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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辉煌 60 年·壮美新广西

新华社南宁 12 月 1 日电(记者潘强、胡佳
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充分释放“海”和“边”的
潜力，构筑起我国对接东盟的国际区域合作新
高地，不仅成为引领广西加快发展的核心增长
极，也成为我国沿海经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
地区之一。蓝色向海、绿色发展、金色未来———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色彩更加亮丽。

蓝色惊叹：谱写向海经济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后，北海成为我国首批对外开
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2006 年，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应运而生。2008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上升为国家战略，包含北海、钦州、防城港、南
宁、玉林、崇左六市。2017 年，国际陆海新通道
开始建设。

在北海市中电产业园内，全球最大的液晶
显示器生产企业冠捷集团的车间里一片繁忙，
其生产的高端产品贴上“北海制造”的标签走向
全球。包括冠捷集团在内，甲骨文公司、冠德、惠
科等中外龙头企业相继投资北海，北部湾畔崛
起千亿元电子信息产业。

在北部湾经济区的另一核心城市钦州
市，中石油、国投电力、中粮等一大批产业巨
头落户。目前钦州基本形成以石化、装备制造
两个千亿元产业，以及能源、造纸、冶金、粮油
等百亿元产业为重点的“六大产业板块”发展
格局。

防城港与钦州港隔海相望，码头机声隆隆，
一艘艘远道而来的巨轮正停泊靠岸。防城港现
拥有泊位 54 个，万吨级以上深水泊位 39 个，不
少远在内陆的企业纷纷选择来防城港建立生产
基地。

10 年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
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速 11 . 7% 。“经济区
已经成长为我国西部重要的产业基地。”自
治区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办公室常
务副主任魏然说，“向海经济”正在逐渐发展
壮大。

绿色发展：高准入标准保护生态

在培育新兴产业的同时，经济区实施严
格的环保准入机制，在降成本、降耗能、促循
环上下功夫，坚守生态红线，努力保护北部湾
的碧海蓝天。北海出台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明
确禁止开发高污染、高能耗项目，促进绿色低
碳发展；钦州市提高环保门槛，淘汰落后产
能，控制海岸线使用；玉林市加大力度整治南
流江污染……

前些年，不少石英砂加工企业、旧轮胎加
工厂、粗加工型玻璃厂等外地企业看中北海
的沙石、港口等资源优势，希望进驻北海，但
都被拒之门外。当地自 2009 年起就严禁“两
高”项目进入，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北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科科长邓明富说：“对环境伤害较大的
企业，税收再高也不能落户。”

北海还划出红线保护岛屿、湿地、红树
林、海湾、湖泊，明确规定距海岸 300 米范围
内严禁新建非公益性永久建筑，严禁填海、圈
占沙滩和红树林。

今年 3 月以来，北海涠洲岛附近海域发
现鲸鱼活动。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
授陈炳耀说，发现鲸群活动，说明这一海域生
态系统比较健康，食物链比较完整，适合鲸类
生存。

红树林、白海豚等珍稀、濒危动植物也是
检验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标志性物种。目前，
广西红树林面积 8780 . 7 公顷，近海红树林
生态系统呈现健康状态。钦州三娘湾海域成
为中华白海豚的重要栖息地，北京大学科研
团队根据 300 多次出海观察和计算发现，这
一海域中华白海豚数量呈上升态势。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西近岸海域国
家考核站点一、二类海水比例为 90 . 9%。生
态环境部公布的《2017 年中国生态环境状况
公报》显示，北部湾近岸海域水质良好。

金色未来：建设“一带一路”

有机衔接重要门户

早在 1919 年，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
提出规划建设包括钦州在内的“南方大港”构
想。怀着对海洋的向往，把广西北部湾港建成
便捷的出海大通道，成为广西乃至整个西部地
区的梦想。如今，梦想的光芒照进北部湾海岸。

2007 年，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港合
一”，开了全国沿海港口跨行政区域整合的先
河。经过 10 多年发展，广西北部湾港航线已
实现东盟主要港口全覆盖，并与 10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个港口通航，构建起四通
八达的海上交通网，形成了内陆腹地走向东
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地中海等地的海上大
通道。今年 1至 10 月，北部湾港累计完成货

物吞吐量 15238 .45 万吨，同比增长 14 .92%。
当前，以北部湾港为重要节点的国际陆

海贸易新通道建设正加快步伐，经广西北部
湾港开行至重庆、兰州、贵阳、成都、昆明等地
的班列已经拓展到 8 条，北部湾港至香港和
新加坡的班轮实现常态化运营。

便捷的交通网络形成强大“引力”。全球
造纸巨头斯道拉恩索集团在北海投资的林浆
纸一体化项目 2016 年正式投产，项目投资约
190 亿元。集团首席执行官宋思伦坦言，选择
落户北海，正是看中货物可以从当地港口出
发，辐射带动中国内陆、亚太乃至全球市场的
区位优势。

广西国际经济贸易学会副会长高歌说，
北部湾经济区从区域经济合作区逐渐发展成
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在我国新一轮对
外开放中的地位将更加凸显。

在念好“海”经唱活“边”戏中异军突起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我国沿海经济最具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这是广西钦州保税港区码头（2017 年 4 月 27 日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新华社南宁 12 月 1 日电(记者王
军伟、潘强)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市紧
紧抓住中国—东盟深化合作和“一带
一路”建设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充分用
好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沿边金
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边境旅游试
验区等对外开放平台，立足独特区位
优势，以大开放引领大发展，从一个边
境小城华丽变身为中越合作的前沿和
枢纽。

跨国人流如潮：口岸出

入境突破 1000 万人次

广西东兴市是我国唯一与东盟陆
海相连的城市。从空中望去，在陆地一
侧，中越边境的莽莽群山之中，东兴市
和越南芒街市隔河而邻，界河北仑河
从两座城市间蜿蜒穿过；在大海一侧，
东兴与越南隔海相望。

11 月 6 日上午，东兴口岸迎来了
2018 年第 1000 万名出入境旅客———
来自江西宜春的赴越游客袁燕。

每个工作日一大早，东兴市出入
境办证大厅里都人头攒动，导游谢秀
兰经常在这里为旅行团办理出境证
件。“很多人去越南芒街旅游，也有不
少人从这里出境去越南旅游胜地下龙
湾。”

近年来，广西与越南广宁省开展
了一系列跨境旅游合作。如今在东兴，
游客只要拿着身份证向有边境旅游资
质的旅行社报名，3 人以上的团队不
需要办理护照和签证，填写一张申请
表，就可以前往越南来一次短途游。

今年 6 月，广西与越南广宁省开
通桂林—防城港(东兴)—芒街—下龙
湾“两国四地”跨境自驾车黄金旅游线
路。今年 9 月，东兴市与芒街市组织人
员共同前往内蒙古满洲里市、俄罗斯
赤塔市宣介，旨在吸引俄罗斯与中国
北方游客前来过冬。

防城港国际旅行社副总经理范志
华说，现在从东兴出国越来越方便，出
国人数年年递增。范志华从事旅游业
18 年，见证了这座边境城市在改革开
放中日益繁荣的进程。

在出入境人流中，还有相当一部
分是“跨国上班族”。随着中越经贸合作
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越南人到中
国东兴务工或者经营生意，有的凭借
边民证每日往返两国，有的在中越跨
境劳务合作区内长期务工，还有的在中国开设工厂。

跨国贸易红火：边境小额贸易企业超过

300 家

每天早上 8时，随着海关开关，东兴进境水果指定口岸
就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一辆辆小货车陆续跨过浮桥，到达
对岸的越南芒街市，大约 1 个小时后，装满物品的货车又返
回国内，完成相关手续后，货物被发往全国各地。

广西天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侦智说，目前东兴
口岸进口水果主要为来自东盟国家的热带水果，包括火龙
果、红毛丹、香蕉、龙眼、荔枝等。

早上 7时，越南商人阮氏锦霞从越南芒街经过边检，步
行到自己位于东兴市的越南特产店，开始她一天的忙碌，她
经营的越南特产从这里进入中国。

1999 年，阮氏锦霞开始在东兴经营水果、海鲜等生意，
当时每天的营业额只有几百元。如今，她的这家越南特产店
线上线下同时销售，每天营业额数千元。

面积不到 600 平方公里的东兴，有边境小额贸易企业
300 余家，从事互市贸易的边民 1 万多人。2017 年，东兴边
民互市进出口总额达到 20 . 78 亿美元。今年前 8 个月，互
市贸易额达到 13 . 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 . 8%。

“门户”作用凸显：东兴迎来加快发展机遇

东兴既沿海又沿边，是我国通往东盟的重要门户。“一
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将东兴进一步推向了对外开放的前
沿。东兴市副市长蒋志环说，东兴能够很好地利用国内国外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对外开放优势，为东
兴的加快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

在东兴市江平怡城海产品公司的车间里，越南姑娘黄
氏红熟练地操作机器。黄氏红说，在这里工作一个月收入最
少有 2000 元，她的几个越南朋友都想留下来长期工作。怡
城海产品公司总经理助理石建文说，生产旺季企业聘用的
越南籍务工人员有 300 多人。

目前，广西正在东兴开展中越跨境劳务合作试点。广西
民族大学教授张爱民说，跨境劳务合作可以很大程度上解
决企业招工难、用工贵的问题，这使东兴可以吸引更多的国
内国外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前来投资。

为了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物流需求，去年 12 月，
东兴-芒街互市便民临时浮桥建成，有效解决了两地边境贸
易货物通关拥堵等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边境贸易繁荣发展。

面对旅客流量大幅增加的压力，东兴海关先后推出系
列便捷通关措施，大大缩短旅客通关时间。目前，东兴口岸
出入境查验大厅共有 48 条查验通道，单人次口岸通关时间
缩短至最快 6 秒，旅客缴税扫二维码即可完成。

“东兴—防城港的快速铁路已经启动建设，随着一系列
项目的全面推进，东兴在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体系中的门
户作用将进一步体现，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也将
进一步凸显。”东兴市委书记周世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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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客商代表在与坦桑尼亚客
商洽谈生意（9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新华社南宁电(记者朱丽莉、黄凯莹)广西
北部湾成为西南中南地区重要出海口，昔日农
渔业为主的沿海落后小城，发展成了连通世界
的创新型开放重镇。

大港梦想照进现实

早在 1919 年，孙中山就在《建国方略》中提
出规划建设包括钦州在内的“南方大港”构想。

经过长期艰苦创业，南方大港的梦想逐渐
照进现实。1968 年 2000 吨级的浮码头在防城
港动工建设，1984 年北海成为我国首批对外开
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之一，1992 年钦州在荒芜
的海滩边建设两个万吨级码头泊位。

2008 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
略，同年广西钦州保税港区获批设立，西部这唯
一一片海按下了向海发展的快进键。此后，北
海、钦州、防城三港合一，钦州港作为广西北部
湾集装箱干线港，推动广西北部湾港朝千万标
箱大港迈进。

钦州港运营至今已建成 11 个码头泊位，其
中 10 万吨级泊位 8 个，全球排名前 20 的船公
司已有 11 家进驻。目前，已开通至新加坡、越
南、泰国、日本等国际班轮航线 22 条，至国内沿
海主要港口航线 18 条。

广西北部湾港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快速崛
起为亿吨大港。数据显示，广西北部湾港口货物
吞吐量从 2008 年 8090 万吨增至 2017 年 2 . 19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保持高速增长，由 2008 年
的 33 万标箱达到 2017 年的 228 万标箱。

特色产业实现重大突破

今天的广西北部湾地区已形成以电子信

息、石油化工、冶金、新材料等为主导的现代
临海工业体系和产业基地，走出了一条绿色
发展的向海之路。

在惠科电子(北海)科技产业园的展厅，
智能电视、电脑显示屏、触屏手机等产品琳琅
满目。近年来，北海大力推进电子信息、石油
化工、临港新材料等产业发展，其中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迅猛，2016 年产值达 1174 . 5 亿元。

广西北海工业园区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
要发展方向，鼓励食品药品、机械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等行业进驻发展。此外，中石化北海
炼化异地改造、诚德新材料、林纸一体化等项
目建成投产，北海港口岸扩大开放通过国家
验收，铁山港口岸正式纳入对外开放范围。

毗邻北海的玉林龙潭产业园，承接产业
转移、发展临港型产业，正打造从冶炼、轧钢、
制品、研发到交易于一体的不锈钢全产业链。

与东盟海陆河相连的防城港，是我国重
要的建材进出口基地、粮油加工基地、煤炭储
备配送中心，这些年来自美国、新加坡等国家
的多家世界 500 强企业抢滩落户，我国西部
地区首座核电站——— 广西防城港核电基地也
坐落于此。

作为广西冶金产业二次创业核心区，防
城港朝着打造北部湾冶金产业集群的目标迈
进，柳钢防城港钢铁基地、中铝生态铝基地等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钦州位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位
置，中石油千万吨炼油、中船北部湾大型海工
修造及保障基地、30 万吨级航道等重大项目
在此布局建设。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新加坡
太平船务、中远海运等 400 余家中外企业也
在此落户，港口形成航运物流、大宗商品贸
易、整车进口、酒类进口、国际商品直销等特

色产业。
中马钦州产业园自 2012 年启动建设以

来，形成了以棕榈油、燕窝、生物医药、电子产
品等为主的产业集聚。

对外开放深入拓展

对外开放是广西北部湾地区加快发展的
关键举措。近年来，广西北部湾加快基础设施
建设，保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口岸设施建设
和通关便利化水平明显提高，中国—东盟国
际大通道作用日益凸显。

去年以来，我国西部相关省区市与新加
坡携手合作，以重庆为运营中心，以广西北部
湾为陆海联运门户，打造有机衔接“一带一
路”的中新互联互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成
为广西北部湾开放开发的新引擎。

在钦州港东站，一列铁海联运集装箱班
列正等待装载，集装箱将运往重庆、昆明等
地。“以前货物少且零散，很长时间才装运一
列车，如今一天能装满 3 列车。”广西沿海铁
路公司钦州港站站长黄光辉说，钦州港东站

设立于 2015 年，起初每天只需 1 个人值守，
现在每天至少得 10 人排班。

根据广西钦州保税港区提供的数据，我
国西部省区市已开通至广西北部湾港(钦州
保税港区)8 条铁海联运班列，其中至重庆、
成都、兰州、贵阳、昆明 5 条铁海联运班列实
现常态化运营。今年 1-9 月，中新互联互通
项目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班列累计开行 697
列、共发运 35060 标箱。

日前，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国际陆海贸易
新通道首列冷链专列(广西防城港-重庆)成
功运行，满载海产品、水果、冻肉等货物。近年
来，防城港常态化开行北京、沈阳、济南等地
冷链线路专列，畅通了东盟国家经防城港至
内陆地区的铁路冷链运输大动脉。截至今年
10 月，冷链班列累计开行 1300 多箱，共 3 . 7
万吨。

当前，广西北部湾港航线已实现东盟主
要港口全覆盖，并与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200 多个港口通航，中国内陆腹地以广
西北部湾港为枢纽走向印度洋、太平洋、地中
海的海上大通道正加速建设。

从无缘 6 次铁路大提速到跃升“区域枢纽”
据新华社南宁电(记者覃星星)广西壮族自

治区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
西“陆、海、空”交通建设齐头并进，立体大交通
体系日渐完善，成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加快
发展的强力支撑。

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时，湘桂铁路、黔桂铁
路、黎湛铁路三条干线铁路构成了铁路主骨架。
1985 年开始，广西铁路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期，
一批铁路建成通车。但是，广西境内铁路设备基
础差、线路等级低等问题仍然存在，全国铁路 6
次大提速均与广西无缘。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康维介绍，2008 年，国家调整了《中长期
铁路网规划》，广西抓住机遇掀起以高铁为重点
的新一轮建设高潮。2013 年底，广西成为全国
首个开通运营高铁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截至今

年 10 月，广西已累计开通 7 条高铁，高铁运
营里程 1771 公里。

与此同时，广西公路形成了以高速公路
为骨架的网络格局。2017 年广西高速公路通
车里程突破 5000 公里，高速公路网覆盖所有
地级市和 89% 的县级节点，对外辐射滇、贵、
湘、粤等周边省份及东盟国家。在陆路交通领
域积极作为，广西实现从“路网末梢”向“区域
枢纽”的华丽转身。

利用自身沿海又沿江的独特优势，广西
积极促进水路江海衔接，形成以广西北部湾
港为龙头、以西江黄金水道为主干的水上大
通道，从而加速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
活力。

“作为海上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广西
北部湾港航线实现了东盟国家主要港口全

覆盖，并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个
港口通航，构建起四通八达的‘海上高速’，成
为中国西部地区面向东盟国家的重要物流
集散基地。”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董事
长周小溪表示，目前广西北部湾港年货物吞
吐能力超过 2 亿吨，形成了内陆腹地走向东
南亚、印度洋、太平洋、地中海等地的海上大
通道。

除不断加密航线外，当前广西正加速推
进北海铁山港区航道三期工程、钦州 30 万吨
级油码头、防城港 30 万吨级码头及进港航道
等一批深水航道和深水泊位建设。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广西港口生产性泊位达到 787 个，其中
万吨级以上泊位 86 个，综合货物吞吐能力达
到 3 . 55 亿吨。

“以前去泰国、柬埔寨等国都要赶去广州
坐飞机，很折腾；现在南宁就可直航了，省去
不少舟车劳顿之苦。”南宁姑娘覃丹说。

随着 2004 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
户南宁，广西民航部门持续发力，在拓航线、
增航点、建中转上下功夫，民航机场整体实力
逐步增强。

记者从南宁机场了解到，近年来南宁机
场不断增加南宁—曼谷、南宁—首尔等航班
密度，开通南宁—岘港、南宁—静冈等新航
线。广西机场管理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18 年 6 月底，广西已开通覆盖东盟 10 国
22 个通航城市的航线航班，东盟航线数量达
28 条，以东盟为主的“一带一路”国际航空大
通道初步成型。目前在广西运营的航空公司
增至 64家，其中两家为本土航空公司。

从 南 方 大 港 梦 想

到 铁 海 联 运 枢 纽

▲一列火车缓缓驶出钦州港（2017 年 12 月 1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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