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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工业起步较早，民营经济繁荣

荔浦是广西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县域之一。目前
有民营企业 65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 67 家，有 13
家企业分别在 E 板、Q 板及广西北部湾股权交易所
挂牌交易，形成了衣架家居、食品药品、光电科技、五
金制品、印务包装五大支柱产业。全县衣架生产和出
口总量均占全国的 70% 以上，衣架行业的 8 个标准
由荔浦制定。荔浦拥有自治区 A 类产业园区，2016
年成功引进碧桂园、荣事达、美亚迪等国内知名企
业。2017 年全县实现工业总产值 217 .27 亿元，同比
增长 9 . 3%；规模工业总产值达 208 . 03 亿元，同比
增长 9 .5%；当前，正按照广西“强龙头、补链条、聚集
群”的工业发展要求，以园区为主战场，大力发展光

电科技、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重点打造衣架家居、食
品药品、光电科技三个“百亿元产业”。

农业物产丰富，发展特色突出

荔浦芋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是中国百强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荔浦马蹄及其加工产品热销广西区
内外，荔浦也被授予“国家马蹄标准化生产示范县”
的称号。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先后入选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并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

荔浦不断探索农业产业开发和产业融合发展路
径，大力创建区、市、县、乡四级现代特色农业种养
(核心)示范区，以示范区带动特色农业规模化、产业
化、现代化发展，成功创建自治区级示范区 1 个，自

治区县级示范区 3 个，自治区乡级示范园 4 个，市级
示范区 4 个，有效带动全县以及周边地区产业发展。
全县种植荔浦芋、荔浦马蹄、荔浦砂糖桔共 38 万亩，
年产量达 50 万吨，年产值 40 亿元。通过示范带动，
市级及以上龙头企业 20 家，2017 年农产品加工业
实现产值 168 .7 亿元，示范带动 1 .4 万户农户增收。

城乡交通发达，物流飞速发展

荔浦率先在广西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全市市
农村公路硬化通达率 100%，是全国城乡交通运输
一体化示范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是桂东北
交通枢纽。正在修建的阳鹿高速公路，预计 2019 年
通车。荔浦境内的荔玉高速、贺巴高速也正在建设
中，预计 2020 年通车。“三高两铁”(阳鹿高速、荔玉
高速、贺巴高速、柳韶铁路、张家界经桂林至玉林铁
路)修建完成后，荔浦交通运输情况将进一步改善，
更好地带动荔浦与珠三角经济带、东盟经济区以及
长三角经济区的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城乡交通的
快速全面发展，为荔浦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提供
坚强保障。

经济的繁荣、交通的便捷，也促使荔浦的物流业
飞速发展。近年来，荔浦大力发展城乡一体化物流服
务体系，形成了“开放互通、平等和谐、共同繁荣”的
城乡流通新格局。2017 年全县货运量达 1475 万吨，
货运周转量 278800 万吨公里，同比增长 8 .4%。

旅游资源丰富，常年游人如潮

荔浦是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广西
特色旅游名县，是大桂林旅游圈内的一颗璀璨明珠，
全市市特色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一洞穿九山，暗河漂
十里”的丰鱼岩、“世界溶洞奇观，绿色诗境家园”的
银子岩和“水中水，山中山，桂林山水第一湾”的荔江
湾等 3 个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拥有飞流直下、
银帘悬峰的天河瀑布，以五千年侗族文化历史为背
景的马岭鼓寨民族风情园，集观光、乡村休闲、农事
体验为一体的修仁柘村景区，以笔精墨妙著称、溶洞

与佛教寺庙完美结合的鹅翎寺等 4 个国家 AAA 级
景区，以及文化积淀丰厚的荔浦宝塔、石阳宾馆等名
胜古迹，引来游人如潮。2017 年，荔浦全年共接待旅
游游客 65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 .36%；实现旅游总
收入 74 .53 亿元，同比增长 38 .21%。

城镇定位明确，城镇化程度高

2016 年，荔浦被列为第三批全国新型城镇化综
合试点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型城镇化规划》把荔
浦列为广西重点培育的中等城市，桂林市把荔浦定
位为桂林副中心城市。

2017 年，荔浦投入 1 亿多元改建荔桂路、荔柳
路、中园南路等城市主干道，投入 1 亿多元完成南环
路建设，北环路建设也取得实质性突破，基本实现全
程施工机械贯通，县城框架不断扩大。此外，还全力
抓好滨江南岸新区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中国衣架
之都”衣架产品研发展示中心、滨江公园二期等项目
开工建设，碧桂园、蓝泊湾等一批高档小区相继建
成，都使城市形象和品味得到提升。2014 年至今，荔
浦城镇化率位居广西前列，2017 年城镇化率达
45 . 67%。在“十三五”规划中，城镇化率预计达到
50%。目前全市污水处理率为 95 . 73%，城区公共供
水普及率 99 . 6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100%，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普及率 100%，城区建成区绿地
率 35 .8%。

荔浦将以撤县设市为契机，进一步明确新的发
展定位，科学规划发展蓝图，提高建设标准，加大建
设力度，更有力地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
文明建设，全面加强自身发展。撤县设市后，历史赋
予荔浦的发展前景无比广阔，荔浦必将成为广西甚
至中国华南地区又一方投资兴业的热土。荔浦开放
包容，将以崭新的发展姿态，积极与各方共享撤县设
市后难得的发展新机遇，与各市县一道，拥抱中国新
一轮经济发展大潮，乘千里之帆，破万米巨浪，为广
西“两个建成”目标和“富民兴桂”事业贡献应有力量。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民政

部关于同意广西壮族自治区撤销荔浦县设立县

级荔浦市的批复》(民函〔2018〕106 号)文件要求，

下发了《关于撤销荔浦县设立县级荔浦市的通

知》(桂政发〔2018〕37 号)，撤销荔浦县，设立县级

荔浦市，荔浦市由自治区直辖，桂林市代管。

撤县设市后荔浦市(县级)的行政区划：以原

荔浦县行政区域为荔浦市(县级)的行政区域，已

勘定的原荔浦县行政区域界线为荔浦市(县级)

的行政区域界线；荔浦市(县级)下辖东昌、新坪、

杜莫、荔城、青山、修仁、大塘、花篢、双江、马岭

10 个镇，龙怀、茶城、蒲芦 3 个乡；荔浦市(县级)

人民政府驻原县人民政府驻地(荔城镇滨江路 6

号)。

荔浦历史文化悠久，是“中国曲艺之乡”。秦

朝属桂林郡地，汉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置荔

浦县，因县内有荔水(今为荔浦河)而得名。荔浦

县位于广西东北部、桂林市南部，居柳州、桂林、

梧州、贺州、来宾五市之间，为桂中与桂东地区的

结合部 ，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全县总面积

1758 . 62 平方公里，辖 10 镇 3 乡，人口 38 . 5 万，

有汉、壮、苗、瑶等 15 个民族。

近年来，荔浦紧紧围绕“两个建成”，以建设

富裕荔浦、宜居荔浦、幸福荔浦为目标，以“敢为

人先、开放包容、大众创业”的荔浦精神，勇破发

展瓶颈，抢抓机遇，真抓实干，全市经济及社会各

项事业保持平稳健康持续发展态势，缔造了无数

个“荔浦传奇”：先后获评中国衣架之都、国家外

贸转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国家出口竹木制品

(衣架)质量安全示范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

示范县、国家第二批结合新型城镇化开展支持农

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全国国土资源节

约集约模范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电子

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全国平安畅通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第

三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县等多项荣誉称号。

2016 年、2017 年荔浦连续两年获评广西科学发

展先进县。2017 年荣获“自治区文明城市”称号。

全市呈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群众安

居乐业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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