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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汕头经济特区曾经的探
路先锋龙湖区，正站在“二次创
业”的新起点上。近日，记者采访
了龙湖区委副书记、区长柯延鹏，
共同回顾特区创办以来龙湖区走
过的艰辛历程和取得的不凡成
就，畅谈龙湖人谱写特区新篇章
的愿景。

记者：作为汕头经济特区发
展的“原点”，龙湖是如何起步，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走过极不平凡
的发展历程的？

柯延鹏：1981年11月14日
经国务院批准，在汕头市龙湖区
试办经济特区，范围1.6平方千
米，就是现在龙湖区政府所在位
置的周边这片土地。在当时，30
多个工作人员、600多万元启动
资金，加上一辆破旧吉普车，就是
特区人的全部“家当”。

第一代特区建设者以敢闯、
敢冒、敢拼的精神，以“开发一片、
建设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
的滚动式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建
设规模不断扩大。时至今日，龙
湖区已经从昔日龙湖村旁的荒芜
小沙丘变成今天的汕头市中心城
区、核心商圈，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城乡环境不断优化、交通
建设逐渐健全，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

记者：40年间，龙湖如何找准自身优势，推动经济发展
和产业优化升级？

柯延鹏：特区创办初期，龙湖充分利用巨大的侨乡资
源，鼓励、吸引侨胞回乡投资建厂，兴办了一大批“三来一
补”和三资企业。经过40年的长足发展，已形成六大产业
集群，包括电子信息、印刷包装、机械设备、化工塑料、纺织
服装、生物医药，其中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4个产业集群
产值已超百亿元。当前，龙湖紧抓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发
展，龙湖工业园区4个工业片区日益成熟。今年2月25日，
龙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认定为广东省级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为未来龙湖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平台。

40年间，龙湖经济体量快速跃升，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2年的14.4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522.55亿元，经济社
会发展综合评价连续3年在汕头市各区县中位列第一。
2019年，龙湖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比例位居汕头第一，外贸进出口总额占全市总量的
近三分之一。

记者：龙湖在体制机制改革上向来敢饮“头啖汤”，多年
前就曾打响“24小时内答复”的名片。今天的龙湖在策划
哪些新的改革举措？

柯延鹏：简政放权，加快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龙湖
下一步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举措。最近，龙湖区向街道下
放了区级行政职权545项，包括城管、财政、人社、自然资
源、文广旅体、市场监管等区直部门职权。这次改革，我们
主要做好三件事：一是充分赋权，二是机构下沉，三是深化
细化。

强化镇街“吹哨权”，为基层带来一次资源深度整合的
机会，龙湖区将把此次改革的“下放清单”转为“运作清单”，
将“沉淀的资源”转为“盘活的资源”，打开镇域经济发展突
破口，释放产业空间资源。

记者：站在40年新起点上，龙湖将如何保持改革创新
的锐气，乘风破浪再出发？

柯延鹏：龙湖区将继续发扬特区精神，一是用好改革开
放“关键一招”。目前，汕头正部署开展简政放权、放权强
镇，龙湖将坚持“刀刃向内”，加快职权调整，力争为汕头镇
域经济发展贡献“龙湖经验”。二是抓好创新驱动“重要一
环”，把科技创新平台建设作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新
经济的重要举措来抓，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峥嵘竞秀。三是迈好特区再出发“坚实一步”，坚定“二次创
业”决心，力争将汕头龙湖高新区建成创新驱动发展示范
区、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粤东之‘特’在汕头，汕头之‘特’在龙
湖。40年间，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作为汕头
经济特区发祥地，承担着特区改革发展的历
史重任。”龙湖区委书记林定亮告诉记者，40
年前特区开荒者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仍在流淌，“特区再出发，开创
新辉煌”的新时代号角已经吹响。

敢闯敢试，再当“拓荒牛”

老特区人郑汉杰，干过医生、当过公务
员，20多年前他“下海”创办的泰恩康公司，
如今已成为从潮汕走向世界的医药品牌。

“当时才4个人，一点资金都没有，研发、
生产都不可能，我们就从药品营销切入。”郑
汉杰说，凭着一股拼劲，泰恩康把一个个世界
好药带入了中国，并借此搭建起强大的全国
营销网络。

“企业要发展，不可能永远做代理，一定
要有自己的拳头产品！”2009年，郑汉杰开始
收购药厂，开启了研产销一体化发展的征
程。面对医药市场激烈的同质化竞争，2015
年，泰恩康在山东建立研发基地，实施以创新
药为“塔尖”、改良型新药为“塔身”、仿制药为

“塔基”的金字塔形研发战略。此后，泰恩康
每年推出3个新品种，依托覆盖上千家医院、
7万家药店的销售网络，站稳国内市场，并

“走出去”拓展出东盟市场。
泰恩康走过的路折射着汕头经济特区

40年的发展历程。在林定亮看来，“敢闯敢
试”的龙湖精神与“创新”的禀赋一脉相承。

“龙湖区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积极探索、大
胆尝试，实现了多项全省、全国‘首创’。”林定
亮说，如率先制定出台《汕头经济特区个人独
资企业条例》，成为我国首部独资企业法规；
率先实行“24小时内答复”制度，首开国内政
府机关对企服务承诺先河；在用人制度上推
行任期制、聘任制，率先实施领导干部定期述
职、评议……

“24小时内答复”，这一领先全国的口号
为何会在龙湖喊出？《汕头特区报》原社长陈
泽回忆，1987年4月的一天，报社接到投诉，
称机关办事拖拉。投诉来自在汕头投资设厂
的香港客商陈锡谦。时任特区管委会主任的
刘峰得知后，立即约见陈锡谦，向他征求改善
投资环境的意见。陈锡谦直言，特区要发展，
就必须用服务的观点来搞管理，并提出，管委
会能否带头提出24小时答复的口号？

次日，《口号：24小时答复》的大标题便
出现在《汕头特区报》的醒目位置。汕头经济
特区管委会明确规定，各职能部门对外商询
问的问题都应在24小时内作出答复。由此，
一场从观念到行动的对企服务效率革命在特
区掀起，从而造就了令人称道的投资软环境。

1999年建成的龙湖区行政服务大厅，是
汕头市第一个区县级服务企业综合大厅。如
今，尽管大厅面积在各区县中是最小的，但却
成为机制创新的缩影：推进政务服务“1124”
模式，企业开办时间缩短至1天；“数字政府”
建设打破空间界限，群众“最多跑一次”比率

达99%……
而今，面临“人多地少”发展瓶颈的龙湖，

正以新时代“拓荒牛”的昂扬斗志，用创新谋
求高质量发展：以龙湖工业园区获批省级高
新区为契机，加快打造创新型引领型产业集
群；以高铁站为核心加快建设龙湖中央商务
区，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借广东省政府出
台支持华侨经济文化试验区若干意见之势，
深化龙湖区、华侨试验区“双区联动”……一
项项创新之举陆续实施，龙湖发展蹄疾步稳，
竞争力不断增强。

开放包容，激活特色“新经济”

1988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汕头海
关工作的曹道君回忆，老特区让他体验了多
个难忘的“人生第一”：在龙湖宾馆吃了人生
第一顿西餐，在免税商店买了平生第一条西
裤，在汕头名企海洋公司第一次看镭射电影
……“作为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汕头特区，是经
济发展的先行地，也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的
时尚之窗。”曹道君说。

今天的龙湖，以开放包容精神，再一次激
活了火热的特色经济。

夜幕降临，珠江路美食街热闹起来：美食
店内灯火通明；店内外一台台餐桌座无虚席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城市的烟火气和消
费活力，正在这里慢慢复苏。

将珠江路美食街打造成夜间经济品牌，
是龙湖区加快发展特色经济的重要举措。日
前，该区出台加快夜间经济、旅游经济、庭院
经济、网红经济发展的20项措施，规划在全
区建设若干个文商旅深度融合的特色经济示
范区，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龙湖经验”，打
造粤东特色新经济消费中心。

为了绘制多彩的“龙湖夜”，龙湖区推出
了多项繁荣夜间经济的新举措，包括打造十
大美食夜市、试点夜间公益集市、策划龙湖

“不夜城”主题活动等。每一项措施，都体现
着龙湖的探索精神。就拿美食夜市来说，夜
市上将设置公益摊位和表演区域，定期组织
公益展演，形成“文创集市+文娱演出+美食
文化”的运营模式；龙湖还计划将美食街延至
高铁站，为游客打造“下高铁即享美食”“离汕
头再品潮菜”的舒适环境。

特色村落如何成为乡村的“聚宝盆”？龙
湖区的答案是：激活庭院经济。

走进龙湖区新海街道十一合村的一处老
庭院，只见院中间是一口“潮味”十足的莲缸，
花圃中色彩斑斓的花朵向阳而开，自制的手
工艺品摆放在各个角落……这座别致的庭
院，主人是大学退休教授杨玲和当地知名画
家阿农。“我们对老庭院有很深的感情。”杨玲
告诉记者，听说有朋友在该村租了老庭院作
为画室，他们非常感兴趣，很快也向当地村民
租了一个庭院，成了“新村民”。

十一合村党委委员谢银香介绍，该村
700多座老民居中，有300多座是空置的。
龙湖区因势而谋、顺势而为，将该村作为激活
庭院经济的主阵地。根据规划，龙湖正推动

十一合村等旧村庄修旧如旧，融入艺术元素、
潮汕元素，以打造形成特色村落，并引导村民
发展私房菜、特色种养等项目，让农家小院方
寸之地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聚宝盆”。

聚焦堵点，做好民生“关键小事”

一键按下，无所不包！来到龙湖区，如同
进入了一座没有围墙的养老院。龙湖区首创
的长者呼援服务模式——呼援通公益志愿服
务平台为全区老年人提供涵盖生命救援、生
活护理、家政维修、精神慰藉、法律咨询等18
大类170项居家养老服务，惠及全区1万多
户家庭。

记者来到呼援通服务中心，只见呼叫中
心坐席大厅内，一群志愿者正在耐心接听老
人的电话，系统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来电老
人的姓名、地址等信息，另一块大屏幕上则实
时显示着志愿者在老人家中的服务现场。

“‘呼援通’有困难就上门，一分钱都不收，一
杯茶都不喝。”一位84岁的老阿姨赞许地说。

呼援通平台负责人洪少毅告诉记者，该
平台是龙湖区在2013年全国首个老年节到
来之际搭建的。全区75岁以上老人都可获
得一个应急呼叫装置，大到突发疾病、火灾，
小到打不开网络电视、充不了话费，乃至感觉
孤独、需要心理疏导，都可按下红色的救援键
呼叫即时服务。目前全区75岁以上老人中
约88%都自愿接通了该系统。

“近年来，随着龙湖区人口老龄化加剧，
养老、就医问题日益凸显，区政府聚焦养老
服务的‘堵点’‘断点’，全力培育养老服务新
业态，建好‘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家门口的
养老院’‘星级服务养老院’3个养老院，满
足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需求。”龙湖
区民政局局长林量说，近年来，除了率先启

动长者呼援服务、“银龄安康”行动等民生项
目，还全面铺开教育质量提升“登高行动计
划”，多项普惠性民生事业在粤东地区处于
领先水平。

“龙湖将解决群众关心的‘关键小事’作
为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下一步将统筹财
政资金和民间社会资本，重点解决好居家养
老、公益救助、疾病筛查、就业创业等‘关键民
生小事’。”林定亮说：“站在新起点上，我们将
不忘特区创办初心，努力当好改革开放的重
要窗口、试验平台、开拓者、实干家。”

广东汕头龙湖区：

再当再当““拓荒牛拓荒牛””，，乘风破浪又出发乘风破浪又出发

晚上10：30，龙湖街头热气腾腾的“夜间经济”。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作为汕头经济特区发祥地，40年

来，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在经济社会各

领域积极探索，大胆尝试，实现了多项全

省、全国“首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

成效。而今，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龙

湖继续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正以新时代“拓荒牛”的

昂扬斗志，乘风破浪再出发，用深化改革

和创新驱动争取更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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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湖区首创的呼援通公益志愿服务中心
内，负责人洪少毅向记者介绍长者呼援服务
情况。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城区风貌。 方淦明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