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显示，今年南海区拆除村

级工业园2263亩；整备连片产业

用地 1549 亩；集约农用地 5737

亩；“良田成片、村庄集中、产业集

聚、生态优美”的图景雏形初显。

一批重点项目落地推进。例

如，丹灶镇五金产业示范基地、桂

城街道深涌工业项目等通过征收

等方式推进，实现连片储备；狮山

上柏社区元武头工业区、罗村务庄

庄步梁村级工业园等村级工业园

完成拆除改造。

这些项目为南海发展腾出了

高质量的空间。截至7月31日，

南海区供应产业用地2673亩。其

中，7月22日单日成功拍出5宗工

业用地，且均流向高端制造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领域，催生了新质生产

力发展。

在对土地进行集约整备的过

程中，南海区积极推进土地结构

优化，在耕地平衡、农用地集约、

低效用地的复垦复绿方面开展探

索攻坚。

今年，全区完成地券绿券区级

验收 159 亩，其他复绿 1075 亩。

丹灶镇旧竹器厂、旧布厂等已通过

市级验收增减挂钩；丹灶镇东联上

胡、下滘下沙地块项目区等通过区

级初步验收，地券项目拆旧复垦形

成指标得到有效使用。全区已有

13个绿券项目，其中里水逢涌村

绿券项目为首宗运用绿券指标办

理“只转不征”的项目。

在集约农用地方面，全区今年

已完成5737亩。如里水镇小布村

“黄田片集约”地块整备项目完成

集约1174亩。在新增耕地方面，

丹灶镇银河村、良登村垦造水田项

目（二期）等项目正在推进。

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破局前行
南海区深化改革破解土地之困，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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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是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正以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为关键抓手，破解

土地之困，推动城乡融合和区域

协调发展。

8月5日，南海区召开全域

土地综合整治上半年总结会，以

实际行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全面分析研判今

年土地整治工作的进度和难点，

探讨进一步的改革方向。目前，

南海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已经步入“深水区”。一方面，此

前推动的改革创新策略进入实

践阶段，需要分析问题、总结经

验；另一方面，全区各类土地空

间的结构调整工作也正在推进，

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改革创新是南海区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工作推进的动力。面对

土地碎片化问题这个“难啃的硬骨

头”，南海区创新政策工具，引进金

融活水，出台了“三券”政策、开拓

政策性银行融资合作，相关的举措

已经在项目中得到了实践。

“实践中发现的尚未打通的政

策壁垒，仍然存在的难点、卡点问

题，要实事求是地解决。”南海区委

常委、副区长徐永强表示。此次会

议分析了政策落地、融资转化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策略。

例如“三券”政策，是南海区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核心政策，截至

目前使用该政策开展的项目有

1700多亩，已形成地券指标682

亩，发放绿券指标约280亩，发放

房券3.3万平方米。整体来看，仍

然存在落地较慢、铺开范围较小的

问题，需要加强区级指标池管理、

加强使用指导、挖掘使用场景、做

好案例解读，让土地要素真正在城

乡间自由流动起来。

融资方面，近年来南海区加

大与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合作

力度，目前已经累计授信 584.4

亿元，累计发放融资259.5亿元；

其中今年已授信 164.5 亿元，发

放 30.2 亿元。可以说引入金融

“活水”，成效逐步显现。但是目

前，已有的授信额度还有大量未

用空间，需要认真分析原因，把

资金用在刀刃上。

“要锚定目标任务，优化队伍

结构，解决难点卡点，加快腾退复

垦，推动农地整备，加强综合执

法，推进金券政策。”徐永强表示，

接下来，全区要以结果为导向，统

一意识，坚定信心，以常态化的决

心，有序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工作，确保按时按质完成全年各

项任务目标。

据悉，南海区已经完成永久

基本农田及城镇开发边界调整优

化方案，推动永久基本农田数量

有增加、质量有提升、生态有改

善、布局更集中，城镇开发边界集

聚连片。《佛山市南海区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专项规划》成果也已经

编制完成，将有效引导各类整治

项目分区开展。

接下来，南海区将持续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例如扩大“房券”应

用范围，推进“金券”起草工作，争

取绿券指标等可用于“只转不征”

项目取得一定进展，争取容缺办理

点状供地，深化与融资机构金融合

作，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监管系

统建设。

深化改革 破解难点卡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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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日报讯 记者江乐诗、邵姮
报道：为激励动员广大妇女及家庭持

续参与建设“美丽庭院”，省妇联、省

农业农村厅近日认定1000户家庭为

省“美丽庭院”户、50户家庭为省“美

丽庭院”典型户，认定38个村（社区）

为省“美丽庭院”村。佛山有2个村

（社区）获评广东省“美丽庭院”村，3

户家庭获评广东省“美丽庭院”典型

户，50户家庭获评广东省“美丽庭

院”户。

位于九江镇水南社区的黄喜明

家庭获评省“美丽庭院”户。走进该

庭院，只见外墙墙绘具有浓厚的乡村

生活氛围，与墙内向外生长的绿植融

为一体，增添了生机与活力。这间别

致小院是九江镇水南社区环境优化

后进驻的工作室。黄喜明表示，租下

这间闲置老宅后，巧妙地结合原有墙

绘对老宅进行美学改造，助力扮靓乡

村环境。

黄喜明所在的水南社区，获评省

“美丽庭院”村。社区依托自然禀赋

和美学资源，将一批美化提升后的民

居集中招租，打造以“儿童逐梦、青

年追梦、成人寻梦”为主题的“童梦

庄园”美学文化品牌，成功引入喜明

工作室等 8 个新业态经营主体进

驻。同时，聚焦亲子文化，开展夏季

观景冬季挖藕研学游活动，打造沙

涌拾捌农场，设置动物喂养、种菜乐

等体验项目，实现以乡村美学促进

乡村发展，推动乡村颜值和经济价

值双增长。

杏坛镇逢简村也获评省“美丽

庭院”村。该村保留有不少宋明清

时期的古建筑，岭南古村落布局依

旧存在，且水资源丰富，河道众多。

逢简村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

着乡村旅游和“美丽庭院”建设深入

推进，逢简水乡景区涌现出梁公馆、

青云客栈等一批围绕岭南水乡特色

的民宿，让景区经济搭上了“美丽庭

院”的快车，为乡村振兴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

据了解，佛山市“美丽庭院”建设

工作开展两年以来，各级妇联共建设

35个“美丽庭院”村、10397户“美丽

庭院”，组建了专门服务于庭院环境

美化方面的志愿服务队伍共 266

支。接下来，市妇联将继续推动“美

丽庭院”建设工作提速增效，从庭院

延伸至“庭院+阳台”模式，鼓励更多

家庭参与，打造佛山“美丽庭院”建设

工作升级版。

佛山2个村（社区）、50户家庭上榜省“美丽庭院”村、“美丽庭院”户

美丽 景 点 乡村
紧贴群众“口味”
文化大餐送上门

“乡村百花园”2024 年高明区
乡村文化振兴系列活动启动

佛山日报讯 记者劳振朝报道：“乡村百花

园”2024年高明区乡村文化振兴系列活动启动

仪式暨“欣然灵动”双排键独奏音乐会近日在滨

荷Park举行，精彩的节目让观众尽享丰盛的文

艺大餐。

“乡村百花园”是高明区文化馆为促进公共

文化服务提质增效、切实推动全民艺术普及而

打造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品牌，积极组织曲艺、

舞蹈、书画、非遗等文化志愿者深入高明一线，

立足各镇街、村居的文化需求，开展“学舞堂”

“粤曲轻骑兵”“送戏下乡”等综艺演出、文化体

验等活动，将文化艺术送到基层。

此外，“乡村百花园”还定期举办年度文艺

汇演、专题晚会、综艺大舞台等活动，为乡村文

艺爱好者搭建自我展示的交流平台，培养了一

批本土优秀文艺人才。借助“乡村百花园”项目

平台，高明区文化馆还与高明融媒体中心合作，

深入发掘本土文化资源，讲好高明乡村故事。

据了解，高明区文化馆进一步整合文化资

源，在“乡村百花园”原有乡村春晚、文化进村等

子项目的基础上，创新推出了“艺趣角”项目。

该项目依托镇街文体旅游发展中心、村（居）党

群服务站，在各镇街分别选出1个村（居）建立

“艺趣角”示范点，以此为阵地举办各类文化活

动，以点带面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高明区文化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多渠道了解、征集基层群众文艺需求，提供丰富

多彩的文化“菜单”，让市民来“点单”，把更优

秀、更精彩、更贴近群众的文艺节目送到基层。

同时，发挥“文化+”优势，通过资源整合优化供

给，逐步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从单一“送文

化”向多元“种文化”转变，从文化输血到文化造

血，持续擦亮“乡村百花园”活动品牌，推动文旅

融合，助力推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

大沥镇发布美“沥”升级行动计划

为乡村发展
增添绿色动能

佛山日报讯 记者何燕慧 通讯员袁迪、叶
智豪摄影报道：8月6日，大沥镇乡村绿化工作

现场推进会暨美“沥”升级行动计划发布仪式举

行。现场，大沥镇发布美“沥”升级行动计划，选

聘“绿美精品微课堂”讲师团，并为首批“大沥镇

绿美乡村规划智库”成员单位及“绿美乡村工作

室”颁发证书，进一步谱写乡村绿化的“后半篇

文章”，持续为“中心大沥”建设添绿增色。

大沥镇将通过推动各村居开展乡村绿化提

质增绿行动、组织全域拼美乡村大擂台、建立城

市绿化“1+N”管理机制、打造“整洁美”“绿化

美”“特色美”三美庭院、开设“研学+绿美农耕”

“研学+乡村振兴”的特色研学课程等举措，推动

乡村绿化迈向2.0版本。

现场，凤池社区等围绕如何抓住青年主体发

展绿美经济等作了经验分享。大沥镇邀约了一

批优秀的建设规划企业，探索建立“大沥镇绿美

乡村规划智库”。他们将围绕“百千万工程”发展

目标，为各部门、社区提供乡村规划指导。此外，

大沥镇还开展了第二批“绿美讲师”聘用工作，聘

请了轻餐、艺术、文创领域的代表，充实“绿美讲

师”小分队，成立“绿美精品微课堂”讲师团。

今年，在镇村等共同努力下，大沥镇超万名

党群志愿者积极参与乡村绿化工作，种植苗木

1.5万株，营建主题林超150片，新增名企园超

30个，建成镇级绿美示范带2条，打造以大镇

“都市桃源”研学基地为代表的中小学生绿美研

学基地1个、以凤池社区为代表的区级“庭院经

济”示范村1条，评选出“最美村居”“最美路线”

“最美四小园”等八大项目标杆典型80个。随着

乡村绿化工作的提升，大沥镇吸引了不少青年

骨干回乡创业，探索建设庭院经济，打造“绿美

经济”示范样本。

大沥镇镇长罗伟海表示，下阶段，大沥镇将

进一步凝聚工作合力，发动全民积极参与乡村

绿化，充分发挥规划智库的指导作用，建成一批

精品美丽庭院、绿美研学路线，激发研学经济活

力，将绿美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促进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双赢，有效增添“绿色家底”、激发

“绿色动能”。

结构调整 集约整备连片用地

南海大力推进农用地连片集约整备，有效带动农业增效、村民增收。图为里水镇华穗耘谷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

九江水南社区获评省“美丽庭院”村。图为村内整洁美丽的庭院。/市妇联供图

院 靓

扫码查看
详细名单

大沥镇在大镇社区打造了中小学生绿美研学
基地。图为社区靓丽的滨水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