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湾区：奋发图强实现华丽变身

基建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惠及民生

57岁的沙脊村党支部书记陈荣沛作为水产
养殖带头人，见证了特区成立40年来沙脊村的
发展变化。

金湾区红旗镇沙脊村，是位于磨刀门水道
旁的一个小村落。1999年前，沙脊村以种植甘
蔗和水稻为主。“当时土地亩产效益很低。全村
年人均收入500元，贫困人口有500多人，人心
涣散。”陈荣沛说。

地处河海交界，咸淡水交汇，金湾区，特别
是沙脊村在水产养殖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
势。2000年，在政府引导下，传统生产方式迎
来变革。为积极引导村民转产，作为村干部的
陈荣沛率先在自家甘蔗地里挖了一口3亩的鱼
塘，试养南美白对虾。

“第一年就赚了1万多块。”陈荣沛说。
此后的5年，村民陆续转而从事水产养殖，

有的养南美白对虾，有的养殖四大家鱼。2005
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6000元。

桑基鱼塘致富的大门一推开，村民勤劳的
双手便带来滚滚财富。

2010年，沙脊村4300多亩耕地全部变身
鱼塘，形成了以养殖为主体的产业结构。1753
位村民齐心协力，家家户户养鱼虾，村民人均年
收入一举突破“万元大关”。

可谁也没想到，随后10年，这个数字仅增
长了 3853 元。是什么迟滞了村民增收的脚
步？村里通过调研发现，沙脊村遇到了养殖业

“天花板”。
水产养殖是重资产项目，“前期投入大、中

期变数多、天气风险大、回款周期长，这些弱点
制约了我们。”陈荣沛说。

迷茫中，金湾区近年来实施了“乡村振兴”战
略，为沙脊村带来了突破“增收天花板”的希望。

2019年，金湾区投入4亿元打造4条乡村
振兴区级示范村，沙脊村就是其中之一。沙脊
村通过“一河两岸”“三线下地”“道路升级”和

“外立面改造”等4大乡村风貌管控建设，打造
出独特的岭南水乡风情。

全村还完成机耕路的硬底化改造，新路直
通到每个村民的养殖塘。

“水泥路建好后，鱼虾的销路打开了。无论刮
风下雨，收鱼车辆都可以上门，减少了压价的几
率，鱼塘的养殖效率增加了10%。”陈荣沛说。

眼下，沙脊村正计划成立水产养殖合作社，
以村集体为平台，为村民提供从鱼虾苗、饲料、
电费前期投入，到长途运输、市场售卖等后期销
售的“一条龙服务”。

“乘着乡村振兴发展东风，下一步，沙脊村
的目标是迈入村民人均年收入2万元大关。”
陈荣沛说。

沙脊村还撤掉了所有公共垃圾桶，改由保
洁员每天定时收垃圾。经过一段时间尝试，村
民养成了定时回收垃圾的习惯，主动维护环境
卫生，村容村貌上了新台阶。

沙脊村的变化并非个案。金湾首批4个乡
村振兴示范村中，三板村、海澄村、木头冲村等，
人居环境均有明显改善。2019年，三板村、海
澄村被评为“广东省美丽乡村特色村”，三板村

“金湾水乡田园生态游”入选首批“广东省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名单,同时该村还入选了全国乡
村治理示范村。

落实乡村振兴
助力村民增收

采写：本报记者 赵岩 何进
摄影：本报记者 张洲

将时针回拨到40年前，那时的
金湾尚未建区，三灶、红旗多数区域
还是一片滩涂地。从金湾到香洲，
如今几十分钟的车程，当时还需要
搭乘轮渡，用上大半天时间。那时
的金湾，是实打实的“交通末梢”。

交通，成为这片土地的建设者
们白手起家时的切肤之痛。1992
年—1998 年，时任三灶镇委书记
的王定一回忆，珠海大桥未通车
前，他外出招商，不少人对于还是
滩涂和海岛的三灶心存疑虑，“连
到香洲都要乘坐长时间的渡轮，怎
么发展工业？”因为交通不便，金湾

一度成为被人遗忘的边镇。
改变，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1990年，珠海大道开工建设。1993
年，珠海大桥正式通车，使金湾与香
洲真正实现了陆路相连；1992年，一
项对金湾今后的产业格局影响更为
深远的基础设施工程开建——珠海
机场。到1995年，珠海机场正式建
成，使原先的滩涂地一举拥有了“海、
陆、空”三种主流交通方式；也是在这
段时期，机场东路、机场北路和机场
西路相继建成，到2001年正式建区
时，金湾区的大交通格局初步显现。

建区后，尤其是港珠澳大桥通车

以来，金湾区的交通建设更是快马加
鞭。加紧建设的港珠澳大桥连接线，
将与洪鹤大桥连接，并通过鹤港高
速，将金湾带入港珠澳大桥的辐射范
围。到今年年底，洪鹤大桥将正式通
车，金湾与香洲、横琴之间再添新通
道；与此同时，作为珠海机场（空港）
所在地，又紧邻高栏港（海港）的“双
港”，与港珠澳大桥交相辉映，也使金
湾逐渐形成了“一桥双港”交通枢纽
体系。根据2020年金湾区政府工作
报告的表述，金湾区将打造“一心、两
核、三铁、四横四纵”立体交通网络，
奋力建设珠海西部交通枢纽。

交通的完善为金湾经济腾飞打下坚实基础

随着立体交通网络的日渐成
熟，金湾区被寄予厚望。市委市政
府希望，金湾可以成为未来珠海先
进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重要承载区
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承载区域。

金湾区被寄予厚望，并非没有
缘由。

2001年，金湾区正式成立时，
已经拥有了飞利浦、联邦制药等知
名企业，有了发展工业经济的扎实
基础。

建区后，金湾区在实体经济领
域继续发力，相继吸引了丽珠医药、
汤臣倍健、航空工业通飞、银隆新能
源和中兴智能汽车等一批优质企业
落户。如今的金湾区，已经形成了
航空、生物医药、新能源和传统优势
产业的“3+1”工业产业新格局。截

至目前，金湾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对GDP总量的贡献已接近70%，实体
经济拉动作用凸显。

在成绩面前，金湾区保持了冷静
并不断自省。经济总量偏小、经济结
构还需优化，产业链不够健全，产业载
体有限，金融服务能力较弱——这些，
都是金湾对自身产业经济的研判。

以此为背景，区委区政府双管齐
下，一方面盘活存量，加大破、立、降力
度，把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
手”结合起来，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
短板力度，促进新动能加快壮大。近
年来，金湾区推出的以亩均税收、亩均
销售为主要指标的工业企业用地效益
综合评价体系、营商环境评价系统等
等，均是该领域的创新之举。

与此同时，金湾还寄望增量改
革。通过精准招商，为金湾补齐产业

中的短板，不断丰富产业链的上下
游。建区初期，金湾的产业经济尚处
于初创期，对项目也是“如饥似渴”，或
多或少存在“捡到篮子里都是菜”的心
态。如今的金湾，立足推动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招商更为精准，更注重优
势产业的集群发展和补齐短板。

让“弱项变强”“强项更强”，是金
湾近年来的招商导向。2020年3月19
日，金湾区举行了“云上”招商签约
会。12 个项目签约，总计投资额达
150亿元。值得注意的是，此次签约项
目，涉及的行业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业、
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制造
业、建筑业等六大领域。而这些产业，
恰恰符合金湾区的产业特色和需求，
是金湾精准招商的典范。展望未来，
金湾区正加快优势产业集聚，推动产
业经济“精专强”。

推动工业经济向“精专强”迈进

无论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
是产业发展，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人
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金湾区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实
实在在的城市配套兑现改善民生的
庄严承诺。

40年前，特区建立伊始，如今
的航空新城和机场东路，都还是一
片滩涂地，名为“西湖片区”。那时，
三灶、红旗两镇还是“隔海相望”，两
镇居民往来，要乘船经过西湖片
区。到1995年机场东路建成时，道
路两侧还一边是大海，一边是甘蔗
林。

2001年，金湾正式建区，一个
新的命题就摆在金湾区面前——改
变“有区无城”的局面。位于湖心路

口附近，机场东路和珠海大道夹角之
内，三灶、红旗两镇之间的西湖片区，
正式被命名为“航空新城核心区”，肩
负起作为未来金湾主城区的光荣使
命。

2015年，核心区内9条主干道基
本建成，从前的泥土路变成了双向四
车道或六车道的柏油路。到2016年
底，实验中学周边5条市政路，也相继
打通。

真正让航空新城充满生机的，是
金山公园、航空新城小学、金湾区图书
馆、金湾区市民中心、航空新城幼儿园
等一系列民生设施的修建，为航空新
城聚拢了人气。

西城社区书记贺洪强说，如今该
社区的常住人口达到3万人，相较于6

年前，增长了数十倍。而根据金湾区
住建局估算，2013年开始启动航空新
城建设以来，航空新城几乎从零起步，
截止到目前已经累计完成建设约180
万平方米。

在今年6月份召开的金湾区两会
上，金湾区底气十足，首次喊出了“金
湾‘有区无城’的历史面貌彻底改
变”。曾经的海边滩涂地，已然变成了
现代化新城。

40 年，时间如白驹过隙。但抹
不去的，却是一代代金湾建设者在
这片土地上创造的奇迹。昔日海
边滩涂地，今朝现代化新城，奇迹
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奇迹也必
将在这片土地上续写，让我们拭目
以待！

昔日海边滩涂地 今朝现代化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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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沧海变桑田。

金湾，这座珠江三角洲曾经寂寂无

名的边陲小镇，历经40年奋发图强，实

现了华丽变身。

从特区建立之初的海边滩涂，地处

交通末梢的小渔村，到如今的“一桥双

港”交通枢纽体系，着力打造珠海西部

立体交通枢纽。交通格局的转换，使金

湾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依托交通网络的巨变，历任建设者

砥砺前行，金湾区实体经济和城市建设

迅速崛起，逐步形成了“传统优势产业+

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业新格局。

而航空新城经过多年发展建设，也使金

湾区告别了“有区无城”的历史，市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大增强。

成绩的取得，并非一蹴而就。一切

的结果，皆有发轫。

现代化新城——航空新城。

建设中的洪鹤大桥。

汤臣倍健生产车间。

中兴智能汽车车间。

美丽的沙脊村。

如今的西城社区，马路宽阔，高楼鳞次栉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