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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在今年5月的一次內
部講話中說：「（廣州）走新型城市化發展道路，是廣州

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創新性實踐，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
是一項促進廣州大發展的『自選動作』」。

謀變源於勇於尋找差距正視缺點
廣州勇於做出這樣的「自選動作」，源於廣州新一屆領導班

子勇於查找自己的差距，正視自己的處境和各種不足。
從全國來看，2011年，廣州的GDP已經達到了12,303億。

位居全國第三，相當於香港的78.1%、新加坡的73.3%、台灣
的40.8%。但身後的深圳、天津、蘇州、重慶正在緊緊發力追
趕，廣州離第二位的北京（16100億）還有幾個身位，但身後
的追兵僅落後半個身位了。

從廣州市自身的問題來看，新型城市化發展是破除廣州
「增長停滯魔咒」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積極探索。推
進新型城市化發展，也是解決廣州「成長中煩惱」和「成
功後困惑」的必然選擇。廣州主要領導充分認識廣州在綜
合實力、城市管理、生態環境、體制機制等方面與世界先
進城市仍存在一些差距，首先是城市核心競爭力差距。無
論是產業競爭力、人才競爭力，還是環境吸引力方面都有
差距。產業方面，雖然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為61.5%，但香
港早在2009年就高達92.6%、新加坡也高達72%。其次是城
市文化軟實力差距。廣州雖然是歷史文化名城，但與世界
文化名城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再次在城市國際影響力上也
有差距。廣州在城市功能、城市地位、城市形象等方面都
與世界先進城市有很大的差距。英國「全球化與世界級城
市研究小組」報告（GAWC），將全球城市分成7個層級，
廣州只位於第6個層級，美國《對外政策》的全球城市指數
排名中，廣州僅列57位。

與此同時，廣州各種城市病，像土地接近極限、生態水城
隱憂、垃圾圍城之困、空氣質量不佳、交通擁堵等都突現出
來。在民生問題上，萬慶良書記也在一個內部講話中坦承，
廣州公共服務供給與日益增長的需求是不匹配的，公共服務
資源配置也是不平衡的。像全市25家三甲醫院，絕大部分集
中在中心城市，花都、從化、增城等郊區沒有一家。

站在世界高度謀劃廣州「新型城市化」
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本身就是一次創新實踐，沒有現成模

板可以「複製黏貼」，這要求廣州上上下下必須解放思想，大
膽創新，衝破固有思維定勢，打破傳統路徑依賴，找準工作
的「爆破點」，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新局面。

這樣就需要廣州各級領導和幹部具有世界級的視野，為
此，萬慶良書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站得多高，看得
多遠，高度決定了看問題的準確性。你站在北京路來看廣
州，你看到的是傳統商業；站在『小蠻腰』上來看廣州，高
度不一樣，那就要用世界眼光、全球視野來看廣州優勢在哪
裡，差距在哪裡。古人說，『居高聲自遠』，廣州要按照汪洋
書記報告中所要求的以世界眼光、全球視野來定位廣州的發
展。只有以世界先進城市為標準，廣州才能有更高的定位，
走上更高的發展平台。」

為實現這一目標，自今年2月起，廣州市黨政領導班子兵分
16路，奔赴國內外十餘城市考察，為新型城市化發展「探
路」。這次號稱「全市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習考察調研活動歷
時半年多，不僅有各種學習調研，還有幾場全市主要領導都

要參加的「頭腦風暴」，這一行動大大提升了廣州幹部幹事創
業的「精氣神」。如果把廣州比作一架機器，那麼廣州市的各
級領導幹部就是這架機器上大大小小的「總開關」。「總開關」
好用，「機器」運轉就順暢；「總開關」生㢛，「機器」運
轉就會停滯。我們欣喜的看到，在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實
踐中，各級「總開關」們都以一種主人翁的責任意識，對自
己「一畝三分地」的目標、問題和對策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和
把握，從「要我走」到「我要走」，從「催㠥走」到「主動
走」，從「慢條斯理走」到「快馬加鞭走」，這樣就不僅進一
步理清了廣州新型城市化的基本內涵，還仔細思考了制約廣
州科學發展的「九類問題」。

未來發展綱領：「1+15」政策體系
以建設海珠生態城為示範，開創城市發展新形態，塑造高

品質的都市核心區；建設南沙新區，加快粵港澳新合作平台
建設；三個重大突破抓緊推進，打造產業內涵發展的新高
地；推進城鄉一體，打造城鄉融合、協調發展的新廣州⋯⋯
凡此種種，都是廣州以智慧和勇氣謀求發展空間的創新之
舉，可以說都是全市範圍的歷經半年多的學習、調研活動後
轉化而來的豐碩成果。此外，廣州市還擬出了《關於全面推
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決定》等「1+15」系列政策性文件草
案，並在九月底提交廣州市委全會審議表決通過。

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的政策體系，包括1個
主體文件，即《中共廣州市委、廣州市人民
政府關於全面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的決定》，

《關於建設國際商貿中心的實施意見》等15個
文件為配套。

15個配套文件主要分為五個模塊：一是經
濟模塊，包括國際商貿中心、推進「三個重
大突破」、推進產業提升工程、推進科技創新
工程、建設智慧廣州、推進人才集聚工程實
施意見共6個文件；二是社會模塊，包括推進
民生幸福工程、創新社會管理加強社會建設
實施意見共2個文件；三是文化模塊，就是培
育世界文化名城實施意見1個文件；四是城市
建設與管理模塊，包括推進低碳發展建設生
態城市、推進城鄉一體工程、加強規劃引領
節約集約用地實施意見共3個文件；五是政治
建設模塊，包括推動民主法治建設、建設廉

潔廣州、推進黨建創新工程實施意見和決定共3個文件。
據悉，「1+ 15」系列政策性文件出台後，將成為廣州當

前乃至今後一個時期新型城市化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此次
全會與會者超千人，創歷史之最，而特邀的700多位村鎮街
道主官的參與，也將為系列政策文件注入更多來自基層的
聲音。

城市化發展「路線圖」——「建設理想城市」
「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的總目標，就是把廣州建設成為人民

滿意的理想城市。」今年九月，廣州市委書記萬慶良繪就了
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的「路線圖」。為實現這一總目標，廣州
新型城市化發展主體文件分階段、分領域地提出一些具體目
標。明確到2015年，新型城市化發展實現大提升，科學發展
實力顯著增強，民生福祉顯著改善，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率
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國家中心城市建設邁上新台階。

而遠景目標是，到2020年，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實現大跨
越，基本實現經濟發展、城市發展、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轉
型升級，產業競爭力、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
全省宜居城鄉「首善之區」示範作用充分發揮，國家中心城
市功能全面增強，努力邁進世界先進城市，把廣州建設成為
經濟低碳、城市智慧、社會文明、生態優美、城鄉一體、生
活幸福的理想城市。

廣州新型城市化發展決策諮詢專家委員會委員、廣東省政
府參事陳鴻宇教授對這一路線圖和總目標也頗為感慨，他認
為：「國內不是沒有城市做城市化發展政策，但廣州推進新
型城市化發展，是真正朝㠥國際先進城市方向走，不是為了
GDP，而是追求城市與人的全面發展，讓人們過上更美好的
生活。」而新型城市化發展政策體系的構建，「體現了廣州
市委、市政府三個自覺：歷史的自覺、理論的自覺、政治的
高度自覺。」陳鴻宇說。

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廣州在推進新型城市化發展中，最根
本、最核心的就是毫不動搖地堅持低碳、智慧、幸福的城市
發展理念。由此理念出發，未來的廣州不僅有各種新的標誌
性建築，還會進一步融合嶺南自然、歷史、文化、傳統的內
涵特色，打造新廣州「山、水、城、田、海」一體的世界級
歷史文化名城的新姿。我們相信，在新型城市化理念的宏大
座標下，嶄新的氣象正在從雲山珠水之間升起。

■五彩斑斕的廣州街頭景色

■集生態科技於一體的廣州科學城 李偉新攝

■
中
共
廣
州
市
委
書
記
萬
慶
良
︵
左
三
︶
參
觀
城
市
規
劃廣州踐行科學發展

借力「新型城市化」謀求蝶變
廣州踐行科學發展
借力「新型城市化」謀求蝶變

■
中
共
廣
州
市
委
書
記
萬
慶
良
︵
左
三
︶
視
察
代
表
廣
州

產
業
制
高
點
的
生
物
島

《2010年建設幸福廣東綜合評價報告》顯示，在珠

三角9城市中，廣州以84.32分位列綜合指數第一位。

這是繼2011年廣州成為「中國最具幸福感城市」、城

市生活質量指數在全國30個大中城市中名列第一

後，廣州又一次在幸福評比中獨佔鰲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西玲

如何讓城市的幸福指數落實到每一個市民的衣食住行，如
何讓居住在這裡的人們共享一座城市的幸福，是這座國家中
心城市未來很長一段時間需要承擔的重任。省委常委、廣州
市委書記萬慶良以「幸福廣州的美好藍圖」為題做出了圓滿
的解答。他認為三個發展理念，低碳經濟、智慧城市、幸福
廣州三位一體，可作為廣州的發展定位，「今後廣州要建設
成什麼樣的城市？ 經濟是低碳的，環境是生態的，城市是智
慧的，生活是幸福的。」

低碳城市建設促市民生活方式改變
垃圾分類回收、中水回收利用、電梯節能、立體綠化、太

陽能節能燈⋯⋯各式各樣的低碳設施開始進入社區，廣州市
今年將投資400萬元建設6個低碳社區。廣州市發改委已為廣
州設節能專項資金6000萬元和節能產業發展資金1000萬元，
大力支持節能低碳項目和工程。推行低碳經濟，其根本意義
是建設一個更舒適、更綠色、更生態化的城市。通過發展低
碳經濟，降低排放水平、加快淘汰落後產能、優化產業結
構、構建綠色經濟體系、營造優美的城市環境，把廣州建設
成為宜居的花城、綠城和水城。為引導全民低碳習慣和建設
低碳廣州的氛圍，廣州還將出台《廣州低碳城市建設規劃綱
要》，制定低碳城市指標體系、評價體系和專項行動計劃
等，以制度化引導全市共建低碳城市、共享綠色生活。另據
了解，廣州還將在「低碳」監管上動真格。目前廣州已全面
實施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和審查制度，並成立專門的
節能監察執法隊伍——廣州市節能監察中心，對生產、建
設、交通、居住、消費等領域進行全方位節能監察。按照相
關規定，廣州已建或新建的所有固定資產投資項目都需要經
過節能主管部門進行節能審查。其中，新建固投項目凡未進
行節能審查，或節能審查未獲通過的，項目審批、核准機關
不得審批、核准，建設單位不得開工建設，已經建成的不得
投入生產、使用。

今年，廣州將在全市啟動一批示範試點。包括在珠江新
城、白雲新城、中新知識城、南沙等新開發區域打造若干低
碳示範區；同時將醞釀創建一批低碳城市綜合體、低碳產業
園區、低碳學校、低碳社區、低碳醫院、低碳機關、低碳飯
店、低碳家庭等品牌，示範帶動低碳經濟發展。另外，醞釀
多時的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也將在近期正式啟動運作，並計
劃將廣州碳排放權交易所逐步建成國內領先、國際先進的碳
排放權交易所。 廣州正在推進的低碳社區就是典型——廣州
市正推進越秀區都府、三眼井，天河區中海康城、電子五
所，海珠區龍武里，番禺區金山谷等六個低碳小區建設。廣

州市發改委官員稱：「節
能不只體現在工業領域，
也體現在生活中。通過生
活方式的改變，促進節
能」。為了讓低碳社區更
快普及，此次選擇的6個
社區分為三種類型：一種
是沒有圍牆的傳統社區，
依靠街道居委會志願者來

推進；二是依靠地產商來推進建築節能；三是以單位、機構
為核心推進。

據廣州市發改委主任潘建國介紹，根據國家和省下達的任
務，「十二五」期間，廣州市能耗水平要在2010年的基礎上
下降19.5%，年均下降4.25%。 從倡導首個「低碳日」，到天
然氣能源走進千家萬戶；從垃圾分類試點走向全市垃圾分類

「總動員」；從「退二進三」到綠道網絡、「森林進城」的
建設；廣州已逐漸顯現青山碧水藍天的宜居城市風貌。

智慧廣州以改進民生服務為出發點
今年，廣州市《政府工作報告》把建設智慧城市作為年度

重點工作之一。廣州作為國家電信網三大通信樞紐、因特網
三大核心節點和三大國際出口之一，信息化綜合發展指數達
到0.946，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實現向智慧廣州躍升，
全面推進智慧廣州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廣州市正在推進一批智慧廣州重點示範項目，其中開展了
智慧社區試點，確定了越秀、天河、海珠、番禺為第一批廣
州市「智慧社區」試點單位。

據了解，越秀區十大「智慧工程」已完成了項目需求調
研，資金落實，選址、方案編制等工作，進入了項目實施階
段；天河區華新智慧社區試點實體服務站正進行調試與試運
行；海珠區已完成智慧社區試點現狀和需求調研；番禺「智
慧社區」電子巡更項目已投入試運行。

新加坡著名智慧城市專家李林為廣州支招時所講：「要將
民生服務作為智慧廣州出發點」。廣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
長吳奇澤介紹說，創造智慧廣州新生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智能人文教育，智能生活環境，低碳人居環境。在智能人文
教育方面，要創新智能化教育模式，創新文化傳播渠道；在
智能生活方面，要推動智慧生活行動、智能家居工程、智能
綠色樓宇示範工程和智能社區工程；在低碳人居生活環境方
面，要建設智能水網工程，動態環境感知監控工程等。

吳奇澤還介紹：五個「一」示範工程已先試行，主要是指
一卡、一頁、一庫、一台、一城。一卡是社保市民卡；一頁
是在今年4月開通了市民網頁；一庫是城市海量信息資源
庫，這個海量信息庫每天都有40多個部門在交換數據，有十
幾個部門，如國稅、地稅、公安、國土房管局等每天都在應
用這個數據庫；一台是城市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管理平台；
一個天河智慧城，作為智慧城市的示範區。

說起廣州市智慧城市建設的具體目標，廣東省委常委、廣
州市委書記萬慶良以「智慧樹」形象地描繪了「智慧廣州」
生機勃勃的發展藍圖。這棵特別的「智慧樹」以智慧型基礎

設施為樹根，以智慧型技術為樹幹，以智慧型產業為樹枝，
以智慧型應用為樹葉，使智慧城市這棵參天大樹枝繁葉茂。

幸福廣州從破解民生難題入手從社區出發
「建設幸福廣州」是從破解民生難題入手的。
從2010年起，廣州首次將十大民生實事列入政府工作報

告，且將以往排在後面的民生工作提到前列。民生至上理
念，逐漸滲入「羊城血液」。

在去年十件民生實事逐一兌現後，廣州今年再次亮出十件
民生實事，涵蓋物價、社保、醫療、學前教育、住房保障、
就業、山區扶貧、交通、社區服務、文體活動等十個市民普
遍關心的領域，像籌集保障性住房4.5萬套，新增解決1.5萬戶
家庭住房困難問題，資助建設100家平價商店，發放6萬張職
業技能培訓券等，並且上述實事件件都具體可感可觸可量
化。記者從廣州市財政局官方網站了解到，今年前三季度，
廣州市財政支出方面重點保障各項民生支出和社會事業支
出，1-9月落實十件民生實事支出就達126.52億元。

要建幸福之「城」，必先立幸福之「人」。隨㠥城市社會轉
型和企事業單位改革深化，現在越來越多的「單位人」變成
了「社會人」，以前由單位統一解決的生老病死等各種問題
都轉到了社會，而早幾年社會管理和服務又沒有及時跟上，
還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發展的形勢要求和滿足市民群眾的服
務需求。

正如萬慶良書記指出的：「社會管理千頭萬緒，服務是核
心」。 到2012年上半年，廣州市每個街道至少建成1個家庭綜
合服務中心，到2015年，全市街鎮實現家庭綜合服務全覆
蓋，讓市民群眾各種需求和問題都能在街道、社區得到接
納、回應和解決。2012年內，將完成全市131個街道「一隊兩
中心」(綜合執法隊、政務服務中心、綜治信訪維穩中心)機構
組建及人員整合工作。

社區是「社會人」生活的主要承載地。廣州有1491個社
區，「幸福指數」高不高，與社區生活和諧不和諧息息相
關。社區服務搞好了，「社會人」能夠有效變成「社區
人」，構建和諧社會就有了基礎保證，建設幸福廣州就有了
基層平台。廣州在加強社會建設、創新社會管理的工作中，
準確地選擇了以社區管理和服務作為切入點突破口。今年9
月，《廣州市創建城市「幸福社區」試點工作方案》出台，
方案中提出，將結合廣州城市社區特徵，將社區劃分為地緣
型、單位型、單元型、綜合型、轉制型五種類型。從今年10
月至明年3月，在全市選取26個試點社區開展「幸福社區」創
建工作，建成一批具有示範作用的「幸福社區」，推動幸福
廣州建設。

要將民生幸福作為最高追求
細細梳理近年來廣州解決民生熱點的細節與脈絡，不難看

出其理念昇華：城市發展的價值取向是人民幸福。廣州正在
通過惠民之舉，向㠥幸福城市逐漸靠攏。

在今年廣州兩會上，新任廣州市長陳建華所作的政府工作
報告中15次提及「幸福」，他明確表示「要將民生幸福作為最
高追求」，這正是廣州之幸，市民之福。

■精彩的馬戲表演得到遊客熱捧

■廣州市市長陳建華(右二)出席廣汽A股上市儀式

■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簽約儀式

■安全快速的武廣高鐵

■四通八達的廣州地鐵

■A380讓廣州和世界溝通更舒適方便

■廣州的港口

破解民生難題不斷「亮劍」廣州打造「低碳智慧幸福之城」

■迷人的廣州夜景■廣州城風貌

當廣州亞運焰火消散，小蠻腰

從世界的注目中淡出之際；當廣州

從「創文」成功的喜悅中冷靜下來

之後，這個有㠥2226年歷史的華

南名城下一步要去往何處，成為了

大家關注的焦點。而早就成竹在胸

的廣州新一屆領導班子，亮出了答

案——那就是要進一步踐行胡總書

記的科學發展思想，借力「新型城

市化」謀求十年蝶變。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西玲

本㜫內容：文匯教育 娛樂新聞 戲曲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