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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刘元春分析，“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经济

实力将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发展的含金

量将进一步提升”。

“高”在哪里？

近日，《新民周刊》记者在广东中山采访时发现，该市“工改”

颇受瞩目。所谓“工改”，全称是“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

自“工改”以来，中山全市范围内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 3.1

万亩。2023 年 12 月的统计数字显示，当年中山拆除整理超 1.7

万亩低效工业用地，提前完成年初制定的 1.5 万亩任务目标。

回看这些“工改”之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曾经为当

地经济发展带来过不错的收益，甚至可以说带来过很大的收益，

也一度成就了中山“制造业之都”之名。原因在于——改革开

放之初，自港澳地区转移到珠三角腹地的相当一部分来料加工

等产业，就落户中山。比起国际大都市香港来，当时城市化率

较低的珠三角，有着许多廉价土地。与此相比，一些企业当时

本在香港从事生产，其购买或者租用的是“工厦”，也就是多

层甚至高层的楼宇用于制衣厂等之用，很难扩大再生产。而港

澳商人到内地后，当时哪怕感觉基础设施不健全造成交通不便，

却也能在珠三角腹地迅速放大产能。

在经历了颇为粗放又快速的发展阶段以后，珠三角面临自

身的产业升级。这些上世纪最后二十年兴建起来的厂房等等，

已经不适应当下企业的建筑需求。拆除旧厂房，对区域土地通

过不同方式厘清产权归属等，然后统一规划，使得这些土地能

够完成一次蜕变。多处现代化园区拔地而起之际，诸如广深高

铁、中山—南沙—虎门城际、深茂铁路、深江铁路等等，以及

港珠澳大桥、即将建成通车的深中通道等等，已经将从珠江口、

狮子洋，到伶仃洋的东西两岸紧密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各地也

有许多交通方式深度串联。在中山，诸如明阳电器、华帝股份

等本土头部企业纷纷通过“工改”实现增资扩产，欧普照明、

建华控股等外迁优质企业选择回归中山、继续投资制造业。

随之而来的，则是中山的产业配套及服务体系继续不断完

善。例如，中山成功推动了古神公路与古镇快线互通立交工程、

阜港东路水厂至山嘴段 DN400 水泥管改 DN600 管工程、110 千

伏大岑输变电站等 28 个“工改”基础设施项目动工建设等等。

高质量发展当然不仅仅在于拆旧建新。比如上海这样的一

线城市，城中老房子不可能统统一拆了之。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如何判断留、改、拆，又如何将留下的老房子、老街区变得更

宜居宜业，各区都在不断探索。

以长宁区为例。该区早在“十二五”末就率先完成了二

级以下成片旧里的改造。接下来的任务，主要不在动拆迁了。

2023 年，长宁本着“解忧纾困”的考量，在基本完成全区 24.6

万平方米非成套房屋改造的基础上，根据全上海“两旧一村”

改造的部署，启动了里弄房屋卫生设施、小梁薄板房屋等改造，

力争五年内全面完成。与长宁区相近，普陀区目前重点围绕“安

居、宜居、乐居、美居”四个方面，深入推进住宅小区各项居

住民生工程，将集中精力推进“小梁薄板”不成套房屋改造。

针对解决“悬空老人”上下楼问题的老房子加电梯工程，普陀

区提出，将之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起来，形成“规、建、管”

一体化、全周期、可持续的工作机制。

改造老屋是为了市民有更好的生活状态，而城市景观、风

貌之提升，同样让生活更美好。长宁区推动中山公园百年公园

与华东政法大学百年校园融合开放，2023 年上半年中山公园 1

号门区域全面打开，游船码头投入运营。这让上海市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硅酸盐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陈立东感觉特别

欣慰。陈立东在长宁区华阳路街道辖区工作了 20 多年。20 年前，

作为长宁区人大代表的他多次提出“打开中山公园围墙，让市

民走进公园”的建议，但受到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实施。“如今，

经过几代长宁人的努力，中山公园围墙终于打开了，我也圆了

一个老代表的梦了。”陈立东说。艺术愚园、人文新华、静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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