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番禺沙头北海村 老工业基地焕发新活力

在番禺区沙头街有这样一个村落，在近代承担起自强、求富的使命，通过转型升级，带领村

民完成了“华丽”地蜕变，它就是位于沙头街东面的北海村。北海村工业历史悠久，曾经是享

誉广东的老工业基地，经过转型升级后，原来的老工业基地，如今也焕发着新活力。

辉煌一时的老工业基地

作为番禺最早开启近代化工业的区域之一，沙头渡头、北海一河两岸在清末民初时便已出现

大大小小的砖窑作坊，其中在市桥水道北岸的北海至南双玉一带，工场起伏绵延两千多米。

据《番禺县镇村志》记载，这一带有土窑 90 多座，从业人员 2000 多人，年产红砖和阶砖

2000 多万块，是当时古砖瓦业作坊集中的地方。据当年亲自参与这一烧砖工作的村民回忆，

“那时候，砖瓦厂雇佣了北海村村民做生坯、烧砖、装窑等活计，从事这一行业的村民依靠

这一手艺发家致富，日子也渐渐有了起色。”

据悉，北海上南庄在清康熙年间便是红砖产区，原来的沙头砖厂便建在此地。从 1958 年建

立土窑，1965 年建成双门轮窑投产，到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该厂曾一度生产“三角牌”
出口红砖，销往港澳。

图为沙头砖厂

除了建设砖瓦厂以外，1958 年，番禺县人民政府选址北海村近河边处建成番禺水泥厂，该

厂是番禺水泥生产的主要基地之一。水泥厂先后进行几次扩大生产和升级改造，1976 年达

到年产 4 万吨，90 年代初年产量达到 18 万吨，产值达 2300 多万元，辉煌一时。

20 世纪 90 年代的番禺水泥厂

发展模式迎来转变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广州"南拓"步伐的推进，沙头街积极实施"优二进三""腾笼换鸟""招商选

资"等一系列发展战略。因污染严重、耗用土地等原因，政府将北海村的水泥厂、化工厂、

电镀厂等老旧工厂进行拆除，曾经辉煌一时的老工业基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今，在市桥河道北岸，已经看不见原来砖瓦厂、水泥厂等老旧工厂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是

环境优美、天蓝水清的碧道。

漫步在水道边，青山绿水、鸟语花香，有携手相伴漫步树荫之中的老人，也有欢声笑语奔跑

在栈道上的孩子，群众脸上的笑容真切地诠释了良好的生态环境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幸福感，

昔日化工污染区实现了华丽转身。

沙堤路(市桥水道北岸)

市桥水道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1 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北海村淘汰了原先落后粗放、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

济发展模式，依托本村传统农业种植的经验与优势，通过将土地发包、物业出租用于水果批

发、大排档、商业等领域来增加集体收入，探索出了一个“农业+第三产业”的特色发展模式。

北海村，是番禺区重要的水果批发基地。2011 年 3 月，北海村投资人民币 2800 多万元、建

设占地面积 1.2 万多平方米的水果批发市场综合大楼正式竣工。综合大楼为一幢二层建筑，

高 12.7 米，占地面积 4687.53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420 平方米，首层为商铺，二层为副食

品仓库、市场。2021 年，北海村水果批发市场共出租了 110 个铺位，村民通过物业出租、

土地发包，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地改善。据悉，北海村人均收入位列沙头街首位。

北海村水果批发市场



北海村水果批发市场

如今，北海村将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了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实现了老工业区的华

丽转型，谱写出了新时代北海村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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