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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甘丰恺

用一个词形容十余年的基层工作
经历，陈荣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
守”。自2008年当选为沙脊村党委书
记开始，陈荣沛便坚守在这个离村民

“最近”的岗位上，参与并见证着沙脊村
跨越发展、日新月异的每一步。

“曾经沙脊村遍地都种满甘蔗，大
家靠着卖甘蔗给糖厂，赚取一些微薄
的收入。”陈荣沛站在沙脊河畔，望着
眼前广袤的鱼塘，心中万分感慨。近
年来，沙脊村依托多元种养殖业的集
体经济收入，早已破除了产业单一的
弊病。

产业强起来，村民富起来，环境好
起来。随着金湾黄立鱼、南美白对虾等
养殖业的日渐做大做强，沙脊村也随之
迎来了村容村貌的巨大转变。现在，沙
脊村已是远近闻名的幸福村、文明村、
样板村，并相继获评金湾区乡村振兴示
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改头换面新农村
成就乡村振兴新样板

“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兴。”这是
陈荣沛一直以来的工作信条。考虑到
村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水产养殖，他便
带领着村两委着力寻找新的养殖品种，
并成功引进了南美白对虾、淡水小龙虾
等品种。

近年来，随着金湾黄立鱼现代农业
产业园的建立，以及金湾黄立鱼获得

“国字号”荣誉，沙脊村依托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成为了养殖黄立鱼的天然

“良种场”。沙脊村也由此汇入了十亿
级金湾黄立鱼产业的发展大潮。

然而，陈荣沛很快在实地走访中发
现，道路年久失修引致的出行难，正在
掣肘着养殖业的发展。为此，他开始四
处筹措资金进行道路维修，打通了通往
鱼塘的柏油路。当时间来到 2015、
2016年，金湾区已经投入更多人力、物
力、财力，率先在三板村、沙脊村等地开
展村容村貌整治。

一个极具水乡风情的现代化新

农村，跃然出现在大众的眼前。2019
年，沙脊村被正式评为金湾区首批乡村
振兴示范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成为
了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如今的沙脊村，相连成片的鱼塘、
沿河漫游的游船、别具特色的美丽庭院
与一众精致小店，共同构成了一幅生态
宜游的美丽乡村图景。据陈荣沛介绍，
现在沙脊村也正在创美庭院的基础上，
探索开展村企共建的新模式，打造金湾
区乡村振兴的新样板。

初心不改村官路
打造基层组织新示范

打造和谐文明乡风，基层组织至关
重要。身为沙脊村党委书记的陈荣沛，
也由此肩负起带好基层党员队伍、做好
做实基层党建的重任。

在产业振兴中，陈荣沛带领着村里
的一批党员，研究先进的养殖技术并手
把手地教会养殖户进行应用；在乡村治
理中，陈荣沛带领党员干部挨家挨户宣
传、一街一巷整治。

2019年，金湾区全面启动“三清三
拆”“三线下地”“外立面改造”与“污水
治理”四大工程。在沙脊村，陈荣沛和
村民们一起，通过“5+2”“白加黑”的工
作态度，创下了110天完成四大工程的

“沙脊速度”。
在陈荣沛看来，村风正、人心顺，离

不开党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此，陈
荣沛在金湾区组织部及各级部门的带
领下，积极配合开展村委班子建设与两
委换届工作，积极发展致富能力强、群众
基础好、思想进步、作风正派的年轻人加
入党组织，使党员队伍结构不断改善。

现在，沙脊村已组建起一支作风优
良、能力过硬的基层党员队伍，并鼓励
基层党员积极发挥党员先锋带头模范
作用，在沙脊村的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
要的角色。

“10年时间，沙脊村的变化是‘看
得见’，也‘摸得着’的。”陈荣沛表示，未
来依托强大的基层党组织，沙脊村将继
续在构建幸福美丽新农村的道路上奋
力争先、再创佳绩。

“内循环”不断完善“微血管”持续激活

金湾百姓“幸福路”越走越畅
交通篇②

行走在航空新城内，四通八达的路网纵横交错，同
路边的座座高楼，共同展示着城市新貌。漫步在美丽乡
村里，一条条“四好农村路”通村畅乡，在密集的水网、交
织的河流间“穿针引线”，化身一条条产业路、旅游路、资
源路。

交通建设，一端连着发展，一端连着民生。打通对
外联络“主动脉”的同时，金湾区同样注重完善、激活内
部路网的“毛细血管”。回顾过去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一
条路改变一座新城、一个村庄、一个园区的成功案例在
金湾数不胜数。随着路网的持续优化，金湾人在交通发
展中的获得感显著增强，“幸福路”也越走越畅通。

采写：本报记者 宋一诺
摄影：本报记者 张 洲

喜迎二十大·我与金湾共成长

十 年 · 开 路

十 年 · 振 兴

十 年 · 提 质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被喻为
“金湾情侣路”的金湾路上，不少居民
拖家带口来此，或沿着步道缓步前
行，或倚靠栏杆赏海闲聊，路边绚烂
的花朵随风摇曳，成片的绿荫草地美
不胜收。

对金湾而言，这条集景观、市政
功能、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于一体的城
市道路，正是交通“内循环”不断完
善、城市品质持续提升的一个缩影。

长6.4公里的金湾路，由南至北
穿过金湾区南部自然山体生态板
块，是汇集“山、海、城、田、岛”地域
自然景观风貌的山水长卷。然而多

年前，这里不过是连接三灶岛和珠
海陆地的一条大堤，因珠海机场的
落成，才成为机场通往香洲的主要
交通要道。

2017年底，随着机场旅客吞吐
量的不断提升，以及航空新城的加快
建设，金湾路提升改造被提上议程。
6.4公里长的岸线由北至南依次被设
计为滨海乐活区、运动活力区、生态
休闲区，构建起水绿共融的城市滨水
开放空间、人文与科技兼容并蓄的景
观休闲场所。

在滨海水岸的另一侧，金湾路还
承载着高楼林立的航空新城。顺着

四通八达的路网，见证航空新城一天
天“长大”，是西城社区党委书记贺洪
强最愉快的回忆之一，“8年前这里
仅有一条砂石路，其它都是土路。
2015年开始好消息不断传来，先是
航空新城核心区的9条主干道基本
建成，从前的泥土路变成了双向四至
六车道的柏油路，紧接着城职院周边
5条市政道路相继开通。”

从羊肠小道到康庄大道，一条条
道路不断延伸和升级，在金湾新老城
区、各个水道之间“穿针引线”，承载
起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时至今日，“内循环”仍在加速完

善。去年10月，备受金湾居民关注
的双湖路南段顺利通车，这也意味
着从航空新城前往三灶镇，又多了
一条选择。今年8月底，金湖大道全
线通车，标志着航空新城又一路网
闭环成型。

“截至目前，航空城核心区已高
标准建成市政道路21公里，滨海商
务区主干路网也已基本建成。”金湾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相关负责人透露，
金湾区今年计划建设市政道路 76
条，已建成15条。其中，航空新城B
片区金湖大道以北、顺达路以西区域
13条道路施工进度过半。

从羊肠小道到康庄大道

城市因路而美

开车行驶在平整宽敞的乡道
Y312红大线上，前方的蓝天沁人心
脾，旁边的鱼塘星罗棋布，共同勾勒
出一幅动人的美丽乡村画卷。

然而两年前，这里还是另一幅景
象。全长7.623公里的Y312红大线
是红旗镇沙脊村、三板村对外联通的
重要通道，由于建成时间久远，多处
存在裂缝、坑槽、沉陷等情况，且部分
路段较为狭窄。每年雨季，水浸导致
的出行不便和积水回灌鱼塘让不少
村民深受困扰。

“现在就不一样了，路面抬高了，
也更宽阔了，我们的运输车辆不论晴

天雨天，走起来都更安全了。”养殖户
刘尽发绕着鱼塘例行巡塘时感慨道。

像刘尽发一样的水产养殖户在
红旗镇还有很多，仅Y312红大线沿
线就分布了10余户，他们大多是以
养殖黄立鱼为主。由村及镇再到金
湾全区，黄立鱼产业正在蓬勃发展，
而其中的致富故事都离不开一条条
农村公路的助力。

聚焦织密农村公路网，金湾区近
年来已完成 33条农村公路升级改
造，总里程约127.56公里。其中，红
旗镇13条、三灶镇5条、平沙镇9条、
南水镇6条。其间，“政府主导、部门

指导、镇街负责、村居协作”的农村公
路共建、共管、共享的建管养机制，在
金湾区日益完善。

农村公路，连接的不仅是城乡地
域空间，更是通向乡村振兴的康庄大
道。在“四好农村路”建设过程中，金
湾在突出“广覆盖”的同时，充分发挥
农村地区的环境优势、资源优势和发
展优势，推动农村公路和全区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现代农业、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有机融合。

循着这一理念建设的“精品”农
村公路，化身一条条产业路、旅游路、
资源路，不仅成功打通了乡村振兴

“出”与“进”的“双向道”，更实现了从
“支撑农村发展”向“促进农村发展”
的转变。与此同时，严把质量关的全
方位监管，有效保证了农村路的颜
值、质量“双到位”。

如今，结合三板水乡和沙脊村庭
院特色的Y312红大线、融合八一社区
河岸景观的Y216湖矿线；连接茅田山
屋边公园的Y307圣屋线、通往木头冲
水库的Y310三木线；联通海泉湾度假
区的Y419珠三线；沐浴阳光沙滩味道
的Y324飞铁线……一条条高颜值“四
好农村路”在金湾新农村蜿蜒延伸，畅
通乡村“血脉”，见证着乡村蝶变。

从有路走到走好路

乡村因路而兴

完善区域路网是一方面，优化公
交线网布局是另一方面。今年1月3
日，540、541路公交线路优化延伸至
航空新城，进一步满足了平沙及南水
片区市民往返航空新城，特别是金湾
区图书馆、金湾华发商都商圈等公交
服务的需求，收获一片点赞。

公交线路的优化，正是金湾区、
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体化运作红
利加速释放的生动写照。近年来，结
合双区一体化运作的实际，金湾区交

通运输局重新梳理全区公交线网，不
断完善公交站点及线路的布局。截
至目前，全区已开通跨区（往返香洲、
斗门以及横琴）线路33条，微循环
（金湾区内部公交线路）线路41条，
为全市开通微循环公交线路最多的
行政区。

为给产业发展提供更强有力
的支撑，完善产业园区公交线网
被摆在了更突出的位置。针对产
业园区需求，金湾区2020-2021年

新增、优化、延伸线路 12 条，弥补
了石化工业园区公交服务空白，
加强了南水、平沙与航空新城的
互联互通。

此外，根据园区企业员工出行
需求，金湾区还增加了定湾十四路
东、海工四路口等6个公交站点，加
密了客流量大的801、207、Z105等
7条线路班次，将高峰期班次间隔平
均由25分钟缩短为15分钟，并开通
了定家湾工业园直达白蕉长途站的

通勤班线，让市民上下班交通更快捷
高效。

“截至目前，通达金湾区各工业
园的公交线路已达23条，投入车辆
118台，基本实现主要工业园区和高
栏港综合保税区公共交通全覆盖。”
金湾区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透露，
接下来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路设计
及班次安排，着重向工业园区、偏远
乡村延伸公交服务，不断提升公交服
务质效。

从微循环到开专线

百姓因路而便

□本报记者 宋一诺

坐拥金湾航空新城核心区的西城
社区，2014年7月成立伊始，仅有一条
砂石路和三个小区，户籍人口300多
人，常住人口也才2000多人。经过八
年快速发展，西城社区早已高楼林立，
市政道路纵横交错，户籍人口已超1.6
万人，常住人口也增长到了3.2万人。

这些发生在“社会治理最小单元”
的改变，不仅是金湾“城市跨越”的缩
影，更折射出居民节节攀升的幸福指
数。而从西城社区成立之初便扎根于
此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贺洪强，见
证新城巨变的同时，也从一名“社区新
人”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小巷总理”。

从一条路到一张网
区域发展注入新活力

2014年6月，金湾区筹备成立西
城社区。经过遴选，在军队、市住房和
城乡规划建设局、三灶镇政府等多领域
历练过的贺洪强，成为西城社区首任党
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

“社区成立之初仅有一条砂石路和
三个老小区，户籍人口才300多人，还
有大片荒地待开发。”贺洪强回忆道，因
为人口少，商业配套也难以跟上，居民
日常买菜往往要跑到红旗镇或金海岸
社区，来回甚至要跑近20公里。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这
年年底，位于西城社区航空新城核心区
的9条主干道基本建成，从前的泥土路
变成了双向四车道至六车道的柏油路
面。到2016年底，又有5条市政道路
相继开通。近两年，双湖路全线、金湖
大道全线打通。

纵横交错的路网架起了西城社区
和外界沟通的“桥梁”。与此同时，金山
公园、金湖公园、中心湖公园以及航空
新城小学、金铭小学、广东省实验中学
金湾学校等建成投用，金湾华发商都、
市民服务中心、图书馆、国际商务中心、
邻里中心以及多个五星级酒店、养老医
院等综合配套不断完善。

如今的西城社区高楼林立，34.5平

方公里的辖区内23个大型居住小区分
布其中。截至目前，常住居民已达3.2
万人，其中户籍居民1.6万人，在八年
间翻了52倍。

从“新居民”到“自家人”
越来越多居民找到归属感

在西城社区是典型的新居民集聚
社区。在大规模新社区中如何提升治
理效能？贺洪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要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但社区
居民那么多，光靠几名社区干部是不行
的，得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在社区
治理工作中打出‘组合拳’。”

为此，西城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充
分调动各类群体、组织的资源和力量，
共同参与社区建设。“达人团”就是其中
的重要力量，如今已组建起舞蹈队、艺
术团等15支达人队伍，每天活跃在社
区一线，不仅在增进邻里关系的基础上
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在常态化
疫情防控、深化文明城市建设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

“我们这里不乏有特长又热心的
居民，通过挖掘社区达人，发挥达人的
影响、示范、带头作用，可以有效凝聚
居民共识。”提及达人效应，贺洪强忍
不住点赞。

不仅如此，西城社区还充分发挥地
缘优势，利用辖区高校广科院、珠海城
职院和辖区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
各物业服务企业，常态化开展共驻共建
惠民活动，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作从

“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在社区文
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越来越多居民在
这里找到归属感，从“新居民”变成“自
家人”。

从初来乍到的荒地滩涂，到如今整
洁有序的美丽新城，在贺洪强看来，自
己既是参与者、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如今我们全家都生活在这里，感受着
新城巨变带来的红利，希望继续为城市
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贺洪强介绍，西
城社区正在部分小区试点推行功能型
党支部建设、楼长制等工作，力求为居
民打造更加和谐幸福的新家园。

西城社区党委书记贺洪强：

见证航空新城巨变
社区户籍人口八年翻52倍

沙脊村党委书记陈荣沛：

美丽乡村印证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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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骑行在美丽的金湾路上。 多条公交线路优化延伸至航空新城。

今年8月底，金湖大道全线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