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行走在祖国的西南边陲，七彩云

南，八桂大地，风光秀美，万物和谐。

这里绿水青山，绿色发展欣欣向荣；这里

民族团结，文旅融合魅力无限；这里兴边富

民，百姓生活越来越好。在这片山水相连的

热土上，广大干部群众踔厉笃行，唱响西南边

疆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奋进之歌。

保护生态，绿色发展
势头强

潮涨潮落中，数不清的弹涂鱼、中华鲎等

在被红树林发达根系守护的滩涂里悠闲嬉

戏。这里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金海湾红

树林，总面积约 3000 亩。

“红树林在抗风消浪、净化环境等方面具

有重要作用，也是许多生物生长栖息的地方，

保护和修复好红树林是我们的重要职责。”北

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党支部书记、主

任郭国说。

好生态引来珍稀动物“安家”。公园内累

计监测到世界极危鸟类勺嘴鹬，国家二级保护

鸟类黑翅鸢、褐翅鸦鹃等鸟类 195 种，中华鲎、

弹涂鱼、招潮蟹、海天牛等底栖动物 207种。

为了保护红树林，湿地公园全面推行林

长制，制定任务清单，将保护责任落实到具体

个 人 。 近 年 来 ，北 海 市 红 树 林 面 积 增 加

127.11 公顷，截至 2021 年底，北海市红树林面

积已达 4210.99 公顷，占广西全区红树林面积

的 45.1%。

不只是红树林。北海市分布的珊瑚礁、

海草床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均处于健康状

态，每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均保持在 90%
以上。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云南充分利用

水、风、光等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绿色能源。

金沙江浩浩汤汤，一路向东，流经“西电

东送”重大工程，当今世界在建规模最大、技

术难度最高的水电工程——白鹤滩水电站。

5 月 20 日，白鹤滩水电站最后一台百万

千瓦机组顺利通过无水联合调试，进入调试

运行阶段，向全面投产目标发起最后冲刺。

“自去年 6 月 28 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以

来，白鹤滩水电站累计发电量已超过 265 亿千

瓦 时 。 全 部 投 产 后 ，预 计 年 平 均 发 电 量

624.43 亿 千 瓦 时 ，每 年 节 约 标 准 煤 消 耗 约

196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200 万吨，

对 实 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目 标 将 起 到 积 极 作

用。”三峡建工集团白鹤滩工程建设部主任汪

志林说。

白鹤滩、乌东德水电站陆续投产发电；曲靖

市硅光伏产业蓬勃发展……近年来，云南绿色

能源装机占比、绿色能源发电量占比、清洁能源

交易电量占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 4项指标全国领先，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绿色，已成为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

鲜明底色。

文旅融合，民族风情
魅力足

化上美丽妆容，挑一套傣族长裙，再佩戴

上精美傣族饰品，伴随着相机“咔嚓”声，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云

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告庄西双景景区，

留下一个个美好瞬间。

“来告庄，可不能错过旅拍环节。游客们

既玩得开心，也在穿衣搭配的过程中，对少数

民族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云南景兰

文旅集团营销中心副总监杨颖说，景区围绕

民族特色，以西双版纳傣族集体舞、广场舞为

主，配合非遗项目展演，每年举办民俗文化和

节庆活动 30 多场，带动旅拍、夜游等行业蓬勃

发展。

“文化是旅游之‘魂’，只有把民族特色文

化挖掘好、利用好，才能彰显独特魅力、放大

发 展 优 势 ，让 文 化 旅 游 产 业 更 具 生 机 和 活

力 。”西 双 版 纳 州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局 长 马 晓

冬说。

“从大山里搬迁来，民族风情没有改。搬

迁小区成景区，还有好酒等你来……”在广西

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达吽小镇步行街上，

卢勇升和伙伴们组成的幸福家园艺术团正在

演唱《瑶族迎客歌》，迎接四方游客。

“我家原来在大山深处，易地扶贫搬迁后

进了城。政府支持我们在安置区成立了艺术

团 ，大 伙 儿 靠 着 民 族 特 色 表 演 吃 上 了 旅 游

饭。”卢勇升说。

“手拉手艺术团每周至少表演 4 个晚上。”

小镇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程卿介绍，“达吽”

是壮语“红水河”的音译，意为“达到理想境

界”，“我们希望通过《达吽夜 布努情》系列

风情表演，彰显独特文化魅力，让更多游客了

解、亲近大化县。”

参差错落的高阁低亭、风格独特的飞檐翘

角，在街区建设上，达吽小镇融合布努瑶建筑

风格，并结合了长寿文化、壮族铜鼓文化等多

元文化要素，打造风情浓厚的文化特色小镇。

近年来，广西各地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

色，将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文化故事融入景

区建设，把广西少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历

史文化等纳入旅游的线路设计、展陈展示和

讲解体验，培育旅游产品、提升旅游品位，推

动广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生活改善，兴边富民
路正宽

广西东兴市庆丰海水养殖基地内，10 个

大型陆基圆池内游动着数不清的小鱼苗。一

旁，技术人员在对水温、水质进行监测。

“池子里养殖的是乌子婆鱼等，7 月底就

可以收鱼了。”养殖基地负责人冯文武说。

冯文武是京族人。京族，广西特有的海

洋民族。“曾经的因海而贫如今已经变成向海

而兴。”冯文武说。近年来，东兴市充分挖掘

临海优势，建成现代高密度海产品养殖示范

区、水产养殖技术培训与教学区示范性基地，

提供育苗、养殖、销售一条龙服务，示范带动

村民发展大蚝、鱼类、对虾等海水养殖产业，

平均每户养殖年收益达到 10 万元以上。

“我家这 10 个陆基圆池就是今年新建的，

政府在养殖技术等方面给予很大支持。”冯文

武说，陆基圆池循环水分级养殖是近年来推

广的一种循环水养殖新模式，相比传统养殖，

一年可以增加两批次海产品的养殖，增收效

果显著，还更为环保。

立足临海实际，东兴发挥边海优势壮大

特色产业。2021 年，京族群众人均纯收入 2.1
万元，日子越来越红火。

边疆兴，边民富。走进云南临沧市沧源

佤族自治县勐董镇龙乃村，新铺的水泥路向

村里延伸，路两侧电网入地工作已经完成，特

色民居错落有致，村容村貌整洁美观。

“肖大哥，血压有点高，给你开点降压药，

记得按时吃。”村医肖金梅用电子血压计给村

民肖三块测完血压，转身去隔壁药房拿药。

“家门口就能看病拿药，生活更加方便，

多 亏 了 党 和 政 府 的 好 政 策 。”肖 三 块 高 兴

地说。

龙乃村拥有一个现代化村卫生室。卫生室

里，门诊室、药房、输液观察室一应俱全，医用冷

藏冰箱、中频治疗仪、电子血压计等医疗设备接

连投入使用，还有两名村医在此服务村民。

“村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产业发展有序

推进，2021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 1.4 万元。”

看着村里的变化，龙乃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

主任赵爱军满心欢喜。

“十三五”期间，云南省大力实施兴边富

民工程，连续实施两轮“兴边富民工程改善沿

边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三年行动计划”。2021
年，云南省委、省政府再次作出部署，力争用 3
年时间将 374 个沿边行政村（社区）初步建成

“基础牢、产业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党

建强”的现代化边境小康村，推动形成边民

富、边疆美、边防固的良好局面。

稳边安边、兴边富民。祖国西南边疆地

区，各族群众在小康路上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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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边互通”软件、“刷脸认证”、

上传指纹信息……不一会儿，家住云南

省河口瑶族自治县金辉小区的卢华斌

就在手机上申报了一批货值 8000 元的

进口咖啡豆。一分钟后，软件提示，这

笔交易申报完成确认。

“自打有了‘边互通’软件，不用去

交易场所排队，在家就能完成进出口商

品 的 申 报 ，方 便 又 快 捷 ！”卢 华 斌 笑

着说。

发展边民互市贸易是兴边、富民、

睦邻的重要举措。河口县与越南老街

省山水相连、隔河相望，是中越边境规

模最大、设施最完善、通关最便利的陆

路口岸之一。近年来，昆明海关与河口

县加强合作，深化“互联网+互市贸易”

信息化建设，采用“线上推广、线下交

易”方式，两地居民通过互联网选购商

品，并在互市场所开展线下交易，推进

互市贸易转型升级。

“ 有 些 偏 远 山 区 的 群 众 不 会 使 用

软件申报，地 方 商 务 部 门 组 织 他 们 加

入 边 民 互 助 组 ，海 关 也 定 期 开 展 培

训 。”昆 明 海 关 所 属 河 口 海 关 口 岸 监

管 三 科 副 科 长 董 燚 说 ，目 前 河 口 县

已 有 近 9000 名 居 民使用“边互通”手

机 APP。

同时，河口县还鼓励发展“互市 +
加工”模式，推进落地加工产业园建设，

提升互市商品附加值，推进互市进口商

品落地加工，促进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

的转变。

2021 年 12 月 28 日，中国（云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红河片区首家互市落地加

工企业河口县富甲咖啡落地加工厂试投

产。“公司对互市二级市场收购的进口咖

啡豆进行初级筛选、分拣、加工。全年预

计完成产值 7500 万元。”该公司负责人

侬月华表示，未来公司计划再投入腰果、

花生等生产线建设。

“河口县将继续加强与海关、税务、

金融等相关部门的沟通联系，继续推进

‘互联网+互市贸易’，完善互市一级、

二级市场平台及产业园建设，用活用好

现有政策措施，增加群众收入。”河口县

副县长白晓磊说。

一系列创新举措既使群众得到实

惠，也极大促进了互市贸易。白晓磊介

绍，2021 年，河口县互市交易额 47.21 亿

元，同比增长 6.78%；互市交易量 85.18
万吨，同比增长 6.49%。

云南河口促进贸易转型升级

互市贸易 利企惠民
本报记者 叶传增

一辆辆叉车有序作业，把码放整齐

的芒果干运上货车。不到 10 分钟，这些

满载芒果干的货车就将前往浙江杭州和

安徽芜湖。

“我们从越南进口水果糖渍胚，经过烤

制和包装后再发往全国各地。”广西壮族自

治区盐津铺子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花涛介

绍。这所位于凭祥市夏石镇东盟水果小镇

内的公司以果干生产为主营业务，现有工

人260人，年均产值在3亿元左右。

为进一步推动以东盟进口热带水果

为代表的特色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区位

优势，实现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产业经

济的转型升级，2017 年底，凭祥启动“中

国凭祥东盟水果小镇”建设，打造食品加

工业特色平台。

“我们提前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

施，让企业可以拎包入驻。”凭祥市工信

局副局长许文武说。2021 年，水果小镇

引入项目总投资约 10 亿元，先后引进盐

津铺子、领航食品、生和堂等 42 个产业

项目，目前已有 39个项目竣工投产。

除食品加工业外，红木加工业也是

凭祥市的重点产业。“加工所用的木材主

要来自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等东盟

国家，木材落地凭祥就可加工，节省了运

输成本。”许文武说。目前，凭祥市共有

红木企业约 134 家，红木加工厂约 170
家，红木行业从业人员约 1.5 万人，年均

销售额达 13亿元。

在凭祥市边境出口加工产业园内，

三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忙着

组装蓝牙音响，质检合格后，这批产品将

出口至越南。

“工厂靠近越南，极大地节省了运输

成本，而且劳动力成本更低，还能享受自

贸区优惠政策。现在我们每天都有一个

集装箱的货物从友谊关口岸出口到越

南。”三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

张明元说。

在农副产品加工业外，凭祥市还积

极引进高新技术产业，促进高附加值产

业集群发展。越来越多高新技术企业的

入驻，为凭祥市口岸经济的提质增速和

创新发展带来活力。

把握机遇，乘势而上。目前，凭祥市

共有规模以上口岸加工企业 44 家，今年

一季度，凭祥市规模以上口岸加工业总

产值 22.45 亿元，同比增长 38.32%。“一

个欣欣向荣的口岸城市正在兴起。”凭祥

市委书记杨亚俊说。

广西凭祥发展口岸特色加工业

把握机遇 发展提质
本报记者 郑 壹

微风吹过，广西壮族自治区那

坡县通往平孟口岸的清华村，成片

桑林随风摇曳；流水潺潺，云南省金

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金水河村，

整齐的民居依水而建。行走在西南

边疆，村寨换新颜，村民展笑脸，一

幅村美民富产业兴的发展画卷徐徐

展开。

富国要强边，兴边要富民。近

年来，广西深入推进固边兴边富民

行动，云南全面推进现代化边境小

康村建设，从基础设施到生态建设，

从产业配套到口岸贸易，一项项举

措为沿边地区带来发展机遇。县县

通高速路、乡乡通水泥路、村村通硬

化路，交通畅了、产业来了、环境美

了，群众生活面貌为之一新。政策

的春风劲吹，幸福边寨入画来，涌动

着生机活力。

兴边富民，激发内生动力是关

键。在广西那坡县那布村，壮族群

众因地制宜发展软枝油茶、八角等

经济作物，走出一条致富路；在云南绿春县二甫新村，

哈尼族群众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鼓凳产业，勤劳双手

编织出美好生活。二甫新村村民说：“好政策引领我们

奔小康，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各族干部群众的内生动

力、致富热情被激发起来，不断自我提升、激扬斗志，增

强发展能力，用实干与奋斗铺就幸福大道。

发挥“边”的优势，书写开放文章。北部湾港海铁联

运，中欧班列运营，中老铁路开通……当前，西南地区立

体综合交通网正在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蓝图逐步

变为现实。随着桂滇两地打造智慧口岸园区，运输、仓

储、检疫、海关等实现智能化，货物进出更便利，为产业集

群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沿边开放、兴边富民，不断拓宽

路子、加快步伐、提升质量，让睦边发展的成色十足、区域

发展的质效跃升，打造出一条充满活力的沿边经济带。

长风过隘口，奋斗正当时。新时代新机遇，边疆各

族人民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踔厉奋发、笃行不怠，

铆足干劲、勇毅开拓，必将续写兴边富民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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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

某村，村居环境优美。

覃蔚峰摄（人民视觉）

图②：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开

远市第二幼儿园，孩子们在快乐奔跑。

陶家淇摄（人民视觉）

图③：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东湾红

树林保护区风景秀美。

罗 盛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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