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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遠豐富的資源為產業發展提供良好基礎。清遠在發展生態產業，尤其

是在發展旅遊產業有㠥三大優勢，一是休閒旅遊，二是體驗旅遊，三是養生

旅遊。通過多年的建設與打造，清遠市旅遊業已經率先發力，在打造生態產

業上先行一步——目前清遠市已形成了「親情溫泉、激情漂流、閒情

山水、奇情溶洞、熱情民族」五大各具特色的旅遊品牌。旅遊配

套設施也越來越完善，五星級酒店有十家。清遠的農副產品也越來

越純正，清遠雞、北江魚享譽海內外。

2011年，清遠由「中國溫泉之鄉」升格為「中國溫泉之城」； 佛

岡縣被廣東省政府授予「廣東省旅遊綜合改革示範縣」；佛岡縣、陽

山縣榮獲「中國最具投資價值旅遊強縣」稱號；連州市入選「2010年

度最受歡迎省內遊目的地」；連州地下河景區成功創建為國家5A級景

區，並榮獲「2010年度最受歡迎景區」稱號；清新縣被廣東省自駕旅

遊協會評為「華南自駕遊最佳目的地」。

2012年，清遠將繼續發揮區位、交通、環境和資源豐富等優勢，打

造港澳及珠三角休閒度假首選地、國際健康養生旅遊示範基地、廣東體

驗探險目的地、嶺南歷史文化弘揚示範區、南方自駕遊基地示範市；力爭今

年達成接待國內外遊客2,860萬人次、旅遊總收入183.22億元的預期目標，促進清

遠由旅遊資源大市向旅遊經濟強市轉變，由「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向「國際旅遊城市」

邁進。

清遠產業未來：加快發展「幸福導向型產業」
清遠的產業伴隨㠥經濟的騰飛而興起。經過多年的發展，清遠的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初步建成了建材

陶瓷、再生金屬、機械裝備、製鞋皮革、電子信息、農副產品加工等支柱產業，產業發展的載體日趨堅

實。目前，清遠擁有三個省級產業轉移工業園，一個省級經濟合作區和一批市級重點園區，產業發展的基

礎較為紮實，發展的動力強勁、勢頭較好。

去年，清遠制定了《清遠市主體功能區規劃綱要》，把全市劃分為重點開發區和生態發展區兩大區域，指導

不同區域比較優勢、選擇合適的產業發展，推動各地有區別、高質量的發展。在去年底，清遠市還初步制定了

《清遠市產業發展規劃（編）》（2011—2020年），計劃對產業進行全面調整和佈局。

那麼究竟什麼樣的產業更適合清遠呢？也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首提的「幸福導向型產業」給出了

答案，汪書記希望廣東大力發展健康服務、節能環保、休閒旅遊、文化創意等幸福導向型產業，引導轉型升級的方向。

何謂幸福導向型產業？是指以滿足人由生存到發展的多元幸福訴求為導向，以健康、綠色、時尚、智慧為特徵的新興產

業。清遠市委書記葛長偉在省黨代會後表示，幸福導向型產業中的健康服務、節能環保、休閒旅遊、文化創意等產業，「清

遠既有基礎，也有條件和優勢，發展潛力巨大，特別是我市三連一陽地區，生態環境良好，只要保持良好生態，堅持從容發

展，三連一陽也一定會迎來發展的春天。」

幸福清遠：清遠既做橋頭堡 也不放棄後花園
清遠市委、市政府目前對清遠的定位是「南融北拓橋頭堡，水秀山青後花園」。對此，清遠市委書記、市人大主任葛長偉表示，現

在對清遠的完整定位是「既做橋頭堡，也不放棄後花園」，過去由於歷史客觀原因，清遠的產業發展主要是資源型產業和基礎產業為

主。從今以後，清遠要圍繞「環珠三角高端產業成長新區」的目標定位，落實省政府批覆的主體功能區規劃綱要，走生態文明發展

之路，既做「橋頭堡」，又繼續當好珠三角的「後花園」。這就要求清遠必須走科學發展的道路，探索出一條生態型的發展道路。

十年磨一劍，厚積薄發的清遠在此明確定位下必能一飛衝天。 本版圖片提供：清遠市旅遊局、清遠日報社

作為廣東地域面積最大的地級市，

清遠市目前緊緊抓住「橋頭堡」戰略，

在「十二五」期間發力追趕全省發達地

區，而在廣東省新出台的粵北地區經濟

社會發展規劃綱要中，清遠也定位為全

省發展生態產業的地區。可以說，清遠

市委書記葛長偉提出「南融北拓橋頭

堡，水秀山青後花園」正是清遠「十二

五」期間厚積薄發、加快轉型升級發展

幸福導向型產業的精準定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謝西玲、羅高

清遠旅遊率先發力生態產業先行一步

■晚霞中的飛來峽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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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橋頭堡」戰略，就是將清遠建設成為內地省份與珠三
角地區經濟往來的橋樑和紐帶。換言之，就是讓清遠成為

讓內地欲進入珠三角、珠三角欲走向內地、內地與珠三角商貿交
流的重要場所。「橋頭堡」戰略的內涵十分豐富，涵蓋綠色經濟
發展、新型城市化、文化強市建設、立體交通網絡建設、經貿交
流平台建設、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新興市場開拓、大民生建設等
方方面面的內容。
在不少投資者眼裡，清遠具有「珠三角的區位，山區的成

本」，土地資源豐富、人力資源充足，是內地通向珠三角和港澳地
區的橋頭堡，也是承接港澳地區和珠三角企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陣
地。經過多年的發展，清遠已有了較為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產業基
礎，一大批帶動性強的重大項目正在實施，再加上正處於城市化
和工業化快速發展階段，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發展和消費拓展的
潛力很大，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十分強勁。去年清遠全市生產總
值增長幅度達到14.5%，在廣東省21個地級市增長速度排在第三
位。經濟總量接近1300億元人民幣；清遠市城鎮居民收入也大幅
度增加，增長幅度達到12%，農民人均收入增長幅度達到15.8%；
今日之清遠，已到了「一變傾城」的臨界點。

交通優勢：
「五縱三橫」對接大廣佛

清遠位於珠三角與粵北山區的結合部，是粵湘桂「三省通
衢」，是接受港澳和珠三角輻射最前沿，也是廣東與內地市場連接
的經濟走廊。市區距離香港、澳門200公里左右，距省會廣州市中
心50多公里，距廣州新白雲國際機場30公里，市區已基本融入珠
三角一小時經濟圈，距離東莞、肇慶等珠三角城市也只有100公里
左右。清遠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區位條件十分優越。
「三省通衢，廣納四方」及「橋頭堡」發展戰略的提出和實施
對清遠產業的發展是一件極為有利的事情。
清遠交通便捷，境內京廣鐵路、武廣高鐵、京港澳高速公路、

廣清高速公路、清連高速公路縱貫南北，大小北江通達港澳，形
成了「水、陸、空」齊全的立體交通網絡。正在規劃建設中的廣
樂、二廣等高速公路以及連接清遠的珠三角城際軌道，將使清遠
區位優勢得到進一步提升。特別是廣清輕軌開工建成後，清遠與
廣州的「同城效應」將充分顯現。
還不止這些，「十二五」期間清遠市可望提前兩年實現「縣縣

通高速」目標，形成6條高速公路雙向42個車道對接大廣州。「十
三五」期間，清遠市將建成總里程1166公里、總投資規模1000億
元的「五縱三橫」高速公路網，並形成大市區環城高速公路。屆
時，高速公路密度將接近珠三角地區水平。

生態資源環境優勢：
水秀山青後花園可從容發展
清遠是廣東省自然生態環境最優越的地區之一，全市林業用地

面積達139.07萬公頃，森林覆蓋率達66.5%。優美的自然生態環
境，被譽為珠三角的後花園，「中國優秀旅遊城市」、「廣東旅遊
四大美人」等稱號也讓清遠美名遠揚。今年，清遠明確了生態發
展的新定位——水秀山青後花園。有此定位，清遠完全可以從容
佈局，精心發展。
清遠市長江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生態環境是清遠

最寶貴的資源，也是最大的競爭優勢。絕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
換取產業的發展，絕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要通過推進現有
產業的污染減排，淘汰落後的生產工藝，將寶貴的環境容量，留
給資源消耗少、技術含量高、環境效益和經濟效益好的項目。
資源優勢是發展的基礎，清遠不但具有優越、獨特、不可複製

的自然資源，還擁有悠久、豐富、多元化的歷史人文資源，這為
清遠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清遠主城區的山水條件得天獨厚，完全有條件建成全省最美的

城市之一。清遠不僅將環境優勢作為造福本地居民，吸引外地人
的資本，如今也在打環境的牌，發展環保等產業。清遠土地資源
豐富，可開發面積達5000平方公里，目前開發強度為4.9%。清遠
地處南嶺山脈金屬成礦帶，是廣東省的主要礦產市之一，已發現
有60種礦產，各類礦藏工業總儲量達10億噸以上，瓷土儲量豐
富，為全國三大陶瓷原料生產基地之一，也是中國稀土礦儲量最
多的地區之一。
人文資源方面，清遠文化融廣府、客家和壯族、瑤族等少數民

族文化於一爐，深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在改革大潮中魅力綻
放、姿態萬千。在連南瑤族自治縣，成立了「廣東省瑤族文化研
究基地」，全面展示「瑤族舞曲的故鄉」的風情魅力，打造特色瑤
族文化品牌，提升瑤族文化產業競爭力和影響力。目前，該縣已
確立構建具有連南民族特色的科學產業體系，全力打造「民族文
化勝地」、「世界瑤族文化藝術之都」的發展目標。

■清遠市長江凌（左三）在基層調研■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前排中）、省長朱小

丹（前排左）調研清遠三農工作。

■生態良好的原始森林

■民族特色濃郁的瑤族居民

■漂流是清遠幾大旅遊資源之一

■清遠豐富溫泉資源

■清遠市委書記葛長偉（抱嬰者）基層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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