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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中山市，一场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以下简称“工改”）攻坚战正

如火如荼推进。从9月份到11月份，约5000亩新增“工改”拆除整理土地

在城乡铺开，60多个新批复、新动工的项目正拔地而起，一个个万亩级主

题产业园建设提挡加速……

对于中山市来说，“工改”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攻坚战。

曾为“广东四小虎”之一的中山，一度困于粗放发展模式所形成的低

效产业空间，在百舸争流的城市竞逐中逐步掉队。2022年初，中山市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启动“工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当地更针对“工改”深入

开展“破难题、促发展”攻坚行动。截至目前，中山已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

业用地超3万亩，为高质量发展拓出了崭新空间。

本报讯（记者 柯颂 通讯员 黄细标）
12月 12日上午，横栏镇贴边村利源工业
园“工改”项目举行封顶仪式。该项目明年
竣工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能达到1.5亿元，
集体租金收入增加1200万元-1300万元，
是工改前集体租金收入的40-50倍。

“下一步，我村将联合上级部门加快
推进招商工作，积极对接意向投资进驻
的优质企业，力促实现竣工投产零时差，

推动镇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横栏镇贴边
村党委书记梁玉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据介绍，横栏镇贴边村利源工业园
工改项目占地约 33 亩，建筑总面积
76356.31平方米，总投资约1.3亿元，建成
投产后将以物业出租的方式租给灯饰配
件制造等高端光电产业，打造集科研、生
产、销售、办公、居住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现代化产业园区。目前，该项目

主体建筑物已全部封顶，室内装饰及安
全工程也在有序施工中。

据悉，今年以来，横栏积极加强“工
改”政策宣传，推动企业、土地产权人实
施自改。通过开展惠企政策宣讲会、入企
走访等形式，提高企业、土地产权业主对

“工改”政策的知晓度。按照片区划分，分
批组织土地产权人召开政策宣讲会议，
为企业答疑解惑、宣传政策，推动企业、

土地产权业主从“要我改”向“我要改”转
变。截至目前，已开展宣讲座谈会议40多
场，推动约30个地块业主意愿实施自改，
涉及土地面积 500多亩，可拆除面积 400
多亩。“横栏镇今年（2023年）已拆除整理
低效工业用地 909.27亩，提前完成全年
900亩的工改任务目标，预计全年拆除整
理面积可达1000亩。”横栏镇党委副书记
符万青介绍。

低效工业园改出新空间

编者按：12月12日，《经济日报》8版头条刊出题为《低效工业园改出新空间》报道，大篇幅聚焦中山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破难题促发展，抓“工改”，为中山高质量发展拓出了崭新空间。以下为报道全文。

横栏镇贴边村利源工业园“工改”项目封顶

预计年产值1.5亿元

■重塑产业格局
登上中山黄圃镇“工改”指挥部大楼

眺望，大片平整的土地延伸至一条碧蓝
的水道，对岸便是“中国家电之都”顺德
的容桂片区。“这里是全市最大的‘工改’
项目——中山市智能家电产业园大岑片
区，将联动容桂打造万亩家电产业腹
地。附近原本是密密麻麻的破旧厂房，
而今已清拆出千亩土地，引来一批家电
上下游企业落户，供不应求。”黄圃镇党
委书记梁泳辉说，“黄圃镇有工业用地
1.9万亩，其中低效用地达1.2万亩，未来
的发展空间只能靠‘工改’。”

黄圃镇是中山市的缩影。中山市工
改办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工改”前，中
山土地开发强度已近40%，预计到2035
年，年新增产业用地不到600亩；全市
33.7万亩工业用地中有11.3万亩的锌铁
棚厂房，产业空间有限、土地碎片化问题
严重，导致多年来招商引资项目落不了
地，有的本土企业外迁，工业投资连续多
年在珠三角地区垫底。“我调研看到，低
效厂房里有高耗能、高污染等现象，无论
是从产业空间来看还是从生态保护来
看，都不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山市
委书记郭文海说。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中山吹响“工
改”攻坚铁军再出发的号角，组织万名
党员干部一次次入镇下村开展深度调
研，破困局、开新局。“工改”中，中山跨
镇街谋划智能家电、高端装备等十大主
题产业园区，一园一策推动土地连片改
造。“黄圃镇正积极探索适合家电产业
的改造模式，坚持家电主导、重塑空间，
推动土地碎片变连片、低效变高效。”梁
泳辉说。

中山市把“工改”确立为“一把手工
程”，调动各级各部门资源合力攻坚，创
新推出“村企合作+单一主体归宗”“政府
收储+异地代建”等多种模式，党员干部
走村入户讲政策、点对点破解难题，赢得

广泛支持。
“终于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自己

想建的厂房了。”看着有望明年4月封顶
的智能制造基地，中山市雪乐电器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杨巧英说。雪乐电器扎根
黄圃镇20多年，被列入“工改”第一批搬
迁名单。“腾挪期间外贸订单怎么办？员
工怎么办……工改办的同志以‘一条龙’
服务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杨巧英
说，当智能家电产业园一阶段土地整备
完成后，雪乐电器第一个回迁，开建新基
地，“今年广交会外商来考察，广交会后
海外新客户比往年增加了20%”。

改出新空间，迎来新气象。目前中
山市“工改”项目新招引企业166家、服
务本土企业228家、预计推动新增投资
近850亿元。本土传统制造企业忙增资
扩产、数智化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纷纷落户，中山市的产业格局被重塑。
前三季度，中山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5.3%，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7.2%，增速
均排名广东前列。

■吸引企业回归
“工改”不仅改出了产业空间，更改

写了营商环境，改回了企业信心。
“20年前，我在中山市为买地跑断了

腿，从竞拍到拿施工许可证用了近两年；
而现在拿地即开工，半小时搞定，真切感
受到政府支持项目落地的力度、速度和
温度。借‘工改’我们将打造国内第一个
数字化全预混冷凝燃气壁挂炉生产基
地。”广东昊森集团董事长吴效峰满怀信
心地说。

“过去，有企业家说，在中山市干企
业、办事太难了。我们就是想通过‘工改’
打开缺口，聆听企业家呼声，打造一个全
新的营商环境。”郭文海表示。

记者从中山市工改办了解到，“工
改”前，中山还存在一些不利于企业发展
的政策，审批效率低下、过程繁杂。“工

改”中，中山市果断清理113项市镇两级
的“自捆手脚”政策，出台涵盖空间规划、
土地整备、审批服务等方面的 83项新
政策。同时，中山推出一揽子举措推动
审批提速，使项目批复平均时间从 20
多天缩短至3天，并创新搭建“中山看
地云”平台，开展“云”招商、“云”选地，
形成全产业、可视化、智慧化的产业用地
供需平台。

随着“工改”深入推进，一股企业“回
归潮”在中山涌现。多年前从“灯都”中
山古镇“出走”布局长三角地区的上市公
司欧普照明今年“回家”，将华南总部落
在中山。越来越多企业对中山营商环境
投下“信任票”。截至11月底，中山经营
主体数量已突破61万户，比2022年初增
长近20%，其中制造业经营主体增长超
1.3万户，增长率超12%。

■富民兴村提质
沿河漫步于黄圃镇内的家电产业

园，清澈的河水淌过宽阔的草地。“家电
生产免不了酸洗、喷涂等环节，过去河
畔‘小散乱污’厂房密集，污水横流。如
今，我们沿河留出25米生态空间，园区
品质提升了，也大受优质企业欢迎。”梁
泳辉说。

“工改”不是简单的拆旧建新。中山
市引导全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

既算经济账，又算生态账和健康账，以
“工改”为突破口协同推进产业升级、污
水源头治理和富民兴村，带动各领域高
质量发展。

“工改”以来，中山市已摸排超7万家
工业企业和265个工业集聚区，拆除整
理过万亩用地，推动涉污企业达标排
污。利用“工改”腾出的空间，中山市创
新规划了25个环保共性产业园，将同一
产业链的涉污环节集聚到一个园区，一
口排放、监管，预计将实现超2500家污
染企业聚集发展、高效治污。

“工改”还充实了村集体和老百姓的
“钱袋子”。中山市引入专业评估机构，
评估厂房业主剩余租期并作合理补偿；
同时采取物业补偿与货币补偿结合的方
式进行土地收储补偿，支持新建物业由
村集体持有，并鼓励国资国企“统租统
管”，解决村里长远收益的问题。在黄圃
镇，不少村民从改造项目中获得的收益
达原来低效厂房租金收入的6倍。

秀水长清、富民增收的新景，在小榄
镇绿金湾高端环保产业园成为现实。改
造前，该园区为11万平方米的残旧锌铁
棚，年租金仅3690万元；改造后，园区产
业加速绿色转型，集体物业价值达13.8
亿元，将给其所在的社区每年带来租金
收入约6270万元。

经济日报记者郑杨 张建军

中山智能家电产业园（大岑片区）项目连片改造现场。（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易承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