团队参与企业走访，并结合领头
羊企业特点，推出“领头羊·工银智胜”金
融服务方案，为参选企业、获奖企业提供
了融资、结算、个人金融、跨境服务等多
层次的产品服务。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企业，该行提供了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如

“科创 e贷”和“工银上市贷”等，分别满

足初创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融资需求。
此外，还为企业家和企业员工提供了“科
学家创业 e贷”、私人银行、企业家加油
站、家族信托企业顾问等专属服务，全面
覆盖了企业及其员工的金融需求。在
2021 年至 2023 年的“领头羊”评选活动
中，工行为超过70%的参选企业提供结算
服务，为超过80家企业提供融资支持。

2024年的“领头羊”评选活动正火热
开展中，广州工行将在中共广州市委金融
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下，继续发挥专业优
势，全程参与集中路演、企业走访、专家评

审等环节，从科技创新力、资本关注度、企
业成长力等维度评选出优秀企业，并为企
业提供融资结算等专属服务，进一步激发
广州资本市场的活力。

2023年9月至11月，工行广州分行派出专家团队深入企业进行走访复评

金融创新 精准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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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广州拟上
市企业“领头羊”评选
活动已于今年 7 月正
式启动。随着活动启
动，工商银行广州分行
（以 下 简 称“ 广 州 工
行”）再次站在支持广
州资本市场发展的前
沿，为资本市场健康发
展贡献金融力量。作
为本次活动的联合主
办方之一，广州工行已
连续四届参与到活动
中，通过一系列围绕
“领头羊”企业的金融
服务，为广州的拟上市
企业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持。近三年来，随着
领头羊行动的持续推
进，工行服务已经覆盖
了广州超九成上市企
业，累计投入超800亿
元信贷资金，金融服务
覆盖日常结算信贷、股
权投资和跨境并购等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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