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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经济”东风吹拂江门台山

一座希望之城冉冉升起

广海湾区，黄
茅海畔。一座希
望之城正冉冉升
起。

在75年的奋
斗历程中，江门台
山步伐坚定、成果
丰硕：

——经济实
力持续增强，新兴
产业蓬勃发展，企
业纷至沓来；环境
越来越美，绿水青
山成为发展底色；
民生保障日趋完
善，公共服务体系
日益完善，群众
“触手可及”幸福
生活……

——首批国
家县域商业建设
行动“示范县”和
“领跑县”、“四好
农村路”全国示范
县、平安中国建设
示范县、中国“十
大田园城市”……

奋楫者先，勇
为者成。站在新
征程上，江门台山
整装待发。深中
通道已经开通，黄
茅海跨海通道将
在年内建成启用，
“大桥经济”东风
正劲吹，江门台山
将乘势而上，奋
勇争先，朝着“千
亿强县”的目标努
力迈进。

这是一座活力之城！近年来，江门
台山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以做大做
强制造业助推高质量发展。

今年3月成功下水的“台山1号”，其
总长103米、总宽31.5米、型深12米及设
计吃水10米，拥有约3万立方米的包围
水体容积，不仅标志着省内首个获得中
国船级社（CCS）认证的大型养殖装备的
诞生，也彰显了江门海洋牧场装备的新
高度，激发海洋经济新活力。

江门台山在现代化海洋牧场这片新
兴领域的探索中，展现出不懈的努力与
决心。自去年起，江门台山便积极布局，
从重力式深水网箱建设，到与中山大学
联合成立海洋发展优势种业与智慧养殖
联合研发中心，再到逾万公斤章红鱼良
种的投放，以及“台山1号”的正式“上
岗”，每一步都见证了江门台山建设海洋
牧场，逐梦深蓝的努力。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已然成为江
门台山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是推进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更
是其经济迈向更高质量、更高效率、更可
持续发展路径的生动写照。过去五年，
江门台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从2019年
的452.2亿元到2023年的547.4亿元的
跨越式增长。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江门台山工业经济实现了质的飞跃。近
年来，在“工业振兴”工程的引领下，江门
台山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从2020年
的247家增长至目前的330家，工业总产
值与增加值也分别实现显著增长。特别
在2022年、2023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连续两年位居江门首位。

本地制造业企业专注于练好“内
功”，以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做，致力提高核心竞争力。2023年，江门
台山培育高企数量73家、存量超200家，
并新增92家省创新型中小企业。

江门台山经济活力迸发。当下，深
中通道已开通，黄茅海大桥成功合龙，

“大桥经济”东风吹到了台山。为了更好
地乘上这股“东风”，江门台山正全力以
赴打造高质量发展主战场——广海湾经
济开发区和台山工业新城两大核心平
台。

广海湾经济开发区紧紧抓住与香
港共建港邑绿色产业园的机遇，依托丰
富的能源优势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打造
能源双碳产业园，并加速推进临港装
备、高新材料、生物医药三大专业产业
园的建设。这些举措不仅为香港的科
创成果转化提供了有力支持，也为广海
湾经济开发区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而台山工业新城则深化与广佛深莞
等周边城市的产业合作，充分利用省、江
门市的产业转移政策，建设优质承接产

业有序转移主平台。通过不断完善基
础设施配套、提升产业服务水

平，加强与中山三乡等地
区的合作共建，台山工
业新城正逐步建立起
一个产业集聚、创
新驱动、绿色发
展的现代化园
区。

与 此 同
时，江门台山
稳步优化营商
环境。出台促
进民营经济发
展壮大二十条
措施，推出“线上

全程网办，线下全
城通办”服务，中小

微企业诉求快速响应
平台在去年全部办结

1350宗企业诉求，154名专
员常态化服务工业企业。

这是一座奋进之城！谋思路、打基
础、求突破，江门台山在发展的道路上
不断奋进，每一步都凝聚着智慧与汗
水，书写着全新的发展篇章。

“百千万工程”作为广东的“头号工
程”，江门台山积极响应“百千万工程”
号召，精心谋划部署，高位推动落实。
去年4月，台山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
及办公室揭牌成立，标志着台山正式吹
响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号角。通
过建立常态化运作机制，推动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江门台山迅速确定了实施

“百千万工程”的“路线图”。以17个镇
（街）、317个行政村（社区）为主体，全
面部署推进“十大行动”，并成立江门地
区首个“百千万工程”专家智
库，为江门台山的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与此同
时，17个镇（街）也因
地制宜制定本区域
行动方案，结合
实际走好特色
化、差异化发展
之路，为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特别是在
县域商业建设
方面，江门台山
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去年，在获评
第一批国家县域商业
建设行动“示范县”之
后，台山再次获评第一批国
家县域商业建设行动“领跑
县”，成为广东省5个上榜区（市、县）之
一，也是江门市首个上榜的区（市、县）。

为了满足群众的消费需求，台山在
消费环境建设方面下了大力气。精心
打造多个商贸核心区，以台山商业城、
台西路步行街、天岭购物广场等为代表
的老商圈焕发新活力，而东部新城区和
南部新城区分别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商
圈。在乡镇层面，江门台山也着力发展
乡镇商贸中心，成功打造一批设施完善
的乡镇商贸中心，充分满足群众“一站
式”购物需求。同时，随着电子商务的
蓬勃发展，江门台山积极盘活乡镇和农
村的闲置资产，引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营销大户站点等资源，成功打通线上和
线下渠道，为乡镇发展注入新动能。

此外，江门台山力促全域旅游发展，
乡村旅游成为热门选择。2023年，
江门台山迎来旅游业爆发式增
长，全年接待游客人数及旅
游收入均实现显著增长，
分别达到542.27万人
次和40.51亿元，增
长率高达 126.77%
和92.7%。

其背后的原
因，不仅有赖于独
特的自然资源和
良好的生态环境，
更有影视行业的助
力。去年，电视剧
《狂飙》的火爆，让台
山的知名度飙升，越来
越多的游客通过屏幕认
识了江门台山。

随着文旅产业不断发展，江
门台山将独特的自然资源与现代产业
有机结合，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和吸
引力的旅游景区（点）。在川山群岛、
那琴半岛地质海洋公园等滨海景点，
游客戏水冲浪，感受浓郁椰风海韵；在
梅家大院、海口埠等侨味景点，游客品
读历史，感受侨乡魅力；在斗山镇浮石
村、水步镇草坪村等乡村景点，游客流
连忘返，感受乡村风情……全国各地
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这座城市有了
源源不断的“流量”。

这是一座幸福之城！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江门台山的巨变，体现在百姓的生
活中，每一位群众都能切身感受到城市
的进步与温度。

千古百业兴，先行在交通。江门台
山深知交通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因
此，近年来，坚持将农村公路的“建管护
运”协调发展作为推动城市进步的主抓
手。通过持续努力，至2023年底，农村
公路总里程已达到2117.7公里，县乡道
中等路以上比例高达90.2%。四通八达
的“四好农村公路”，不仅方便了群众出
行，更成为“幸福路、致富路、平安路”。

江门台山因此获评第四批“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县。

交通的改善为城市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而城市面貌也
需要不断更新。江门台山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
机，大力推动老旧小区改
造。通过编制《台山市老
旧小区改造“十四五”规
划》，精准绘制老旧小区
改造“施工图”，并创新实
施“3+”模式，即“政府主
导+社会参与”“群众意愿+

设计先行”“党建引领+典型
带动”三种新模式。这些模式

的推行，加快了改造的步伐。截
至2023年底，台城街道17个老旧小

区启动改造，其中8个已完工。
在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江门台山

还特别注重打造特色商业区和激活社
区经济新业态。以台城环南老旧小
区为改造示范区，结合人工湖及周
边环境，设计了特色商业区、宜
居生活区、滨水景观区三大区
域。通过推进“基础类、完善
类、提升类”三类改造，吸引
年轻人群回归旧城区创业发
展。一些小区改造后新增
了创意轻食、咖啡烘焙、服装
体验、个性定制等商户，有效
激活社区经济新业态。

江门台山的变化还体现在
高品质新居住示范区（以下简称

“高品区”）建设上。位于台城城区
东南部的西湖工业区是台城老牌工

业园区。以“三旧”改造为主要抓手，
2022年11月，江门台山逐步对

西湖工业区进行改造，正式
启动建设高品区。短短两
年时间，区域内主要交通
干道西湖路全面升级，
台山中心图书馆试开
放，新宁中学李树芬
校区和台城二小林荣
源校区启用……城
市高质量发展成效显
现。随着高品区的建
设不断推进，这里未来
将成为金星社区的一

部分，助力台山市首个
“未来社区”建设，打造城
市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品

质生活的新平台。
城市环境的整体优化，极大地

提升了城市的品位。社会治理的完善
同样也为城市的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近年来，江门台山不断创新开展楼事会
多元共治模式，健全居民参与小区自治
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楼事会
321个，登记成员超900名，在制定楼宇
文明公约、协商设施建设、调解矛盾纠
纷等方面迸发出新活力。通过动员群
众参与业委会、楼事会等组织，越来越
多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这是一座文明之城。
人居环境美起来、乡风民风好

起来、文化生活亮起来。在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文明乡风建设尤为
重要。自去年11月起，江门台山
便如火如荼地开展五大农村精神
文明创建行动，涵盖了村庄清洁、
农房风貌提升、乡村文化空间营
造、文旅特色村镇建设及移风易俗
深化治理等多个方面。通过建立
县、镇、村三级紧密联动机制，正逐
步勾画出“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长
长久久”的美丽乡村图景。

每月15日，江门台山的街头
巷尾都会有一群手拿垃圾钳、扫
帚、灰斗等工具的忙碌身影。他们
既有党员干部，也有普通群众。清
积水、种树木、扫垃圾……通过他
们的共同努力，村庄环境日益改
善，居民生活愈发舒心。

自去年下半年起，台山探索每
月固定时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行
动，并逐渐建立起“村庄清洁日”机
制。特别是在乡村地区，在党员干
部的带领下，群众纷纷拿起工具，
全面清理房前屋后、村庄道路以及
沟渠周边环境。这些“红马甲”，成
为绿色大地上最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台山所有行政村均已达到干
净整洁村的标准，村庄保洁覆盖面
和生活垃圾处理率均达到100%。

乡村面貌要焕然一新，既要塑
形更要铸魂。江门台山

在文化阵地建设上
同 样 不 遗 余

力。全市建
成 335 个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中心
（ 所 、
站），
并 整
合街区
商 圈 、
书店、服

务窗口、
科普基地等

资源，延伸建
成文明实践点

10个，实现县、镇、村
三级全覆盖。
与此同时，江门台山还注重党

的创新理论的传播。通过“红色讲
堂”“党史故事我来讲”等志愿宣讲
活动，以及“百姓宣讲团”行动，让
党的声音传遍每一个角落。特别
是“音乐党课”这一精品范例，更是
深入街道社区、田间地头，为群众
送去了理论、政策、故事、文化与文
艺，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移风易俗，成风化人。江门台
山还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法治德治
精神、乡村振兴要求等融入村规民
约，321个村（社区）全部完成修
订。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婚俗改
革、文明祭扫等理念渐渐在乡村群
众心中扎根。

文明乡风建设的温度，还体现
在老年人服务中。为了满足老年
人的用餐需求，特别是乡镇老年
人，让他们能安享幸福“食”光，江
门台山探索多形式的老年助餐模
式，并大力推进长者饭堂建设。如
今，江门台山已有20间长者饭堂
投入运营，实现镇（街）全覆盖。这
一举措让老年人在热乎的饭菜中
品尝到了幸福的味道，以“小服务”
彰显“大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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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台山持续推进江门台山持续推进
高品区建设高品区建设，，城市人居城市人居
品质不断提升品质不断提升。。

台山每月固定时间开台山每月固定时间开
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展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渐逐渐
形成形成““村庄清洁日村庄清洁日””机制机制。。

台山是江门的海滨台山是江门的海滨
度假胜地度假胜地。。 陈方欢陈方欢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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