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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新会区打造三个万亩承载、千
亿体量的现代化产业园区，推进“园镇融
合、区域一体”现代城镇发展，新会区政协
提案和联络委员会携政协2024年重点提
案《关于加强园镇融合，推动产业园区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联合有关政府部门先
后到区内各产业园区、各镇街，以及深圳、
中山、佛山等地实地调研，并组织召开5次
专题协商会议，最终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新会区构建交通新会区构建交通““内畅外联互通内畅外联互通””新格局新格局，，助力园助力园
镇融合镇融合，，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司前镇产城融合党群服务中心于司前镇产城融合党群服务中心于20232023年年
1111月正式启用月正式启用，，成为当地成为当地““圩镇客厅圩镇客厅””新地标新地标。。

三江镇聚焦三江镇聚焦““区镇一体区镇一体、、园镇融合园镇融合””，，全力打造的银洲全力打造的银洲
湾科创产业园已成为深江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湾科创产业园已成为深江产业合作的重要载体。。

2024年，新会区积极抢抓新机遇，以北部新会智
造产业园、中部深江科技新城、南部银湖湾滨海新区为战
略支点，深入推进“园区再造”工程，稳步提升三大“万亩千
亿”产业园区发展质效，使得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
市前列。

10月30日，新会区政协召开第十六届常委会第十四次
会议，就“加强园镇融合，推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开展
专题议政，强调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是新会区立足千亿
GDP再出发的强劲动力，加强园镇融合是打造“强区
强镇富民兴村”高质量发展新会标杆的重要抓手，
建议有关部门探索以产业聚集人气，以人才促
进城镇发展的新途径，推动园区高质量

发展。

调研报告指出，新会园镇基础设施持续
完善，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省道S384大
圣线建成通车，便利大泽镇与共和镇的往来
交通。凤山湖园区跨线桥串联司前镇前锋
工业园、高速出入口和圩镇，有效提高园区
生产生活便捷性。粤澳（江门）产业合
作示范区整合新一代电子信息产
业园、新财富电镀基地、威立雅
PCB园区等区域，打造具有
领先水平的国际节能环保
产业集聚地。中创新航江
门基地项目落地新会智
造产业园凤山湖园区，带
动新会一中附属凤山湖
中学、新会实验小学附属
小学先后进驻园区，有效
满足企业员工子女教育需
求。新会区人民医院—司
前人民医院凤山湖门诊部
今年9月投入使用，为园区和
周边群众提供便捷医疗和急救
服务。此外，珠西新材料集聚区所
在地官冲村，预计投入近2000万元，用
于打造中心公园和开展“一河两岸”改造工
程，以村企、园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共
建共享，促进园镇高度融合。

调研报告同时认为，新会区坚持“抓项
目、建平台、优环境”并推，举全区之力按“组
团发展、产城融合”标准，加快统筹推进北部
新会智造产业园、中部深江科技新城、南部
银湖湾滨海新区建设，项目加速汇聚，积蓄
了强劲动能。各镇级产业园区如司前镇前
锋工业园、罗坑镇子营山龙珠食品工业园、
三江镇银洲湾科创产业园加快转型升级，正
成为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在充分肯定新会区在加强园镇融合，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成效的同时，调研报告
也指出了存在问题。如，部分园区企业生产
规模小、产业集聚效应低，新支柱产业未形
成健全的产业链条；园区发展和园镇融合缺
少人才支撑，技能人才供需存在结构性矛
盾，人岗匹配度不够高，校企合作欠缺深
度。报告特别指出，产业园区作为产业集聚
的载体，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衡量标
志，承担着集聚创新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推
动城市化建设的责任，但目前，新会区各产
业园区的商业配套、生活配套和社区配套不
足，无法满足企业员工、当地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

建机制 探新路策
对

以产聚人 以人促城

“高新科技产业发展对群众创业增收、城市
快速发展，乃至产城园镇融合，都是非常重要
的。以产业聚人气，以人才促进城镇发展是实
现产园融合，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
径。”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提出，要立
足“工业振兴”“园区再造”，锚定深耕制造业沃
土，打造大湾区西翼制造中心的长远目标，科学
规划园区，以精准招商聚人气。

“我们建议紧扣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
战略定位，抓住深中通道开通拉近珠江口东西
岸距离的重大机遇，坚持总体规划与部分规划
相结合，注重长期规划、中期规划和近期规
划有机结合，科学合理地制定长效计划、总
体安排。”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建
议，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
引，加强统筹协调盘活低效用地，以“一企一
档”“一企一策”的方式制定实施低效工业用
地整治提升方案，确保园区转型升级和产业
链延伸工作有序推进，实现“产业园就是产
业链”，并以人口的集聚效应推动园区上规
模、城镇化。

以人提产 以产创城

“各类型的人才是推动现代产业发展、推进
现代城市城镇建设的重要力量。”新会区政

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认为，推动园
镇融合，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

人才是重要因素之一。要贯
彻落实人才强区战略，以弘
扬和培育工匠精神为核
心，以壮大技能人才队
伍为目标，持续实施优
惠措施，吸纳和培育人
才。

“按照新会区委十
四届七次全会提出的

‘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体
制机制一体改革’要求，

集中资源打造更多引才
聚才‘强磁场’，构筑形式多

样的人才施展才艺平台，不断
激发人才的产业创新积极性。”新

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提出，要
以人才引领产业经济和城镇发展同步提升和
融合，特别是持续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
才高地建设，建设更多科创基地，为人才提供
充分的创新空间、政策资金和资源支持，通过
人才孵化新技术并转化运用到产业生产中，为
产业园区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以城引人 以人兴产

“推进城镇化是推动区
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
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
升级的重要抓手。目
前，我区北组团主动
与蓬江、鹤山、开平融
合；东组团抢抓深中
通道通车重大机遇，
全方位、深层次、高
频度对接深圳；南组
团主攻港澳合作，推
动粤澳（江门）产业合
作示范区打造大湾区
先进制造业和国际节能
环保产业集聚区，实现了
质效‘双提升’。”新会区政协
提案和联络委员会提出，统筹
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
面振兴，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
融合水平，以推进现代城镇化反哺特色产业发
展。

“当前，我区各大产业园区，大都是以高附
加值主导产业为主的高新科技园区。这些园区
与相关镇域紧密相邻，甚至就在城镇当中。但
同时，这些园区大都因为周边基础设施不完善，
以致远离城镇生活应有的‘烟火气’，变成生活
的‘孤岛’。”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建议
相关职能部门加强产业园区生活配套服务保
障，打破园区与城镇间的“壁垒”，使园区与城镇
自然和谐相融，以优质的生产生活环境聚拢更
多人气，拉动第三产业发展，推动园镇真正融
合。

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委员会建议，
要锚定“首善”定位，紧扣新会区委提出建
设更高水平的“一园三中心”“突出产城融
合，打造城乡协调、园镇融合的活力之都”
等要求，以更得力、更有效的措施破解产
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

用好改革“关键一招”
持续激发发展动力

“产业园区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阵
地，改革创新是提升发展质效的关键。与
各镇之间的协同不够紧密、产业配套服务
不完善、资源配置不够优化，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产业园区的发展。”新会区政协常委
冯培枝建议，要坚持“一盘棋”思想，积极协
调解决企业诉求，实现“一对一”专人负责、

“面对面”精准指导、“点对点”全面覆盖；要
坚持“一条线”，凝聚合力园镇共建，探索实
施“镇园合一”改革，着力构建权责匹配、精
简高效的镇园协同机制；要坚持“一条龙”
服务，持续激发园区发展活力，加大人才培
养和引进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
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到产业园区发展。要
加大对园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为园区发展
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产业园区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载体。建议推动工业园区指挥部扁平化
管理，进一步下放职权，提高指挥部的决
策和实施效率，加快专项资金的使用，促
进园区众多工程快速铺开，尽快见效。”新
会区政协常委、民进新会区委员会主委林
海顺认为，推动园镇深度融合，有利于进
一步盘活镇村土地、房产、旅游等资产资
源，建议同步开展低效园区、低效企业、

“空心村”整治，腾挪产业空间，形成连片
工业用地，为各个园区的扩园做好准备，
更好地实现“园区再造”。

合理优化园区布局
推动园镇“双向奔赴”

“目前，我区划定工业用地控制线超
6666公顷（10万亩），有效支撑产业项目
落地。各大产业园区均有详细规划覆盖，
部分园区目前正结合发展战略，进一步优
化园区用地布局，提高园区公共配套设施
的服务水平。”新会区自然资源局副局
长李耀龙建议，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
发展工程”为抓手，全方位在各城镇、园区
合理优化空间和布局各类服务行业，推动
园镇和谐融合。

“例如，交通方便的前提下，考虑在城
镇中心引入中高档的商住、餐饮等产业；
在园镇的结合部布局教育、医疗产业；在
园区内合理建设住宅小区、购物超市、公

园等。”李耀龙表示，要提升产业
园区生活配套服务水平，满

足产业园区企业职工生
活需求，实现“下班即
生活、出门即休闲”。

新会区政协
委员，区工业园
区管委会党组
副书记、主任钟
键鑫在专题议
政中回应，银
湖湾滨海新区

（区工业园区）
联合管委会将
从推动产业园区
共建共享、推进

基础配套设施建
设、增进项目招引落

地成效，以及促进服务
水平提档升级这四方面发

力提速，加快推动园镇融合。
一方面，优化各“万亩千亿”产业园

区指挥部与各属地镇在资源调度、议事决
策、成果分享等方面的机制建设，以深江
经济合作区为试点，探索建立多层次共建
共享机制和“产业飞地”“反向飞地”利益
分享机制，加快构建交通互联、园区共建、
产业互融、设施互用、成果共享的发展格
局。另一方面，全力推进基础配套设施建
设。依托江门八镇联动、区镇经济一体化
发展等大平台，与各属地镇政府协作推进
各产业园区的配套设施建设，以更高水
平、更齐配套、更优服务满足企业的生产
经营及其员工的工作生活需求，推动园镇
融合。

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
委员会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社会和法制委员会
联合到睦洲储能产业园一期联合到睦洲储能产业园一期
调研产城融合调研产城融合。。

建实言 促落实商
协

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新会区政协提案和联络
委员会到珠西新材料集聚区委员会到珠西新材料集聚区
调研园镇融合调研园镇融合。。

文/图 冯瑶君 武有

江门日报讯（记者/简家琳 通讯员/新会宣）“我
们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每一刻，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激
发更多人对广场舞的兴趣，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中
来。”11月10日晚，“舞动侨乡，乐享健康”第三届侨乡
杯广场舞大赛在新会人民会堂圆满落幕，12支来自五
邑地区的舞蹈队伍参加决赛。

据了解，第三届侨乡杯广场舞大赛于11月8日拉
开帷幕，来自新会、蓬江、开平等地的28支舞蹈队伍汇
聚一堂，经过多轮比拼，12支队伍脱颖而出，晋级总决
赛。比赛中，参赛队员们身穿鲜艳的服装，踏着欢快的
节奏，在舞台上尽情舞动。他们的表演风格多变，舞蹈
编排创意十足，有的展现了新会深厚文化底蕴，有的展
现出我国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有的激情澎湃、动感十
足。现场观众被表演深深吸引，喝彩声此起彼伏。

“这12支队伍的表演有活力、有激情，都展示了矫
健的身姿和昂扬向上的侨乡气质。”本次大赛评委、五邑
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舞蹈系主任张友元频频点赞。

经过激烈的角逐，当晚的大赛最终评出一、二、三等
奖以及最佳人气奖、团队风采奖等。其中，来自新会区
的金葵舞蹈团凭借其精彩绝伦的节目《葵乡乐》摘得桂
冠。“我们表演的是葵扇舞，展现了新会特色文化。我们
将继续努力，为传承和弘扬新会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
量。”金葵舞蹈团副团长谭丽瑜表示，将继续努力，把广
场舞推广给更多人。

第三届侨乡杯广场舞大赛圆满落幕

新会特色葵扇舞
摘得桂冠

江门日报讯（记者/简家琳）“东风村是我的故乡，
这张《绿美东风村》让我特别有共鸣。”11月12日，在新
会区美术馆“我是林小青 绿美新会共参与”绘画优秀作
品展区内，前来参观的市民梁敏清表示。据了解，现场
展出“我是林小青 绿美新会共参与”绿美主题作品创作
大赛的92幅优秀绘画作品，将持续展出到11月22日。

据悉，“我是林小青 绿美新会共参与”绿美主题作
品创作大赛由新会区林长办、新会区教育局联合主办，
面向新会全区中小学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征集绘画、
短视频作品。活动共征集到200件绘画作品、38件短
视频作品，充分展示参赛者对绿美家园的热爱、对绿美
生态的理解及对保护生态环境的思考。经过专家评审，
共评选出绘画作品一等奖12件、二等奖32件、三等奖
48件；短视频作品一等奖7件、二等奖10件、三等奖8
件，以及“优秀指导老师”21名。

“我的作品就是介绍新会小鸟天堂的绿美景色和小
鸟天堂鸟类的栖息地，我想通过这个视频让更多人认识
新会的小鸟天堂，了解新会的绿美文化，并把关爱鸟类
这种精神传递下去。”短视频（高中组）一等奖作品作者
阮晓晴说。

“我的作品是《大美新会——一‘绿’成长》，它左边
是蕴含新会丰富历史的旧建筑，右边是充满科技元素的
新建筑，都体现了新会的美。”绘画（初中组）一等奖作品
作者梁倬婧说。

绿美主题作品创作大赛优秀作品展出

描绘大美新会

江门日报讯（记者/任晓盈 通讯员/张淑祯） 11月
7日，新会技师学院联合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举行新会
陈皮风味菜研发交流活动，围绕新会陈皮创新研发特色
风味菜。

交流活动中，来自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烹饪教师
和新会技师学院的师生一起探索如何将新会陈皮巧妙地
融入各式菜品。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烹饪教师卢恩鹏首
次尝试研发陈皮菜品，他精心烹饪了“锦绣炒陈皮鱼松”，
金黄酥脆的鱼松与回甘的陈皮相结合，产生丰富的口
感。卢恩鹏表示，为了这次交流活动，他提前做了很多功
课，“我们从前辈的经验中获得灵感，不断努力探索，希望
接下来可以跟新会技师学院继续围绕‘陈皮入菜’开展深
入交流探讨，为粤菜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当天还举行了新会陈皮特色菜品鉴交流会，围绕院
校合作交流、粤菜师傅人才培养、新会陈皮产业发展等
内容进行交流和探讨。

据了解，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是我省首批高水平技
师学院之一，与新会技师学院签订了校校合作框架协
议。下一步，新会技师学院将贯彻落实广东省技工院校
协作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有关部署，积
极加强与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的合作交流，致力打造“新
会陈皮+粤菜师傅”品牌，推动“人才链+产业链”同培育
共发展，为“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贡献力量。

新会广州两地院校开展交流活动

携手推动“陈皮入菜”

江门日报讯（记者/黄胜 通讯员/邹景云） 11月9
日，新会区总工会红娘工作室在今古洲体育文化公园举
办“会聚良缘 心动邂逅”未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50名
25-38岁的新会区企事业单位未婚青年职工参加活动。

趣味拔河、传情达意、两人三足……在集体趣味活
动中，青年职工增进默契；在晚宴自助餐上，青年职工互
相交流，加深了解；在心动小游戏“趣味投喂”“爱的搬运
工”中，青年职工碰撞出爱的火花。

“我是一名辅警，平时工作比较忙，交际圈子也比较
窄，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感谢新会区总工会组
织的活动，让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在破冰游戏中，我
对一位女嘉宾产生了好感并添加了联系方式，希望在后
续的交流中能有机会更进一步。”新会青年职工阿斌说。

据悉，新会区总工会红娘工作室2022年5月成立，
致力于为新会区未婚青年职工搭建一个放松、愉悦的交
友平台，目前已有500多名未婚青年职工注册登记。今
年以来，新会区总工会红娘工作室已累计举办各类交友
联谊活动18场，近600名职工受益，促成68对青年职
工成功“牵手”，4对新人领证登记。

“接下来，新会区红娘工作室将继续举办各种形式
联谊活动，传递正确的婚恋观，助力新会区单身职工早
日找到合适伴侣。”新会区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主任吴
灏远表示。

新会区总工会举办交友联谊活动

帮助未婚青年职工
成功“牵手”

聚焦发展新优势，做实深江合作
大文章，以更加主动积极开放的姿态
拥抱“大桥经济”，是新会区当前工作
的重中之重。全力打造三大“万亩千
亿”产业园，进一步深化园镇融合，营
造良好营商和人居环境，是吸引并留
住企业，推动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关键一环。在新会区政协第十六届常
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新会区政协委
员、职能部门负责人就如何推动产业
园区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