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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敢饮头啖汤精神 建设改革创新实验区

以“敢饮头啖汤”精神先行破题奋进佛山
实验区这一年系列述评（三）

5个氢能项目和3个增资扩

产项目现场签约，项目涵盖氢能

公务车持车平台、综合能源站建

设、储氢装备制造、氢能工程车

辆应用等关键领域，将进一步构

建完善从制氢、储运到终端应用

的全产业链生态。

活动现场，作为南海氢能产

业主要承载区的丹灶镇推介了

增资扩产以及土地载体情况。

全国首座“光电氢油”综合能源

母站在丹灶启动建设，该项目

创新性地集光伏发电、制氢、加

氢、加油、充电五大功能于一体，

真正实现了能源服务“一站式”

供给。

市领导徐童参加活动。

“按照这一调整办法，最终每

个人养老金的实际增长比例

各不相同，养老金水平较低

的退休人员上调的幅度会更

高一些。”北京大学中国保险

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郑

伟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

用分析表示：“随着退休人员

增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也会

增加。但只要收入大于支出，

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维持制度

的可持续性。”董克用说，2024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收入7.5万亿元、支出6.8万

亿元，当期收支略有结余，运

行保持平稳。

2025年基本养老金再涨2% 全国首座“光电氢油”综合能源母站项目启建

推动城乡美丽蝶变是建设实验区、

“再造一个新佛山”的应有之义。

紧扣城乡环境治理深化改革，佛山

把美学理念贯穿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全过程，打造集绿化、美化、彩化、文化

于一体的城市空间。如推行“大市政”

模式改革，构建城乡垃圾前端收集、中

端运输、末端无害化处理全链条运营模

式，将推动环卫保洁企业从223家整合

至29家，实现控本增效。

以“城市美学”为引领，佛山建立城

市公共家具统一设计、统筹管理机制。

一年来，佛山优化城市家具部件3.6万

余个，城市公共空间完成从实用容器到

艺术装置的华丽转身。在农村，佛山完

成存量农房风貌品质提升11398户，打

造16条“百里芳华”示范带精华段，示

范带内美丽宜居村比例达91%。尤其

是顺德区探索“四个一”农房建设体系

独具匠心，相关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

干了几十年装修的梁叔，今年顺利

搬入他在大良新滘的自建房。“这个房

子设计得很漂亮，也非常实用，和我设

想的一样。”如今，他常常搬把木椅在家

门口喝茶聊天，谈及自己的新房，话里

话外满是自豪。

实验区建设带来的蝶变，不止

于此。

为有效推动乡村振兴，佛山推行

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混合发展模

式。佛山从国有企业选派一批职业经

理人到 30 个试点村居任职，开展文

旅、园区运营建设等各类项目89个，

有效提升集体经济市场化、多元化运

营水平。

此前敦厚村厚金广场空置超12万

平方米，驻村第一书记和职业经理人整

合资源对厚金广场项目进行整体规划

和招商，商铺和办公楼出租率上升至

76%，每年为集体带来租金收入800多

万元。

从首批53名乡村职业经理人派驻

至30个试点村居工作，到第二批113名

全职“乡村CEO”、兼职乡村“金融主

任”“宣传主任”奔赴全市142个村居，

佛山形成了集体经济增长多元化路

径。一年来，这一“党建赋能+市场运

作”双轮驱动模式，推动佛山农村集体

经济转型升级，所有村集体收入均突破

百万元，“亿元村”增至87个。

随着打造文旅支柱产业步伐的加

速，佛山城乡魅力持续倍增。

西江畔的苏村上演了一出“逆袭

记”。苏村曾面临村容村貌不佳、经济

发展方式落后、村庄“空心化”等多重困

境。为破解发展困局，苏村精心打造

“锦鲤”“金鳞化龙”特色IP，建成全国首

个锦鲤文化街区，成功将昔日无人问津

的小渔村打造成为人声鼎沸的网红

村。数据显示，自2024年国庆假期开

业以来，苏村累计接待游客超150万人

次，全网流量突破1000万，带动文旅消

费逾3000万元，推动村集体经济增收5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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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佛山被赋予建设广东省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下称“实

验区”）的使命。

一年间，这座城市以“敢饮头啖汤”的

锐气躬身破题，形成“空间重构-产业跃

升-土地活化-治理赋能-民生均衡”全链

条改革范式，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探

路先行。

山水无言，发展为鉴。佛山将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的“愿景图”转化为“实景

画”：企业车间内，机器人精准挥舞重塑

制造基因；“四山两江”间，文旅新业态蓬

勃生长；叠滘河道上，演绎火爆全国的

“速度与激情”……

且看佛山大地，改革基因与自然禀

赋于此交响，历史血脉与现代激情在此

碰撞，佛山正以多元场景书写“产城人文”

融合新篇，奏响“再造一个新佛山”的磅礴

乐章。

在实验区建设关键之年，佛山今年

初首次提出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构想。4

月，佛山印发《关于建设环西江-北江区

镇村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意见》。

这是佛山下的关键一子，做强腰

部、承东启西。

观察佛山棋局会发现佛山的远

见。环两江先行区的建设，通过牢牢扭

住发现价值、重塑价值这个关键，将有

效增强佛山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之势：强

调的是宏观把握城市发展大局而非一

区一镇，注重的是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而

非单点开发，着眼的是全域全产业链的

升级而非单纯资源引流。

围绕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革创新

先行地、绿色经济发展新高地、高品质

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三大定位，佛山

已明确 28 项重点改革事项以及 178

项、投资额1812亿元的先行区重点项

目，将在空间格局、产业协同、土地制

度、公共服务等领域进行实践创新、制

度创新，逐步形成标志性成果、可复制

经验。

以环两江区域的教育为例。今年5

月，佛山把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作为

环两江第一个大行动开启，通过“名校

资源下沉与协同机制+产教融合模式创

新+体教融合与特色育人”等机制创新，

力争用三年时间使先行区基础教育整

体水平跃居全市前列。

如佛山组建环两江先行区义务教

育跨区域教研共同体，通过统筹区域优

质资源，在课程体系构建、科组建设等

领域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义务教育

跨区域教研共同体合作校代表、顺德区

第一中学外国语学校党总支副书记王

莹认为，通过校际结对共建，两校在学

校内涵建设、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找到共

赢点。

再看文旅产业。佛山统筹推进环两

江先行区和“四山两江”文旅精品区建

设，以文旅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将

文旅资源串珠成链谋划提升，创造更多

“快乐GDP”，增添经济火热劲。

佛山提出，要把“四山两江”文

旅精品区打造成为全市农文商旅融合

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市文旅赋能

“百千万工程”发展典型区、广东省山

水都市休闲旅游创新示范区；同时，

打响“山水佛山 文武双全”城市IP，

2027年拉动全市客流量突破7000万

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750亿元。

产业升级之势，实现从“制造雨

林”到“智能矩阵”的动能裂变；空

间重构之势，实现从“土地碎片”到

“要素流动”的制度突破；民生治理之

势，实现从“城乡二元”到“服务均

质”的共建共享；绿色跃升之势，实

现从“生态资源”到“水经济”的价

值转化。随着环两江区域的四大势能

不断汇聚，城乡区域协调的“潜力

板”将蝶变“优势板”，为“再造一个

新佛山”蓄足澎湃动能，为广东改革

创新书写新篇章。

“有家就有佛山造”IP，藏着这座城

市的DNA：制造业是佛山的根和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塑全球产业版图。近年来，外界有这

样一种疑惑：佛山如何避免掉入“老工

业基地陷阱”？

这样的声音，佛山不仅听得进，更

以切实行动来作答：以实验区建设为抓

手，紧扣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

佛山拿出产业改革创新“关键五

招”——创新数改智转机制、以投代补

机制、央地合作机制、增资扩产机制、产

业科技融合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拔节

生长，朝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

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布局“三箭

齐发”新格局前进，掀起制造大市向智

造强市跃迁的浪潮。

传统产业“发新芽”。在食品行

业，海天味业运用视觉AI+机器学习

优化制曲生产，人工成本降低60%、产

品质量提升30%。在纺织行业，前进

牛仔多项技术行业领先，在国际牛仔

领域熠熠生辉；均安牛仔设计城让佛

山牛仔闪耀米兰设计周。在家具行

业，维尚家具加大数智化投入力度，使

订单周期从30天缩短为5天，生产效

率提升300%以上。

截至目前，全市超7700家规上工

业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占比超70%，

成功入选全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

点城市，改革经验获工信部推广。

新兴产业“生强枝”。佛山持续壮

大新型电力系统装备、机器人、新能源、

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在电力装备领

域，佛山培育出中鹏电气、顺特电气等

知名企业。中鹏电气总经理助理卢

奕诚说：“我们将紧抓有利时机，加大在

佛山的投资力度，争取年底新基地项

目投产。”

今年以来，佛山新型电力系统装备

产业发展迅猛。截至目前，佛山今年已

先后引进新型电力系统装备产业项目

超16个，签约投资总额超145亿元，每

月都有重大项目落户。

未来产业“育优苗”。佛山正涌现

一批“勇闯无人区”的人才团队、优质企

业。全球首条陶瓷工业氨氢零碳燃烧

技术示范量产线投产；从光伏清洁到医

疗协作，从工业搬运到家庭服务，机器

人渗透进多个领域；生成式AI已应用

于陶瓷设计、家电研发等传统领域，推

动产品迭代效率提升30%以上……

民生实事是城市吸引力与长远发展

的核心基石。它直接关乎人才安居乐

业、企业投资信心和社会和谐稳定，是塑

造城市核心竞争力、赢得未来主动权的

关键支撑。

在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深化改革方面，

佛山坚持教育、医疗“两手抓、两手硬”，探

索高水平合作办学、合作办医新模式。

教育方面，佛山积极推进教育办学

体制改革，将高明一中、三水实验中学两

家区属高中调整为市属高中，建立中小

学优秀校长教师市域交流机制，提升落

后偏远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目前，全市

共组建175个教育集团，覆盖学生约100

万人，7家教育集团上榜首批省级优质基

础教育集团。

医疗方面，佛山多措并举打造紧密

型健康共同体。市一医院、市妇幼保健

院等开展集团化办医，建成医联体29个、

专科联盟80个；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托管三水区人民医院；实施医防、医育、

医校、医企、医养、医产“六医”融合改革，

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推广顺

德家门口“医养结合”模式，2024年以来

新增医养结合床位1093张。

从环两江先行区的高位谋划、高位

推进到产业“三箭齐发”向高攀登，再到

用心用情用力提升城乡品质、民生福祉

水平，佛山用实打实的改革创新实绩，为

“再造一个新佛山”打基础，为广东城乡

区域协调发展探新路。

佛山改革发展史启示我们：改革创

新，从来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要

建设好实验区、“再造一个新佛山”，更是

如此。

佛山提出，全市上下要大力弘扬“敢

饮头啖汤”改革创新精神，努力做到“五

要、五不能”：要争当一流，不能甘居人

后；要敢想敢干，不能习惯说不；要守正

出奇，不能因循守旧；要主动上手，不能

甩手缩手；要积极争取，不能等待观望。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赢。

立足实验区建设一周年再出发的关

键节点，经济大市佛山扛鼎前行，以更清

晰的战略抓手、更厚实的发展底气、更坚

定的攻坚信心，推动实验区建设取得更

大成效，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

验，为广东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闯出一条

新路子。

奏响共富共美幸福曲

塑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三箭齐发”打造智造强市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起新势

产业焕新

城乡蝶变

发展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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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佛山为全省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探路先行，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愿景图”转化为“实景画”。图为佛山岭南明珠体育馆、文华公园一带。/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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