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江慎诺

石岐街道仙湖新村，如今被纵横交

错的脚手架与绿色防护网包裹成“城市

蜂巢”。“目前，仙湖新村片区老旧小区改

造工程项目（以下简称‘仙湖新村旧改项

目’）进度差不多达到25%，预计今年12

月全部完工交付。”5月13日，中交路桥

建设有限公司仙湖新村旧改项目工作人

员梁梅兴介绍，项目采用穿插式施工方

式，改造效率翻倍提升。他身旁，进出运

送建筑材料的货车不断，不远处，还有机

器作业的微微轰鸣声传来。

仙湖新村旧改项目于今年2月正式

进场开工。该项目涉及建筑面积约为

30.82万平方米，包括129栋建筑、3223

户居民。仙湖新村旧改项目以“逸仙串廊・

运动社区”为主题开展改造，将联动逸仙

湖公园打造绿色家园，构建环形跑步道

搭建休闲空间，升级运动设施激发社区

活力，整合存量空间激活空间业态，为居

民打造一个洁净如新、“五脏俱全”的活

力小区。“到时候，路新、建筑也新，社区

里还将有‘老年之家’等嵌入功能性设施

和适配性服务。同时，备受大家关注的停

车难问题也将得到缓解，实现车在楼下

也有‘家’。”梁梅兴说。

■将新增超500个停车空间
“盼了好几年，终于到我们小区了！”

提起仙湖新村旧改项目建设时，仙湖新
村居民杨温尧嘴角止不住上扬。杨温尧
已在仙湖新村住了将近10年。这几年，他
看到洪家基、白水井等片区小区经改造
后外立面焕然一新、看到松苑横街小区
经改造后有了香山长者饭堂，好生羡慕，

“我们也想改，也想这里变得更加漂亮，
设施设备更加完善。尤其是停车问题，整
个小区大概就 50来个停车位，回来晚了
根本没得停。”

听到有人提及停车问题，仙湖新村
旧改项目代建工程师龙孟希立刻做出回
应，“以后就不用担心了，这次改造将新
增超 500个停车位，还将预留充电桩 70
多个，几乎全部建设在楼栋之间，你们下
楼就能开上车。电动车也设计了 30多个
带雨棚的充电桩。”龙孟希坦言，仙湖新
村楼房间距大，因此改造空间相对较多。

他们将把楼栋间利用率不高、美观度不
足的绿地改建为停车空间。根据群众意
愿，原来的篮球场也将改建为生态智慧
停车场。

环境面貌改善、公共空间焕活，是仙
湖新村旧改项目的一大亮点。“充分考虑
居民运动需求后，我们主要以运动设施
为节点升级现有资源。其中，位于社区中
心区域的仙湖社区党建文化主题公园被
作为全民健身中心进行改造，保留原有
的凉亭、廊架，建设羽毛球场、乒乓球场、
儿童活动场、康体器械等多种运动空间，
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运动需求。同时
周边还将建设健体广场、长者乐园等，并
建设一公里长的社区慢行跑步道，把一
个个开放空间连接起来。”龙孟希还透
露，除了系统调整植物种植，增设“口袋
花园”，让居民楼和公园景观相得益彰，
仙湖新村目前的破损道路也将不复存
在，统一换上沥青新装。

■让群众当上“设计师”
仙湖新村旧改项目改造范围为石岐

街道仙湖新村及周边小区（包括凯达员
工宿舍），东至湖滨路，南靠逸仙湖公园，
西至永全街，北至员兴街。建设内容包括
楼梯和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建筑外立面
改造、屋面整修、无障碍及适老化设施改
造、小区道路整治、给排水设施改造、供
配电和照明设施改造、智慧设施提升改
造、环卫设施改造、消防安全提升、小区
风貌、公共空间改造、停车设施整治以及
老人服务设施改造等配套工程。

“这些几乎都是群众‘投票’选出来
的改造重点。”梁梅兴边走边介绍，2023
年 7月、8月、9月，他们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对仙湖新村片区居民开展问卷调
查，收回有效问卷 175份。根据意愿调查
结 果 ，群 众 对 项 目 改 造 支 持 度 达
98.86%。结合居民意愿调查以及仙湖新
村现状问题，仙湖新村旧改项目列出了
改造清单，涉及建筑本体修缮、基础设
施改造、小区环境整治、服务设施提升
等 22项具体内容。

仙湖新村旧改项目建设过程中，每
位居民都是监督员。记者在仙湖社区党

建文化主题公园等多处施工现场看到，
每个现场都挂有一块蓝色告示牌，上面
不仅写有工程概况、施工总体平面图等
内容，还写有管理人员及监督电话。“施
工前我们就挂上去了，方便群众有意见
建议随时联系我们。”梁梅兴透露，施工
占道是群众常向他们反映的问题，每次
他们都接诉即处理，进行多方协调解决。
为了进一步加快施工效率，项目改造采
用穿插式施工。这边做雨污分流，那边就
做外立面修缮，另一边就做停车空间改
造，交叉进行施工。

仙湖新村的建筑大多建于 20世纪
80、90年代，多数为无物业小区。依托本
次改造采用的“施工+运营”模式，施工
方将提供两年的物业服务，实施专业化
物业管理，对小区公共设施设备进行日
常管理和维修养护等。同时，还计划利
用小区底层闲置用房、小区共有用房设
置便利店、助餐、抚幼、家政等设施，增
加长效经营性收益，以维持社区后期设
施维修、环境维护等开支，实现社区长
效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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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岐仙湖新村旧改项目预计12月完工

将新增超500个停车位

仙湖新村旧改项目进行中。 本报记者 江慎诺 摄

“现在不走数字化道路，以后可能无
路可走！”中山市浩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国强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紧迫
感。该企业位于古镇镇古一村。作为中山
唯一入选广东省数字乡村建设试点的村
（社区），古一村从村务管理到企业生产，
数字化试点蹄疾步稳。

5月6日，在古镇镇顺康大道古一新兴
广场，中山市鸿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包
慧鸿早已投入工作。一进办公室，他顺手
打开空调，紧接着拉开墙上 25块电子看
板。这些看板如同车间的“千里眼”，实时
展示着电子报工、物料状态、产品优良率
等数十项数据。

“这些看板直连工厂车间，每时每刻
的数十项指标一目了然。”包慧鸿介绍道，
以前手工报单不仅繁琐，还容易出错，经

常导致交货延迟。去年，公司对流程进行
数字化改造后，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包慧鸿带领记者走进公司的数字化
智能化生产车间。“车间去年投入运行，
现在正在进行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很快
就能完工。到时候，整个车间只需保留两
到三名技术工人。”包慧鸿介绍，公司服
务对象包括木林森和佛山照明等企业，
考虑到这些客户对产品良品率要求极
高，公司不惜投入重金进行数字化智能
化升级改造。

与鸿旗科技仅一路之隔的中山市浩
强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预计今年 6月底前
就能完成数字化 2.0 改造，实现仓储、工
单、生产、出库等全流程数字化管理。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奋力前
行，村委也没有闲着。记者采访时，古一村

党委副书记苏焕钦正准备和同事前往古
一乡村振兴促进会座谈，座谈的重要议题
正是数字赋能“百千万工程”。这个促进会
由30多位退休老干部和热心企业家组成，
别看人数不算多，却在村里的发展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用数字
技术为大家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好环
境。”苏焕钦介绍，去年底，在市政务和数
据局的支持下，古一村投资建设了“古一
村智慧社区平台”。平台配备9个前端感知
设备，如同村里的“电子卫士”，24小时不
间断监测，一旦出现高空抛物、垃圾堆积、
占道经营等异常情况，AI系统能迅速识
别，并通过平台自动派单，通知附近的网
格员及时处理。

今年 4月，古一村又利用大数据启用

了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在村辖区内 18个
路口安装 31台智慧停车道闸机后，长期
霸占车位的“僵尸车”消失了，乱停乱放的
现象也大大减少，辖区交通通行效率显著
提升。

除了改善村居环境，古一村还积极为
企业发展助力。村里整合商圈资源和灯都
古镇的产业链，打造了全国首个村级“原
产地供应链线上线下服务平台”，并定期
组织灯饰照明产业链对接会，让上下游企
业能够直接沟通合作，不用再四处奔波寻
找商机。

从企业车间到乡村街巷，古一村的
数字化试点正从规划逐步变为现实。在
这里，数字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
为村民便捷的生活体验、企业高效的生
产经营。 本报记者 卢兴江

管企治村都有“数”古镇镇古一村数字化试点蹄疾步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