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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局即决战，起步就冲刺。2023 的中
山开年，一个字——拼。继春节后第一个
工作日召开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后，1月
30 日，中山又紧锣密鼓举行 2023 年第一
季度制造业项目集中动工仪式，召开中山
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暨水污染治
理两大攻坚战推进会，开展新一轮“工改”
集中拆除和治水项目集中开工，铆足干劲
拼经济，奋力夺取“开门红”。

满满当当的行程，记录着奋斗的时
光，镌刻着前行的脚步。回望刚刚过去
的 2022 年，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
干部群众，万众一心、攻坚克难，以“杀
出一条血路”的坚定果敢，打响干部队
伍转作风、低效工业园改造、水污染治
理三大攻坚战，坚定不移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坚决打破一切自我束缚的陈规陋
习。全市各级各部门、各领域、各行业，
处处勃发新气象、展现新生机。诚如市
委书记郭文海在全市高质量发展大会
上所言：制约中山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瓶
颈正在突破，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是
时候要起跑了。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新的一年，
发展的紧迫感更加强烈。综观大局大势，
中山所处之地，是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

城市群；我们所要追赶的，是全省全国高
质量发展的标兵；深中通道很快就要通
车，任何犹豫、观望、等待，都会贻误战
机。如果不能快马加鞭、超常发力，我们距
离标兵势必越来越远，甚至有被边缘化和

“低端锁定”之虞；而倘若我们有一时一刻
放慢脚步、稍事休息，身旁定然有竞争者
的身影疾驰而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山就需要“三步
并作两步跑、一天当成两天用”。一整天的
工作安排，虽然强度高、密度大，但实现了
多会合一、部署落实两不误——这本身就
是转作风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所谓“一分
部署，九分落实”，再好的蓝图，不落到地
上，就只是“纸上谈兵”；再好的目标，不变
为结果，就只是“镜花水月”。只有真抓才
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

高质量发展工作千头万绪，须得一纲
举、万目张。对于中山来说，最重要的几
项，无疑就在这里——

高质量发展，空间是“广”的。海阔凭
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山要抢抓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必须要有足够的土地空间
支撑。中山面积不大、寸土寸金，不可能
和人拼土地、拼资源。正因为此，它不能
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锌铁棚，不能

是零星散落的碎片化用地，更不能是安
全隐患、环境污染的集中地。难以想象，
如果深中通道通车之日，中山的工业载
体依然是以低破厂房为主，中山如何承
接东岸溢出的高端资源？如何担纲珠江
口东西岸融合发展的支撑点？而“工改”
就是破解以上问题的一把“总钥匙”。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过去一
年的探索，全市上下更加清晰看到，“工
改”这条路走得通、必须走！

高质量发展，脊梁是“硬”的。中山要
重新出发，不止是“换挡提速”这么简单，
而是要彻彻底底转换发展动能，走上一条
新路。这条“新路”，名曰“制造业当家”，
它曾为我们所坚守，也曾为我们所偏离。
诚然，房地产能够“即时生效”，带来经济
数据的突飞猛进，但却只是一时的繁荣、
虚无的泡影。今日中山，不能再依靠“一锤
子买卖”，而是要工业再立市再强市，宁可
花多几年时间，养一只会下蛋的母鸡，也
不要钢筋水泥，快速搭一栋美轮美奂的高
楼。或许，当下我们会被转型的阵痛压弯
了腰，但日后挺起的，是城市永续发展的
脊梁，也是为政者“功成不必在我”的脊
梁。咬定今年 60%的工业投资增长，虽难
而必行！

高质量发展，底色是“绿”的。迈过粗
放式增长的改革初期，“先污染后治理”
的模式，早已是“此路不通”。身居水系发
达、河网密布的岭南水乡，但中山人的亲
水乐水，却只能停留在老一辈的儿时记
忆里。这俨然是一块不能拖的“心病”，也
是高质量发展绕不开的坎。当浊流侵蚀
了绿水青山，是无论用什么样的代价都
无法换回。因此，治水也是一场没有退路
的攻坚战。所幸，中山已经找准症结：治
水之难，主要不在于技术路径，而在于需
要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经过彻彻
底底的转作风洗礼，中山的政治生态逐
渐海晏河清，还人民群众一江碧水，也定
会有时！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推动高质量
发 展 ，没 有 捷 径 ，唯 有 务 实 务 实 再 务
实。”省委书记黄坤明在广东省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的讲话掷地有声。立足当
下 ，我 们 最 需 要 的 是 实 干 。在 百 舸 争
流、千帆竞发的新格局下，必须只争朝
夕、迅速行动，以奋斗姿态抢时间、抢
机遇，一刻不耽误地埋头苦干。紧紧把
握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任务，谋发
展、开新局，撸起袖子、大干一场。中山，
可以的！

“施工图”变“实景画”！
中山高质量发展“三箭齐发”

本报评论员

“全市各农污项目已全面开工，今年
农污治理工作起步即冲刺。”中山市生态
环境局总工程师邓耀杰表示，新春伊始，
中山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已全面铺
开，相关单位也在抓紧入户摸排工作。1月
29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根据
省下达的工作任务，2023年中山市农村生
活污水工程将完成新增55个行政村任务，
全市农污治理率达到 80%以上。2025年实
现95%以上的目标。

1月 29日，记者在西区街道秀丰二街
河涌道路旁看到，中山公用工程有限公司
西区项目部副经理邓邵文正带领施工人
员对截污井水泥预制件进行检查，“我们
正在开展入户摸排工作，了解每户污水收
集管道建设情况，为接下来的支管入户做
好准备。”据了解，西区街道共有 3个涉农
社区，分别为沙朗社区、隆平社区、隆昌社
区，共涉及农户 2000余户。三个社区均纳
入广东省 2022年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民生
实事。

据了解，这些社区住宅多为20世纪末
21世纪初期村民自建，该时期市政配套设
施尚未完善，自建住宅未按要求接入雨污
管网，因此造成雨污管网混接堵塞、污水
管道直排到河涌等情况。为解决三个社区

“农污最后一米”的接入问题，实现应接尽
接，杜绝农村生活污水直排，2022年5月西
区街道推动实施沙朗、隆平、隆昌农村生
活污水整治提升工程。截至 2022年底，沙
朗社区整治率已达 92%，隆昌社区整治率
已达67%，隆平社区整治率已达62%，均完
成阶段性目标。

“今年，西区街道将持续推进三个社
区的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工程，力争今年 5
月前全面完工，确保项目完工后生活污水
治理率将达 95%以上，实现农村生活污水
收集全覆盖。”西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

尧聪介绍道，过去一年，由中山市生态环
境局牵头的农污治理工作，为镇街提供了
很多服务和技术支持，一系列措施的实
施，为顺利完成省下达的农村生活污水整
治民生实事任务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邓耀杰表示，2023年，中山市生态环

境局将与各镇街携手，继续全力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统筹好上下游、左右
岸、干支流、城与乡的水环境治理和保护
工作，推动农村水体治理。据了解，对照省
下达的工作任务、《中山市“十四五”农村
生活污水处理试点任务清单》和《中山市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2021-
2025年）》要求，2023年，全市农村生活污
水工程将完成新增55个行政村任务，全市
农污治理率达到 80%以上，直至 2025年实
现95%以上的目标。

本报记者 闫莹莹 通讯员 肖欢欢

全市农污治理率将达 以上
2023年中山要完成新增55个行政村农污治理任务

工作人员在西区街道现场测量，了解污水收集管道实际情况。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