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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中（右小圖）是來廣東發展的第
一批港商。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來

粵後，輾轉在廣州、深圳做陶瓷和出口
生意，現任廣州市政協委員、協成發有
限公司等多間企業常務董事，涉及領域
從房地產、餐飲娛樂到加工出口貿易不一
而足。回首廣東轉型升級風雨之路，他

肯定廣東省委、省政府居安思危主動決
策，借助國際金融危機倒逼之機，內外合力加速

推進轉型升級的謀略和智慧，
他多次強調：「廣東轉型升
級，選對了時機」。　

因勢疏導 成功轉型　
和李建中同期北上廣東

拓荒的港商，最初20年在
這片改革開放率先發展起
來的熱土上投資經營，只
覺商機遍地、市場無限，
卻未覺經濟高速增長中的
廣東也將率先碰到成長中
的煩惱：土地荒、油荒、
民工荒等一系列資源、環
境瓶頸凸顯⋯⋯高投入、
高消耗、高能耗、低效益

的傳統發展模

式將制約廣東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2008年3月，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

洋上任後首次到東莞調研，拋下了句意味深長的
警示：「今天不積極調整產業結構，明天就會被
產業結構所調整」，無異平地驚雷。
2008年下半年，國際金融危機襲來，外貿出口

依存度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廣東，感受到的寒
意更甚。當時借應對危機保增長而反對「雙轉移」
的雜音不絕於耳，不少港商也在此列。汪洋卻對
此給出了最響亮、最堅定的回應：對於廣東來
說，當前的危機，是危中有機，是傳統發展模式
之「危」、科學發展模式之「機」，機遇大於挑
戰。

唇齒相依 粵港共榮
在內外合力中，廣東主動轉型升級。在經濟發

展最為困難的2009年，廣東以調結構來保增長，
實現經濟V形反轉；在經濟環境發展最為複雜的
2010年，廣東堅定不移地推進轉型升級；在2011
年以來歐債危機蔓延的國際金融危機「第二波」
中，經歷過轉型陣痛的廣東顯得更為從容。縱觀
2011年的成績單，生產總值超5萬億元，
連續23年居全國第一，自主創新、
外貿結構、產業結構、區域平衡
等經濟質量指標均逆勢上揚。
近年來內地工人工資

提高、人民幣快速升
值、土地租金和原材料
價格上漲等，都令港商
面臨嚴峻的挑戰。李建
中說，不用政府告訴他
們要轉型升級，他們自
身也會進行調整。在這
個蓄勢自救的過程中，
廣東省2011年由副省長
招玉芳帶去了三十條惠
港措施，並對在廣東轉型升級的港企提供資助，
鼓勵港企出口轉內銷等措施，很大程度提振了港

商的信心。「現在在廣東的
外資，港資還是處在第一位
的。廣東和香港就是唇齒相
依的關係，密不可分。香港
地方小，廣東就是香港的廣
闊腹地，大的資源在廣東，
粵港應抓住這些機會。廣東
好，就香港好；香港好，
則廣東好。」

港商南粵深耕
對於一千年都會

而言，十年不過匆匆一瞥。對於一個辛苦

打拚的商人而言，十年是財富的迅速聚集，更是

大時代變革輝映之下，奮戰商海勇立潮頭的一段

艱辛歷練。過去十年，對於今年63歲的港商李建

中而言，則是他人生半百到年逾花甲之間，調整

事業方向迎接諸多機遇挑戰的又一段奮鬥歷程。

過去十年間，數以十萬計來自香港的李建中們，

把自己用辛勤和汗水澆鑄的人生印跡，深深地烙

在南粵這片富饒的土地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

■夜廣州珠江兩岸燈火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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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獵德橋、廣州塔、西塔等標誌性建築未建，珠
江沿岸是城中村獵德村；十年後，廣州珠江上飛架起獵德
橋，城中村獵德村的改造也煥然一新。

10年前

10年後

早在10年前，廣州就開始了「南拓、
北優、東進、西聯」的步伐，城市空間
結構從單中心轉向多中心，並以亞運為
時間節點，完成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
人居環境綜合整治——耗資近500億元的

「政府一號工程」治水工程基本完成；老
廣州人印象中的爛泥地上，一座靚麗的

珠江新城拔地而起；彰顯都市絢麗風格的
同時，流水井書院群、陳家祠等歷史文化古跡亦
重拾昔日風采。

媲美國際都會 成觀光遊樂園
此外，除了越秀山—中山紀念堂—海珠橋的老

城區中軸線，廣州東站—花城廣場—海心沙—廣
州塔又形成了一條新的中軸線。廣州市城市規劃
勘測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蔡雲楠對此曾不吝言地讚
美道：「即便與巴黎、倫敦等國際大城市相比，
廣州的這條中軸線也毫不遜色。」
「今後親朋好友來廣州，我就帶他們遊新中

軸」，廣州市民廖先生在接受採訪時告訴本報記
者，「第一站當然是去新電視塔登高遠望。」他
所說的，是在珠江邊拔地而起玲瓏靚麗的「小蠻
腰」，目前內地第一高塔，這座曾「靜養閨中」
五年的新地標已經成為外地遊客「雲中漫步」的
觀光樂園。

千年羊城新顏 科學綠色和諧
在珠江對岸高聳入雲的西塔西側，還有兩處造

型獨特的建築物，猶如一個平緩的山丘上置放的
大小石頭，就是耗資13.8億元，總建築面積7.3萬
平方米的廣州大劇院。環顧劇院，外部是幾層銀
灰「鋼甲」的疊合體，大廳也是鋼骨玻璃面的，
展示了它的陽剛之美，而大劇院兩側兩潭三角形
的湖水，則展示了它柔和的一面。「大石頭」是
1800座的大劇場及配套用房、劇務用房、演出用
房、行政用房、錄音棚和藝術展覽廳；「小石頭」
是400座的多功能劇場及配套餐廳。它與廣東省
博物館、廣州市第二少年宮、廣州圖書館共同構

成了廣州市新中軸線上的「四大公共建築」。
在彰顯都市絢麗風格的同時，廣州還相當注重

挖掘城市的歷史文化底蘊。相比內地眾多大城
市，廣州文化底蘊深厚，越王墓、七星崗、五仙
觀、光孝寺、六榕寺等文化遺產遍佈老城區。為
了擦亮這座人文薈萃的千年古城，流水井書院
群、陳家祠、孫中山大元帥府等長期以來被林立
高樓、蔓延高架淹沒的歷史文化古跡重綻光芒。
為了解決「成長中的煩惱」、「成功後的困

惑」，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將發展水平推向新
的高度，廣州市委、市政府在現有的起點上創新
城市發展實踐，努力探索科學發展、綠色發展、
和諧發展的城市發展之路。
2012年7月，廣州市長陳建華在第八屆泛珠三角

省會（省府）城市市長論壇上表示，廣州願意與
泛珠三角各省會城市一道，分享工作經驗，共商
發展大計，履行合作義務，增進兄弟友誼，共同
推動區域城鄉協調發展，共創繁榮發展的新局
面。

03年抗擊「非典」
2003年春季，非典型肺

炎（港稱「沙士」）悄悄襲

擊廣東和全國多個地區。緊

要關頭，廣東當機立斷，

多管齊下，與「非典」打

一場全面的遭遇戰：講明事

實真相，應對搶購風潮，

廣大醫務人員前赴後繼、冒

死救治病人，形成一套檢測、防

治、監控非典型肺炎的有效機制和

高效、順暢的疾病報告體系。

08年奮戰雪災
2008年1月10日起，廣東受到低

溫、雨雪、冰凍災害影響，京珠高

速公路中斷，鐵路運力銳減，民航

運輸受阻，煤電油運緊張，部分地

區受到了凍雪災害，大量返鄉過節

旅客滯留在廣東。省委、省政府號

召廣大鐵路、公交、民航職工、公

安幹警、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在抗災

救災中發揮中流砥柱作用，並為滯

留乘客做好了後勤保障工作。

08年迎金融風暴
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來襲，廣東

為確保經濟平穩較快增長，㠥手謀

劃「新十項工程」，促進擴大內需彌

補外需不足。同時幫扶企業，促進

企業轉型升級，建立新經濟形態，

凸顯化危為機新格局。

10年舉辦亞運會
廣州是中國第二個取得亞運會主

辦權的城市。廣州亞運會設42項比

賽項目，是歷史上比賽項目最多的

一屆。亞奧理事會主席艾哈邁德．

法赫德親王將「非常成功」的評價

送給了廣州亞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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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點滴 激揚飛躍

■中山紀念堂前千人太極扇，再現廣州文化底蘊。 ■廣州新中軸上西塔、廣州塔拔地而起，上演地標群匯演。

新中軸領風騷
廣州塔拔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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