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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寧中關村國家雙創示範基地展示已批量生產的工業無人機
李軍攝

廣西發展廣西發展加速度加速度
2019年5月14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鹿心社帶領廣西代表團走

進香港，開展 「2019廣西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活動。
毗鄰粵港澳的廣西正迎來新一輪發展大機遇。從開通 「海上胡志明

小道」，到今天的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從昔日祖國南疆的交通末
梢，到推動形成國際合作的 「南寧渠道」；從 「世代苦守望天田」的
貧瘠，到 「生態優勢金不換」的綠色接力……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廣西經濟健康發展，社會和諧穩定，民族團結
和睦，邊疆鞏固安寧，人民安居樂業，幹群精神振奮。

一甲子如歌歲月，七十載春華秋實。廣西，始終是黨中央心之所
牽、情之所繫。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賦予廣西 「三
大定位」新使命，要求廣西構建面向東盟的國際大通道、打造西南中
南地區開放發展新的戰略支點、形成 「一帶一路」有機銜接的重要門
戶，提出 「五個扎實」新要求，作出 「建設壯美廣西 共圓復興夢
想」重要題詞。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廣西各
項事業蓬勃發展，5600多萬各族人民攜手奮進，一個繁榮、富裕、開
放、進步的新廣西正在崛起。

當前，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政府在全區組織開展 「解放思想、改
革創新、擴大開放、擔當實幹」大討論活動，大力倡導 「擔當為要、
實幹為本、發展為重、奮鬥為榮」理念，着力構建 「南向、北聯、東
融、西合」開放發展新格局，積極對接粵港澳大灣區，聚焦促進產業
高質量發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着力強龍頭、補鏈條、聚集群，
做大做強工業規模和總量，着力抓創新、創品牌、拓市場，提升工業
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數據記錄着廣西發展的 「加速度」──
1958年自治區成立時，地區生產總值僅24.5億元。隨着改革開放的春

風吹拂，廣西張開雙臂擁抱世界，地區生產總值在1998年達到1911億
元。進入新世紀，廣西發展駛入快車道，地區生產總值2011年首次突
破1萬億元，僅過5年，2017年又翻了一番，突破2萬億元。全區主營業
務收入超千億元的工業產業增加至10個。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廣西在提高質效上持續發力。 「三去
一降一補」取得顯著成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
的成本進一步降低；服務業作為全區經濟增長主要推動力日益凸顯，
2018年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61.5%；工業穩步邁向中高端，2018年高
技術製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1.6%。

這些年，廣西交通基礎設施大發展、大跨越：高鐵從無到有，建成
運營1771公里，通達區內12個設區市和周邊所有省份；高速公路總里
程突破5000公里，近九成的縣份通高速公路；建成7個民航機場，飛行
航線近300條，可通航110個城市和地區，東盟航線實現全覆蓋；全區
實現村村通公路、通電、通水、通廣播電視、通網絡信號……

作為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之一，這些年來，廣西堅持把脫貧攻堅作
為最大政治責任和第一民生工程，用 「繡花功夫」落實精準扶貧精準
脫貧方略，聚焦解決 「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全面打響 「攻堅

五年、圓夢小康」脫貧攻堅戰──52.3萬名幹部結對幫扶貧困戶，明確
聯繫貧困學生責任；選派5000名第一書記和3.4萬名幹部駐村幫扶，實
現貧困村、貧困戶幫扶全覆蓋。精準實施扶持生產發展一批、移民搬
遷安置一批等 「八個一批」，大力推進特色產業富民、金融扶貧等脫
貧攻堅 「十大行動」。經過持續不懈的努力，2018年，廣西實現116萬
貧困人口脫貧、1452個貧困村出列和14個貧困縣摘帽。廣西貧困人口
從1978年的2100萬人減少到2018年底的151萬人，貧困發生率由70%下
降至3.7%。

70年來，廣西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從群眾最期盼的地方
抓起，從最困難的地方入手，實現人民生活由溫飽不足向全面小康邁

進的歷史性轉變──全面推進健康廣西建設，讓城鄉居民醫療衛生服
務全覆蓋，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城鄉居民大病保險
全覆蓋全部實現；公共財政教育經費佔公共財政支出比例排全國第三
位，基礎教育從普及走向均衡；農村義務教育營養改善計劃，上百萬
農村孩子告別 「黃豆蒸飯」，吃上免費營養餐；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
扎實推進，解決了500多萬城鄉群眾住房難問題和1779.6萬農村人口飲
水安全問題……

廣西是全國少數民族人口最多的省區，少數民族人口超過2000萬，
壯、漢、瑤、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佬12個世居
民族和其他44個民族在八桂大地上和平相處、守望相助。 「少數民族
不富裕，不是真正的富裕；民族地區不實現小康，不是全面的小
康。」這是廣西各級黨委、政府形成的共識。廣西財政向少數民族聚
居區傾斜，接連 「大手筆」，連續 「大會戰」，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告
別了 「出行靠走路、照明靠點燈、喝水靠肩挑、通信靠吆喝」的歷
史，邁向全面小康的步伐正在加速。 「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
族團結、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民族團結」，共居、共學、共
事、共樂，廣西各民族群眾在共同繁榮發展的大道上，一路攜手同
行。

站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嶄新起點上，廣西始終堅持以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引，各族幹部群眾攜手追夢，向着更加
高遠遼闊的遠方，向着更加美好燦爛的未來奮力前行！

2018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為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欣然
題詞 「建設壯美廣西 共圓復興夢想」，深情寄託了黨中央對廣
西站在新起點、創造新輝煌的殷切期望。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廣西，地處祖國南疆，毗鄰廣東，
遙望港澳，是中國唯一與東盟既有陸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
區。

黨中央始終情繫廣西這片熱土，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
平總書記多次對廣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為新時代廣西發展指明
了前進方向。5600多萬廣西各族人民牢記囑託、不負厚望、感恩
奮進，把黨中央的關心關懷轉化為實際行動，着力盤活開放發展
這一盤棋，打好精準脫貧這一硬仗，落實協調發展這一要求，激
活改革創新這一動力，發揮好生態環境這一優勢，抓好黨的建設
這一根本保障，全力推進開放發展、創新發展、綠色發展、高質
量發展。

謀劃大格局─突出開放引領，堅持內聚外合、縱橫聯動，加
快形成 「南向、北聯、東融、西合」全方位開放發展新格局。

搭建大平台─積極推動中國─東盟博覽會升級發展，不斷提
升專業化、國際化、品牌化、信息化水平，進一步提升 「南寧渠
道」的國際影響力。

建設大通道─聯合沿線省份全力推動西部陸海貿易新通道建
設，加快完善重大基礎設施，着力解決好鐵路、公路、港口、航
線、物流、通關等方面的協同問題，更好服務 「一帶一路」建
設。

去年4月，在習近平總書記視察廣西一周年之際，自治區黨委
專門召開十一屆四次全會，深入學習貫徹習近
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
十九大精神，對總書記視察廣西重
要講話精神再學習再部署再推
進再落實。隨後，又分別召
開會議，對脫貧攻堅、工
業高質量發展、深化改
革優化營商環境、縣
域經濟發展、鄉村振
興 、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 數 字 廣 西 建
設、創新支撐產業
高質量發展、教育
現代化等工作進行

具體部署。
經過持續不懈努力，廣西各項

事業發展邁上了新的台階，近五
年經濟實現年均7.5%的中高速增
長，累計減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509
萬，年均減貧100多萬人，貧困發生率
由14.9%下降到3.7%左右；改革開放釋放
出新的活力，營商環境不斷優化，不僅建成
我國西部首個國際貿易 「單一窗口」，還獲批建
設面向東盟的金融開放門戶、中國─東盟信息港等重
大平台。

「美」的底色與生俱來， 「壯」的基因逐漸增強。站在新的歷史起點，廣
西全區上下正進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創新、擴大開放、擔當實幹，按照習近
平總書記關於廣西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題詞精神，持續深入落實 「三
大定位」新使命和 「五個扎實」新要求，定必幹、幹必成、成必優，奮力譜
寫壯美廣西新篇章。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這是繼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之後，國家推出的又一重
大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正式啟航
廣西怎麼辦

廣西與粵港澳大灣區有陸地、江河、海上三種通道相連，地緣優勢獨
特，加上兩廣自古以來密不可分的經濟政治文化聯繫等條件，全面融入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成為廣西的必然選擇。

當前，廣西提出了 「南向，北聯，東融，西合」的開放發展戰略。自治
區黨委、政府高度重視 「東融」，決定要在交通、產業、政策等方面主動
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一步提升與大灣區的合作層次與水平。

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廣西首先要在交通上提升與廣東的互聯互通水平。
鐵路方面，桂粵共同推動柳州至廣州、柳州至韶關、深圳至茂名鐵路、廣
州至湛江高鐵納入《國家中長期鐵路網規劃》，進一步完善桂粵之間的鐵
路網絡。高速公路方面，廣佛肇高速肇慶大旺至封開段、江門至羅定高速
公路已建成通車，此外還有多條連通桂粵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設中。

廣西通過加速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推進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帶動產
業協同發展。重點推進廣西大藤峽水利樞紐工程、珠江三角洲水資源配置
工程、廣東西江幹流治理工程等重點水利工程建設，已累計安排廣西大藤
峽水利樞紐工程廣東公益性投資6.15億元，經濟帶建設和水路整治初見成
效。

發揮陸海優勢
推動北部灣經濟區融入大灣區建設

北部灣經濟區作為廣西加快發展的核心增長極，與粵港

澳一衣帶水，成為廣西向東開放及對接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前沿。未來廣
西將積極推動北部灣經濟區深化與粵港澳合作，組織建設好廣西CEPA先
行先試示範基地。另一方面，隨着湛江—北海粵桂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及相
關碼頭港口建設加快推進，廣西與廣東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水平全面提
升，將促進北部灣經濟區更好更快融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全面深化桂粵合作
積極推進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

自《珠江─西江經濟帶發展規劃》實施以來，西江經濟帶的產業結構不
斷得到優化，高耗能企業和傳統工業企業轉型升級加速。

其中，粵桂合作特別試驗區作為珠江─西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自
2014年10月由粵桂兩省區共同開發建設以來，至2018年入園重點企業已達
到300多家，其中廣西片區超過260家。試驗區在2017年完成工業總產值
205.1億元，同比增長15.8%；完成固定資產投資100.3億元，同比增長
33%；完成招商引資到位資金93.13億元，同比增長33.7%。此外，試驗區
還先後與廣東自貿區橫琴新區、南沙片區等10餘個園區建立了戰略合作關
係。

同時，廣西積極聯合廣東、湖南、貴州、雲南等4省區共同建立珠江—
西江經濟帶建設聯席會議制度和珠江水運發展高層協調會機制，定期召開
會議共同研究推動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和珠江水運發展事宜。

按照戰略布局，廣西將加速建設珠江─西江黃金水道，與廣東共同舉辦
珠江─西江經濟帶建設項目聯合招商推介會，引導各類企業、行業協會、
商會參與經濟帶投資合作。未來廣西將以珠江─西江經濟帶為腹地，積極
向東與廣東深化開放合作，對接粵港澳大灣區，推動廣西的產業升級和經
濟發展。

●2014年7月至2016年10月，廣西和香港建立加工貿易產業轉移、
專業服務（建築行業）、旅遊、金融、交通物流5個重點領域合作
機制，對應成立合作專責小組，並簽署了合作協議。
●2016年6月，《CEPA服務貿易協議》開始實施，廣西成為實施
CEPA先行先試政策的3個省區之一，一舉躍升為內地對港澳開放
合作的前沿。
●2017年5月10日，香港特區政府駐廣西聯絡處在南寧正式成立，
成為桂港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標誌着桂港合作進入了全新模式。
●2017年5月，粵桂合作特別試驗區、廣西欽州保稅港區、桂林溢
達紡織有限公司、廣西產品質量檢驗研究院、北海出口加工區成
為我區首批CEPA先行先試示範基地。
●2017年11月1日起，北部灣港—香港 「天天班」班輪正式開行，
突顯西部陸海新通道優勢。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開通運營，桂林市與香
港實現動車 「一乘直達」，兩地運行時間僅需3小時16分，大大方
便兩地旅客旅遊商務交流。

（廣西壯族自治區港澳事務辦公室提供）

文：陳貽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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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州市八步區鋪門鎮供港蔬菜基地菜農在採摘毛節瓜
銷往港澳地區 蔣勤攝

走向大開放 擁抱大灣區 文：林湧泉

■灕江風光 羅愛群攝 ■龍灘水電站 莫錦銳攝

■霞光映照防城港企沙漁光光伏場 周軍攝

桂港合作大事記

■在粵桂旅遊扶貧合作項目示範點融水苗族自治縣夢嗚苗寨，
苗族群眾跳起舞蹈迎賓客 廖子淵攝

桂港合作成果主要數據

建設壯美廣西建設壯美廣西 共圓復興夢想共圓復興夢想

香港是廣西第一大外資來源地。

2018年，香港與廣西貿易額達409.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56.6%。香港在廣西投資新設企業88家，佔外商在廣西投資項
目的45.4%；合同外資額30.9億美元，佔廣西合同外資額的
69.6%。廣西備案或核准在香港（非金融類）投資企業及機構8
家，協議投資總額為3984.3萬美元。截至2018年，香港累計在
廣西投資設立企業6884家。

2019年1-3月，廣西與香港進出口總額為109.2億元，同比增長
64.5%。

（文：楊秋）

■百色幹部學院 王 磊攝

■玉柴集團生產車間 李軍攝

■中國（廣西）六堡茶鬥茶大會 唐典勝攝

■來賓市金秀聖堂山

■南寧國際會展中心 周軍攝 ■西江航道上的貴港羅泊港 周軍攝

手機掃一掃
觀賞《相約廣
西》專題片

手機掃一掃
《築夢大籐峽》

為您呈現

20192019廣西對接粵港澳大灣區廣西對接粵港澳大灣區——走進香港走進香港

■八桂大地交通基礎設施實現跨越式發展。圖為動車組過邕江 周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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