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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区

群众始终记挂在心。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加快老区建设和发

展，让老区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幸福日

子。如今，当记者踏访左右江革命老区这块

充满信仰之力的土地时，不禁为这里的变化

感到振奋。

初步建立综合立体交通网

左右江革命老区以山地地貌为主，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交通不改变，老

区人只能望山兴叹。 2015 年，国务院下发

《关于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的批复》，原

则同意《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2015—

2025 年）》。自此，左右江革命老区的发展

进一步提速。

今年 3 月 31 日 9 时许，随着一声震耳的

爆破声，贵阳至南宁高铁广西段永兴一号隧

道顺利贯通。至此，贵南高铁广西段隧道贯

通数量突破 95%。

贵南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

网中包头至海口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 广 西 首 条 设 计 时 速 350 公 里 的 高 速 铁

路，约 164 公里在广西河池市境内。据云

桂铁路广西有限责任公司贵南高铁建设指

挥部副指挥长高在新介绍，贵南高铁对桂

黔两地交通、物流、商贸、产业深度融合有

着重大意义，“全线开通后，南宁至贵阳通

行时间将从目前 5 个多小时缩短至两小时

左右。”

近日，在百色港祥周作业区，满载蔗糖

的千吨级货轮顺右江河谷东下，向广州驶

去。滚滚右江，莽莽青山。曾经不起眼的百

色港，已成长为有 17 个 1000 吨级泊位、港口

年吞吐量达 736 万吨的广西内河地区性重

要港口，具备装卸储存、临港开发、商贸物

流、客运旅游服务等多种功能。

沿 着 广 西 合 浦 到 那 坡 高 速 公 路 向 西

行 ，崇 左 市 水 墨 画 般 的 群 山 缓 缓 展 现 在

眼前。

“十三五”期间，崇左的高速公路里程增

加了 201 公里，较“十二五”期末增长 98%，

高等级公路占比跃居广西首位。

如今，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广西

左右江革命老区初步建立起综合立体交通

网。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计，目

前，广西高铁营业里程达 1791 公里，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达 7339 公里，县县通高速公路

比例达 97.3%，民用运输机场设计容量超过

3800 万人次。

全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易地搬迁政策好，感谢党恩奔小康。”

河池市东兰县向阳新城安置小区里的标语，

红得醒目。

34 岁 的 宋 小 琴 从 大 同 乡 弄 彦 村 搬 来

后，社区给她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每月薪酬

800 元。三个女儿也跟着宋小琴来到了县

城上学，她说：“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以后

日子会越过越好。”

近年来，向阳新城安置小区共安置易

地扶贫搬迁 997 户 4320 人。这里，有标准

化 的 住 宅 ，水 、电 、路 、通 信 等 基 础 设 施 完

善，促进了产城融合、增加了城镇就业、扩

大了居民消费。“东兰深圳小学、配套搬迁

的中医院、订单不断的帮扶车间，这些都给

我 们 的 新 市 民 们 提 供 了 实 实 在 在 的 幸 福

感。”向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民委员会主

任牙甫杰说。

“ 东 兰 县 是 革 命 先 烈 韦 拔 群 的 故 乡 。

这些年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新市

民有效有序融入城市方面变化很快。”东兰

县委书记徐迪克说，比如公共服务设施、市

政公用设施日益完善，县城城区面积增加

了一倍多。

老区坚持以人为本，逐步打造出一张

张新型城镇化的名片。“十三五”期间，崇左

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 7.66 个百 分 点 ，

建成区面积增加了 12.59 平方公里；百色市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 6.5 个百分点，城镇

建成区面积达 164.46 平方公里；2020 年，河

池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 44.88%，提升 7.02
个百分点。

依托特色资源发展优势产业

资源禀赋丰裕，但产业潜力尚未充分

释放。依托有色金属、煤炭、水能、生物等

资源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延长产业链条，

推进资源就地加工转化，实现规模化、集群

化、循环化发展，是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的

必由之路。

站在长达 1.2 公里的电解铝厂房里放眼

望去，生产线上 300 台 500 千安特大型铝电

解槽威武伫立，橙色的铝水由抬包车运往下

游的铝深加工企业。百色市平果市已形成

采矿、发电、氧化铝、电解铝、码头航运一体

化产业链。百色市委书记黄汝生说：“工业

是百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要坚

定不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左右江革命老区正在成为西部地区新

的经济增长极。“十三五”时期，广西狠抓“双

百双新”产业项目建设，铝、糖、冶金等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进步明显，电子信息、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发展步伐加快，现已形成汽车、

电子信息等 10 个千亿元级工业产业集群，

蔬菜、优质家畜等 6 个千亿元级特色农业产

业，服务业增加值占广西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已超过 50%。

老区振兴发展不断提速

从龙州起义纪念馆出发，沿着水口—崇

左—爱店高速公路行驶 40分钟左右，便来到水

口口岸。一辆辆将要出口的新车整装待发。

为支持中国重汽、东风柳汽等汽车厂商

完成整车出口订单，水口海关与口岸边检部

门积极探索快速通关新模式，简化出口通关

流程，为新车出口开辟绿色通道。“一辆汽车

从放行到出境最快仅需 1 分钟即可完成。”

水口海关关长许清告诉记者：“我们将‘量体

裁衣’协调解决企业难题，帮助企业提振出

口信心。”

作为中国面向东盟开放的重要窗口，老

区开放发展正迈上新台阶。“十三五”期间，

百色市实际利用外资到位资金达 4.57 亿美

元，外贸进出口总额比 2015 年翻了一番。

2021 年，崇左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 2127.11
亿元，同比增长 15.3%，进出口总量连续 13
年排名广西第一。

抱定必胜信念，加快振兴发展。“党的十

八大以来，老区振兴发展不断提速。‘十三

五’期间，广西左右江革命老区地区生产总

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分

别为 7.2%、6.7%、9.8%，增速分别比广西全区

平均水平高 1.1、0.4、0.4 个百分点，是广西发

展较快的地区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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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老区新变化R

■一线感悟R

提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东县平

马镇百谷村，人们更习惯叫它“红军村”。

近年来，凭借地域和资源优势，百谷村

大力发展秋冬蔬菜、网箱养鱼、水稻种植等

产业。同时，以红色旅游为引擎，带动住

宿、餐饮、运输等行业发展。目前，村民年

人均纯收入超过 2 万元。

家 里 土 地 全 部 出 租 后 ，村 民 韦 一 丁

发 扬 红 军 后 代 艰 苦 奋 斗 、自 力 更 生 的 精

神 ，自 谋 出 路 ，发 展 致 富 产 业 。 2012 年 ，

韦 一 丁 借 助 电 商 带 来 的 商 机 ，转 行 做 起

了线上生意。他和妻子通过电商将家乡

的芒果、圣女果等销往全国各地，每年仅

应季芒果销售就超过 10 万斤，长年带动

12 人就业。

电力、交通、通信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是村民们致富的关键。一直以来，南方电

网广西电网公司持续加大投资力度，强化

田东电网改造升级，为百谷村乡村振兴助

力赋能。

2000 年，村民们自筹 25 万元在村口建

起了广西第一个村级革命历史陈列室——

百谷红军村陈列室。“这里寄托着富裕起来

的‘红军村’儿女对革命先烈深深的敬意和

永久的怀念！”村民韦海莲激动地表示。

在 村 两 委 的 带 领 下 ，百谷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每 年 保 持 在 15 万 元 以 上 。“ 正 是

继 承 和 发 扬 了 红 军 精 神 ，这 些 年 百 谷 村

在致富路上坚定前行。我们将紧紧围绕

红 色 文 化 ，打 造 高 质 量 的 红 色 旅 游 示 范

村 ，让 红 色 旅 游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新 动

能 。 今 后 的 日 子 会 越

过 越 红 火 。”百 谷 村 村

支书李海波说。

广西田东县百谷村继承发扬红军精神——

致富路上 坚定前行
本报记者 庞革平

鲜红的标志牌、醒目的铜塑像、开阔的

水泥路……这里便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

市龙州县水陇屯红军路景区。景区占地约

25 公顷，起点为龙州县上龙乡新联村甫茶

屯，终点为上龙村水陇屯，道路全长约 8 公

里，距离龙州县城西北部 15 公里。景区内

有对外联系的马帮路，是古龙州城通往外

省的咽喉要道。

红色基因一脉相传，文旅产业蒸蒸日

上。龙州县把水陇屯红军遗址保护与乡村

风貌改造工程相结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2017 年 3 月，甫茶屯被列入了崇左市

美丽乡村综合示范村创建名单，我们对屯内

的房屋实施了立面改造。通过甫茶亭、红军

雕塑、文化小广场等项

目建设，打造出了集红

色体验、民俗风情和自

然观光于一体的美丽村屯。”新联村驻村第

一书记韦巍说。改造后的甫茶屯成了讲述

红色故事的重要基地，每逢节假日，总有不

少党员干部和游客专程赶来参观游览。

为进一步提高接待能力，2020年 10月，

甫茶屯成立了广西龙州心连富培训学校有

限责任公司，为游客提供别具一格的“红军

餐”。公司从村民处购买食材，并聘请村民

担任帮厨、财务等，到了年底，村民们还能

从公司收益中分红。“2021 年村集体经济

收入达到 13.9 万元。文旅产业反哺村庄，

实现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韦巍说。

2020 年 10 月 以 来 ，甫 茶 屯 共 接 待 了

100 多批次 2 万多名游客。未来，甫茶屯还

计划增加新的旅游项目，让红色文旅越来

越旺，村屯发展越来越好。

广西龙州县积极发展红色文旅产业——

反哺乡村 助力振兴
本报记者 郑 壹

图①：广西靖西市河阳村的果园内，村民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本报记者 邓建胜摄

图②：广西百色兴和铝业有限公司铝箔生产车间。

覃蔚峰摄（人民视觉）

图③：广西东兰县革命烈士纪念塔。严立政摄（人民视觉）

图④：广西德保县巴龙村村容村貌。周福宁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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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精神传久远。韦拔群是百色起

义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为革

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在左右江革命老区

探访，东兰县东里村韦拔群出生的祖屋，

已成为书声琅琅的小学；革命先辈们修

筑 的 引 水 渠 ，至 今 还 浇 灌 着 村 里 的 稻

田。饮水思源，老区孕育出的红色精神，

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

90 多年前，红旗漫卷左右江；如今，

振兴发展正扬帆。立志靠自己的双手过

上好日子，2200 多万老区人民赓续红色

血脉，以百折不挠、敢打敢赢的精神，让

贫瘠的坡坎长出“金果”、让石窝里吐出

“银丝”。群众说，日子苦，咱就自己把它

变甜。从改善基础设施，到易地扶贫搬

迁；从发展特色产业，到乘上“百色一号”

果蔬专列……生活的路越修越好，发展

的路越走越宽。

红土地上的精神伟力，正在转化为

改革发展的行动自觉。在桂黔滇三省

区 交 界 的 崇 山 峻 岭 中 ，通 江 达 海 的 贵

（阳）南（宁）高铁、南（宁）昆（明）铁路等

加紧建设，老区正成为面向东南亚、南

亚开放发展前沿地带；在四季如春的左

右江河谷，百色、崇左等地生态型有色

金 属 产 业 基 地 、生 物 产 业 基 地 呼 之 欲

出；在曾经深度贫困的石漠山区，东兰、

巴马、凤山三县一体化有序推进，新型

城镇化建设如火如荼……在 17 万平方

公里土地上，《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2015—2025 年）》正

加速变为现实。这背后是老区群众实现安居乐业的热切盼

望，是党员干部苦干实干的决心信心，更是后来人继承先辈

遗志、传承红色精神的坚定信念。

左右江容纳百川，红土地春潮涌动。来到东里村时，刚好

下过雨，碧空如洗、鸟语花香，处处萌动着生机活力。面向未

来，曾镌刻下历史荣光的老区，正以风起扬帆之姿，书写发展

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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