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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30 日，中山市 2023 年度第一批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项目集中拆除暨第一季度制造业项目集中动工仪式（小榄分会场）
现场。(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全市“工改”以来累计拆除整理低效用地近1.7万亩，“工改”项目累计
新招引企业138家、服务本土企业195家

预计推动新增投资近750亿元

■“工改”助力十大主题产业园建设
今年 1月 1日，中山市人民政府与明

阳集团签约，宣告明阳集团 150亿元新能
源高端装备制造项目花落中山。4月15日，
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产项
目开工仪式在翠亨新区（南朗街道）横门
工业区举行。广东明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扩产项目是其中组成部分，项目一期
所使用地块是翠亨新区首批推出的“工
改”连片用地。该项目是支持明阳扎根中
山，不断增资扩产、做大做强的重要成果，
也是市委、市政府强力推动低效工业园改
造，通过腾挪空间支持本土优质企业增资
扩产，助力本土龙头骨干企业迈向世界
500强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4月 2日，黄圃首个 30亿级工业项目
——三花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零配件生产基
地在中山智能家电产业园（黄圃港片区）动
工建设。三花项目是黄圃镇近10年来单一
主体供地规模最大、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也
标志着黄圃 30亿级工业项目实现“零突
破”。回望时间表，今年1月17日，三花和黄
圃镇政府签订项目合作协议，正式落地中
山黄圃；2月17日，广东三花新能源汽车部
件有限公司成立；3月27日，项目公司完成
土地摘牌；4月2日，项目动工建设，从签约
到动工，时间跨度没有超过3个月。

记者从市工改办了解到，2023 年以
来，全市已拆除整理低效用地 2680亩，累
计拆除整理低效用地近 1.7万亩，预计推
动新增投资近 750亿元，“工改”项目累计
新招引企业 138家、服务本土企业 195家，

明阳、华帝等一大批本土优质企业在“工
改”中实现增资扩产。中山“工改”助力十
大主题产业园建设，重点做好十大主题产
业园内改造升级工作，已初步划定 10个

“工改”园区范围，组织镇街、部门对“工
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重新梳理，汇
总道路、供电等基础设施项目约 94个，为
后续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规划支撑。

在推进“工改”项目落地实施中，我市
不断寻求数字赋能。市工改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目前，我市已制成拆除整理地块“一
张图”，健全“工改”项目数据对接共享机
制，形成市镇两级统计-工信-工改部门协
同联动机制；初步建成全市工业企业空间
数据库，已累计核实工业企业近7万家；建
设健全“工改”大数据辅助决策平台和“工
改”项目全周期协同管理平台，不断优化业
务流程和数据梳理等方面工作。其中，“中
山看地云”小程序今年一季度共发布81个
腾挪园项目招商信息，为推介“工改”项目
提供了新渠道；推动新入库“工改”工业投
资项目12个，完成工业投资超1亿元。

■及时为政策“打补丁”，增强政策支
持保障力度

4月13日，《中山市科立泰电器有限公
司项目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方案》挂网征
求公众意见。这是低效工业用地升级改造

支持政策实施以来，全市首宗挂网公示的
低效用地再开发项目。在此之前的 3月 6
日，我市出台《关于促进 2010年后实施建
设等情形的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支持政
策的通知》，明确在“工改”三年行动期间，
允许对由于实施建设时间、地类等因素不
符合省标图入库条件的低效工业用地，参
照“三旧”用地相应编制低效工业用地再
开发方案，享受市级权限“工改”政策优
惠，进一步推动存量低效工业用地加快实
施改造升级。

与此同时，中山发布实施《中山市旧
厂房改造升级实施细则（修订）》，对上一
版政策进行修订。对比 2020年底发布的
《中山市旧厂房升级改造实施细则》，记
者发现，新政主要对参与自主改造和合
作改造的企业要求有所放宽，降低公益
项目、“工改工”项目相关指标要求，并将
更多权限下放至镇街，以推动支持更多
企业参与“工改”，加快“工改”项目落地
实施。

记者从市工改办了解到，截至目前，
全市已出台“工改”政策文件（含内部指
引）75 项，形成涵盖综合政策、土地整
备、空间规划、审批服务、园区标准、财税
金融、执法管控等方面的“3+N”政策体
系。出台关于低效工业园工业用地升级
改造支持政策，扩大市级“工改”政策受

惠面；出台“工改”工业物业销售及不动
产登记、镇街税收激励等政策，规范操作
流程；制定“工改”项目联合监管工作方
案，强化“工改”项目批后监管；研究“以
房招商”政策，探索建立“工改”工业物业
分割销售市级收入反哺支持产业导入新
机制，用政策“解绑”促“工改”加速。允许
分期建设过程中未完善建筑手续的厂房
在一定时间内继续生产，并明确适用条
件和业务办理流程；明确经批准的“工改
工”局部改造（混合改造）项目用地，办理
延长土地适用年期出让价款，及时为政
策打“补丁”，增强“工改”政策支持保障
作用。

在推动“工改”项目落地的进程中，中
山全力提升审批质量，目前已完成单元规
划流程改革、用地报批流程改革和土地收
储方案靠前审议等8项改革措施，形成“工
改”单元规划编制、项目土地收储方案编制
审批工作指引等13项改革成果；召开项目前
期策划方案部门联审会议5场，审议8个镇
街18个项目前期策划方案，集中研究解决问
题38个，涉及用地面积超860亩、投资额约50
亿元。不断探索审批事权下放，将无需办理
土地证的自改项目、闲置工业用地处置等审
查审批权限下放至镇街，共批复“工改”项目
13个，涉及用地面积600余亩，投资额近35
亿元。

本报讯（记者 付陈陈）4月23日，2023
广东省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广东
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第七届第四次会员
代表大会在沙溪召开。本次大会以“制造
业当家·数产融合发展”为主题，由广东省
服装服饰行业协会联合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沙溪镇人民政府联合组织召开。

当日上午，来自各地的会员企业家
们参观访问了元一智造、通伟服装、霞湖
世家、莉星服饰等服装企业，通过实地考
察沙溪高端制造企业的方式深入了解沙
溪服装产业。在交流中互相分享产业数

字化转型、服务型制造发展思路，多维
度、多角度捕捉新元素、新概念、新流行
趋势。

在下午的大会上，广东省服装服饰
行业协会（以下简称省服协）与辽宁省
纺织服装协会、沈阳飞行船数码喷印设
备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依托飞行
船拥有的全球发明专利“一次成型双面
数码印花技术”，推动纺织服装行业高
质量发展转型，增强“双面数码印花技
术”行业渗透力，加快“双面数码印花基
地”的建设与资源对接步伐，构建以中

国原创数码印花技术为核心的中国时尚
话语权。

“相比普通的印花，这种双面数码印
花技术更精准、色彩更丰富、品质更高端，
此次飞行船将国内唯一一个基地落地沙
溪，将更好地促进本地针织行业的发展，
也会吸引更多的高端资源流入。”沙溪镇
党委书记徐成彬说。

作为全省服装行业的一件大事，此
次大会为何会选址沙溪，徐成彬表示：

“沙溪的服装产业有着非常深厚底蕴和
基础，这两年政府对沙溪服装产业的支

持力度，大家也都有目共睹。”此外，在省
工信厅今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纺
织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中，
中山的服装产业、沙溪的休闲服被纳入
建设千亿名区名城的范畴，这是政策上
的一大利好。

徐成彬介绍，本次大会有接近 300家
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企业参与，最远的
有来自辽宁的朋友。下一步，沙溪将通过
中央活力区和政务环境的打造，进一步
加快高端资源要素的聚集，尽快将沙溪
打造成为中国针织服装之都。

2023广东省服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服装服饰行业协会第七届第四次
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双面数码印花基地落户沙溪

中山“工改”攻坚战打响一年多

以来，服务了明阳、华帝等一大批本

土优质企业增资扩产，同时为招商

引资项目落地提供了有力支撑。近

日，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市“工改”攻

坚继续推进，开年以来，全市拆除整

理低效用地2680亩，累计拆除整理

低效用地接近1.7万亩，预计推动新

增投资近 750亿元；“工改”项目累

计新招引企业 138家，服务本土企

业 195家。全市健全了“工改”项目

数据对接共享机制，初步建成工业

企业空间数据库。

本报记者 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