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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这个地
名，其实出现很
晚 。 1945 年 8
月，广州湾租地
条约被废，广州
湾又回到人民怀
抱，时任吴川县
县长的李月恒受
命担任广州湾市
政筹备处主任，
并且负责主持给
脚下这片土地取
个新的名称。有
着深厚国学功底

的李月恒，为此搜古索今，绞尽脑汁。广州湾一带，古
代有椹川之称，不过当地滨海临江，水才是永恒的主题
和意境。不如将“椹”改作“湛”，“川”易为“江”。晋
人谢混不是有诗曰：“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么？
诗中描绘的洁净、空灵、天人合一的境界，与身边湛蓝
的天、湛蓝的海，何其相似乃尔！“湛江”——这个令人
拍手叫绝的新地名，就这么横空出世了！

湛江大部分处于雷州半岛，历史赋予这座城市以丰
厚的文化底蕴，大自然更给了它无与伦比的绿色禀赋。
海在城中，城海交融，是湛江的最大亮色。一些住在海边
的居民，一出家门走几步就能下海。全市拥有长达1556公
里的海岸线，占全国海岸线的1/10。140多个岛屿如同珍珠
般镶嵌在海湾边上，更使这个与美国夏威夷纬度相当的城
市，具有成为中国最优滨海旅游度假胜地的发展潜质。近
些年来，湛江市区不断地扩充绿地，遍植岭南佳果与热带
植物，开辟大型主题公园 27个，小游园绿地 59处，成为名
副其实的“花园城市”。如今，市民无论家住市区何处，步行
出门，10至 15分钟内，准能来到一处花园。更让市民骄傲
的，是当地空气常年保持清新，是全国少有的无“霾”之地
和养生半岛。“湛江的空气质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113个
环保重点城市前三位。”刘小华书记底气十足地对我们介
绍说。

“从严冬的北京，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一种
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把我们裹住了。”文学大师冰心在
其作品 《湛江十日》 中的这句话，再好不过地道出了我
们此行的感受。而马年春节期间从外地归来的湛江游
子，更是强烈地感觉到，家乡变得更加宜居了。有位

“老湛江”在微博中感叹道：“围着湛江兜一圈，突然间
发现我不是湛江人。这里变化很多，很漂亮，已是一个
宜住海滨城市。”

现在来湛江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当地合力建设
生态宜居城市的宏大气势和快捷行动。

从展示城市地貌的沙盘上看得很清楚：湛江主城
区，为“一湾两岸”。西岸是老城区，湛江湾对面的东岸
开发较晚一些。由西岸过长达数公里的海湾大桥，便来
到海东新区。这个首期规划面积 22.8 平方公里的区域，

正被当作湛江新城区
建设的代表作，被列
为广东省 4 个扩容提
质的城市新区之一。
一过桥，一座兴建中
的奥林匹克中心，便
立于眼前。这座现代
化的奥林匹克中心，
包括一个拥有4.2万个
座位的大型体育场和
3 个 小 一 些 的 场 馆 ，
已经封顶，很快就能
建成，今年晚些时候
准备在此举办全国海
洋大会，明年 10 月举
办全省运动会。场馆
的外型为贝壳状，与周边海湾海岛及蓝天白云相当协
调。“我们的规划设计理念，是要让新区显示出海洋文化
特征，建设标准是向青岛、厦门、深圳等一流沿海城市
看齐。”海东新区管委会筹建处常务副主任谢伍介绍说。

谢伍领着我们来到一处高地，指着一大片在过去的虾
塘上平整出的红色土地，一一介绍道，哪里将建金融商务
区，用于重点引进从事金融业的世界500强企业及国内行
业龙头企业；哪片作为科技研发产业中心集聚区，设立海
洋产业示范基地、先进制造产业示范基地、文化创意产业
园和产学研合作园区。南调河两岸将辟为风情商业街，引
进体现亚热带滨海风光和本土文化，集旅游观光、休闲、美
食、购物、娱乐于一体的多元化旅游项目。“新区的地下管
线将统一布设，容易引起居民讨厌的加油站、变电站、垃圾
站等市政设施，安排在一个角落，居民在自己家里推开窗
户，就能看到绿地和海岸线，出门不用几分钟，就能走进公
园。我们一定要把海东新区打造成生态型滨海宜居新城，
湛江最亮丽的城市新名片。”

把部分生产岸线改造成生活岸线，是湛江市近年的
又一个大手笔。在东岸，生活岸线将从石门大桥一直延
展至20公里外的麻斜街军港，沿途正在建设或已经建成
海岸风情小镇、海洋湿地公园、国际游艇养生区、南三
岛滨海旅游区、特呈岛等旅游景区与设施。西岸老城区
是湛江城市发轫地，也是湛江梦的开始之地，过去沿着
海岸兴建了不少港口、码头和工厂。市委、市政府作出
决定，要在这一带还海于城，还岸于民，还景于自然。
于是不断加快生产功能的腾退，拆掉港口码头，迁走工
厂，打造33公里长的黄金岸线，沿线新建或完善水上运
动中心、中央商务区、法式风情街、渔人码头、南珠广
场、海滨浴场。这条岸线的终点，过去是湛江港的作业
区，是湛江建港时打下第一根桩的地方，因此被称作城
市的原点。湛江决定在此兴建原点广场，规划面积达200
公顷，由保利集团负责开发。工程共分三期，建成后，
这里将会崛起大型广场、游艇码头、住宅及创业园，将
成为西海岸风景线中最亮丽的节点。

我们登上东海岛的日子，一场寒流由北方袭来，大风
吹得我们身上直打寒噤。可宝钢项目工地上车来车往，一
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一座投资32亿元、国内最大的球
团厂，已经建成投产，炼钢、热轧、连铸、自备电厂等项
目，正在动工建设。明年一号高炉即可投产，全部项目建
成后，可以达到920万吨铁、1000万吨粗钢、938万吨钢材
的生产规模，其中主要是进口替代产品。

东海岛有 286 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五大岛。湛江“三
大产业航母”的主体，都安排在岛上建设。中石化与科威
特合资建设的中科炼化一体化项目，与宝钢项目毗邻而
建，2016 年投产后，可以年产 1500 万吨油品和 100 万吨乙
烯，并将在附近建起30平方公里的配套石化工业园区，用
于投资发展乙烯、丙烯、精细化工、有机原料、合成材
料、包装新材料等石化配套产业。此外，首期投资 150 亿
元的湛江晨鸣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的一期工程，几年前就已
投产，二期工程正在启动，有望形成林浆纸设备制造、生
产服务、物流、印刷、包装以及特种纸产品等一大批产
业。

东海岛的未来令人感奋，可我们眼下最感兴趣的，是
宝钢项目与中科炼化项目的“循环经济示范”。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叶文新给我们展开了
一幅钢厂与炼化厂的“耦合体系”简图：两家工厂一墙之
隔，无数条管道互通互联。我们好不容易从图上看出了个大
概：钢厂高炉产生的余热、煤气、尘泥，或被炼化厂用作能
源，或用于加工化工产品，或制成建材；炼化厂多余的有机
废物、废旧塑料等，又成为了钢厂的高炉燃料。大量废气、
废渣，就这么化为无形，转变为财富。谁不为如此独一无二
的循环经济叫好！

我们知道，东海岛有全长 28 公里堪称中国之最的沙
滩，在岛上开发旅游，也已纳入发展规划。这对在岛上大
力打造产业航母，又增大了环保的压力。

“湛江在开创大工业时代中，怎样保证生态环境不受影
响呢？”记者在访问市委书记刘小华时，提出了这个被人重
复过多次但又为世人关切的问题。

“对湛江来讲，不发展工业，就没有出路。但是乱发展
工业，把湛江良好的生态环境破坏了，将是死路。我们常
讲，把湛江的经济蛋糕做大，工业做强，还不是真本事。
真本事是工业发展了，蓝天白云碧水也保护了，这才是科
学发展。湛江有信心走出完全有别于先污染后发展的路
子。”刘小华书记坚定地表示。

湛江美好的未来，已经一点点
地展现在湛江人的面前，更一步步
地体现在湛江人的行动之中。

近些年，湛江的发展步伐明显加
快。全市经济总量、投资、财政、外
贸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主要经济指
标，年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据统计，
全市生产总值 1983 年是 22.92 亿元，
2013年达到 2060亿元，年均增长 11.4%；人均生产总值
从1983年的499元，增加到2013年的28700元，增长12.6
倍，年均增幅9.1%。30年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也从673元增加到22371元，年均增长12.4%。

尽管如此，湛江还是赶不过30年前可以平起平坐的
青岛，更不用说相隔不远的珠三角。“湛江以前越开发
排位越靠后，原因就是开放城市不开放。市场不开放导
致观念不开放，观念不开放又导致市场不开放。就像一
滩水没有流动，没有跟外界交换，永远在原地流动，新
的观念、新的思想以及各种生产要素没有在湛江形成竞
争。”王中丙市长深有感触地对我们说，近年来，湛江
开放市场，重点引进一大批有实力的央企、国企和民
企，人们不仅不反感，不抵制，而且个个都受到欢迎。
这说明湛江的城市文化有着开放的基因和底蕴。

“不怕眼前落后，就怕眼光落后；不怕没有机遇，
就怕错失机遇。”湛江人把这句警句写在城市醒目的位
置，也把自己走过弯路后的警醒铭记于心。

100 多年前，外国侵略者在这里开始实行了近半个
世纪的殖民统治，留给湛江人的是屈辱；100 多年后，
一批批中国军舰从这里启程前往亚丁湾护航，带给湛江
人的是自豪。而湛江人更要用自己的奋起让世界看到，
在中国的环北部湾地区，又出现一座国际一流的海滨城
市，一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型魅力城市。要让世人看
到，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个什么样子！

时不我待。正当湛江市委、市政府于2012年确定了
雄心勃勃的“五年崛起”目标之时，一个重大的发展机
遇，也终于再次眷顾湛江。

由于经济发展的梯次规律使然，在全国居于前列的广
东省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从珠三角一带，向湛
江等边缘地区延续，由江河经济，向海洋经济延伸。基于
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开始加快实施粤西北地区振兴发展
的重大战略，并对湛江的发展既寄予厚望，又给予政策、

项 目 等 倾 斜 。
在这样的大背
景下，宝钢钢
铁基地、中科
炼化基地以及
林浆纸一体化
重 点 工 程 项
目，在东海岛
全面摆开了战
场。未来三四
年内，仅这几
个大型工业项
目的相继投产
及 逐 步 完 善 ，
便可带动湛江
经 济 总 量 翻
番，实现跨越

式发展。湛江人埋藏心底已久的跨越梦，即将可以实现
了。

更令湛江人振奋的是，前不久，国家领导人着眼于
中国新时期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需求以及丝绸之路沿途
国家的共同发展需要，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2000多
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是从湛江起航；建设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湛江更要主动作为。”刘小华书记激动地说。

在此方面，湛江其实已在谋定而动，合力而为。
正在建设中的广东奋勇东盟产业园，便是其中的一

个大动作。此产业园所在地，原为奋勇华侨农场，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安置过东南亚13个国家或地区的归
侨，积累了丰富的侨界资源。现在，湛江将它定位为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以现代服务业
为支撑，集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区域示范新城，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产业合作先行先试区”，且与
东海岛并列为5年崛起新的增长极。

我们驱车来到位于雷州半岛的奋
勇东盟产业园，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吴
承光等人，在正待开发的红土地上，
给我们展示了由国际一流规划机构
——新加坡裕廊国际公司设计的园区
规划图。总面积 138 平方公里的园区，
基本上是“三分天下”：1/3 为工业和
物流用地，1/3 为居住用地，剩下 1/3
主要为绿地。一座承载着当地归侨百
般回忆和千种思绪的东南亚风情小
镇，也将在这里落户。目前，恢弘的
规划已经部分化作现实。广东南国药
业、五州电子、隆都食品、新奥燃气
等知名企业，在园区建设的新厂房已
经拔地而起，年内即可投产。日处理
2.5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今年 5 月亦可
投入使用。作为湛江招大商引大资的

又一个平台，奋勇产业园已经受到东盟国家及其他海内
外客商的关注。不久的将来，这里将成为发展新海洋、
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产业的理想之地，也
将成为北部湾面向东盟国家的一个重要桥头堡。

参与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必须建立开放型的经济新
体制。湛江开放的目光不仅仅投向东盟国家，而且远射
欧洲、美洲、大洋洲以及整个世界。从市委、市政府正
在酝酿兴建的中欧产业园，人们就能看出端倪：在巩固
拓展与东盟国家合作交流的基础上，重点瞄准欧美发达
国家，引进一批关联度高、投资量大、带动性强的大型
产业项目，吸引更多央企、省企、跨国公司和国际国内
500 强企业前来投资，发展工艺领先、生产清洁、节能
降耗、生态优良的产业，建立和世界接轨的现代临港产
业体系，将成为湛江今后的主要发展路径。

既要经济崛起，也要蓝天白云。湛江发展大工业，
不仅想方设法保护好生态，保护好环境，而且还要利用
优良的生态环境发展旅游业。目前，湛江的景区景点不
少，但大多是湛江人游湛江，市区居然见不到休闲度假
式酒店。湛江有那么好的空气绿野，有那么多的海岛海
湾，应当成为旅游度假天堂。目前，旅游硬件设施薄
弱，是外地人、外国人来得少的主要原因。据此，湛江
在两年前即制定出了开发“五岛一湾”的旅游规划。至
今，湛江湾已投资 3亿元作了整治，清理违法养殖，重
现碧水清波。特呈岛等处也作了初步开发，南三岛、东
海岛的旅游开发正着手规划。在徐闻县曲界镇龙门村周
边，已在着手再造万亩热带雨林。这里密林层叠、飞禽
走兽的原始森林奇观一旦得到恢复，该对游人产生多大
的吸引力？

湛江以往的落后，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有关。为
了彻底改变这个落后面貌，湛江大力加快交通建设，正
在市域内规划建设“三环”，即要实现市区成环、湾区
成环、半岛成环。此外，逐步实现市外通高铁，县县通
高速，镇镇通快速，跨海通隧道。在国家和广东省的支
持下，广 （深） 湛高速铁路有望在2017年贯通，从而促
使湛江全面融入珠三角两小时经济生活圈。此外，国际
机场若能立项，有望在 2015年开工建设，2017年建成，
突破目前湛江旧机场运量过小的瓶颈。

“今年我们还要组建远洋捕捞船队。过去我们的渔
船最远走到西沙，这次将会到达南沙。中国的海疆在哪
里，我们的渔船就抵达哪里。”王中丙市长说。

“党中央提出要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对湛
江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这
个新的发展机遇，主动作为，跟上国家步伐。”刘小华
书记说。

参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战略，作为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地的湛江，又开始了新的征程；怀着跨越
梦的湛江人，也在以自己的实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贡献力量。

任重道远。湛江人还在加倍努力。

本版图片由湛江市委宣传部、湛江政府网、湛江旅
游网提供 薄云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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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是一座以港而
兴的城市，港口不仅牵
系着湛江的过去、现在
与未来，也寄托着湛江
人太多的梦想。

从湛江市区驱车一
直向南，我们终于来到
魂牵梦萦的徐闻县三墩
汉港。这里现被辟为一
个 景 区 ， 昔 日 船 帆 如
林、万商云集的繁华早
已烟消云散，只有祭海
神台以及当属中国最早的

石质航标灯，还在为远逝的历史无声地作证。一条当作景观的木
船，停靠在海岸边，仿佛在给人们讲述着悠远的故事。

公元前 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遂雄心勃勃地谋划要让汉帝国
扬威海上，继张骞开辟陆上丝绸之路之后，再辟一条通向东南亚和西
域的海上丝绸之路。于是，在距目的地最近的徐闻县三墩港，一时间
货积如山，船来船往，大量的丝绸、黄金与土产，由此运往东南亚、缅
甸、印度及海湾国家，顺道运回犀角、珠玑、象牙、翡翠……“欲拔贫，
诣徐闻”也就成了千古名谚。

三墩港由于泥沙淤积及广州港的兴起，到了唐代便被人们遗
弃。而如今湛江市区一带的天然良港禀赋，渐渐受到人们注目。
1898 年 4 月 22 日，法国侵略军在遂溪县码头强行登陆，随后强
迫清政府把已占领的广州湾 （今改名湛江湾） 一带划作法国租
界，并且着手兴建码头。我们走进1903年建起的法国公使署旧
址，墙上的老照片显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广州湾租界区已
现自由贸易港的雏形，码头、道路、电力、通讯等市政基础
设施相继完成，纺织、爆竹、服装、火柴、制药、铸造等工
厂作坊达到上百家，就连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
也在此开设了支店。抗战期间，这里曾一度是中国通向世界
的唯一海上通道。

民国初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要在雷州半

岛建设海港的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这一设想即在周恩来总理
主持下加以完善并付诸实施。1956年，湛江港作为中国首个自行设计建
造的大港正式开港，湛江也由此跨入了新纪元。

此刻，我们就伫立在距市中心不远的宝满港区，雾霭之中的城
中楼宇，有如海市蜃楼一般。放眼海湾，虽然寒风飕飕，却是波平
浪静。特呈岛、南三岛、东海岛等岛屿，似乎在不远处向我们招
手。码头之上，海轮运来的五颜六色的各种矿石和集装箱，或成堆
储放，或正装车装船外运。湛江港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裁康广全向我们介绍说，湛江港目前已是我国西南沿海港口群的龙
头港和唯一亿吨大港，也是我国中西部和华南地区货物进出口的主
通道，在亚太经济圈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康广全说，目前，湛江港港域面积达265平方公里，港内岸线长
250公里，是当今世界第一大港荷兰鹿特丹港的3倍。这还不包括徐
闻、雷州、遂溪等市域内的海港。湛江港的最大优势，是深水岸线
长，有67公里之多，可以同时通航两对30万吨以上的货轮或50万吨
级油轮。仅湛江港集团经营的调顺岛、霞海、霞山 3个港区，就有
万吨级泊位25个，其中包括全国最大的30万吨级陆岸原油码头、华

南地区最大的 25 万吨级铁矿石码头和亚洲地区最深的 30 万吨级航
道。湛江港还有“大油泵”之称，通过四通八达的油管，日日夜夜源源不
断地把原油与成品油输往百里千里之外的茂名、北海、昆明及珠三角，
连接着西南、粤西乃至珠三角的很多炼油厂、加油站，维系着千家万户
的日常生活。

湛江人早就着手利用天然良港的地缘优势与运输之便，大力发展
临港工业，建起国家级的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临港物流
园区，兴办依托港口的服务性产业，做到港城互动发展。

当今，原油、铁矿石、煤炭和集装箱，占国际货运量的 70%以
上，而湛江已经具备能与国际货运趋势相适应的大型化、专业化码
头。“宝钢目前正在东海岛建设的钢铁基地，可用30万吨大船把铁矿
石等原料直接运到厂区边上的自备码头，用皮带机打到料场，送上
高炉。”康广全补充说。

“湛江港被称为天然良港，还有一个难得的优势，就是永远不会
淤积。港外因有 4 个岛屿拱卫，常年风平浪静，连防波堤都不用
建。港区海水涨潮时，流速为3海里，退潮时为3.8海里，可以自动
把泥沙带走，航道因此越来越深，而且几乎不需要疏浚。”康广全边
说边在我们面前展开一幅规划图，指着上面的几块区域说：“我们准
备将宝满港区向南推进4.2公里，扩充集装箱码头；另在霞山港区建
设一个 40万吨级的码头。照现有规划建设，到 2017年，包括徐闻、
雷州、遂溪港区的整个湛江港，吞吐量可由现在的1.8亿吨增加到3
亿吨以上，与青岛港目前的发展水平相当，重新进入中国十大港口
行列！”

我们不止一次听到湛江人爱拿自己这座滨海城市与青岛对比。原
来，1960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视察湛江，以赞叹的口气说
了 8个字：“北有青岛，南有湛江”。当时，湛江港的吞吐量与青岛港基
本持平，两市经济发展水平也几乎在一个水平线上。可如今，青岛的经
济总量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增长了 190倍，在全国首批 14个沿海开放
城市排名中，位居第四，已经跻身全国一流城市行列。而湛江，人均生
产总值还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70%，经济总量等11项主要经济指标，
在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中排名第11位之后。追赶青岛，追赶一流，不知有
多少湛江人怀此梦想？

湛江市，从湛江港走来。圆梦，也是从湛江港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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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人来到湛江，第一眼会看到漫山遍野种植的
热带水果。这里是全国数得着的红橙之乡、香蕉之
乡、菠萝之乡。再到市场转转，更会由衷地赞叹：湛
江人真有口福。傍晚时分，我们走进霞山海产品交易
市场。各种刚从大海捕捞上来的鱼、虾、蟹、贝等，
有的活蹦乱跳，有的被冻成块，千姿百态，让人眼花
缭乱，又垂涎欲滴。据说这里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海产
品交易市场，全国市场70%的对虾及大量海产品，都是
从这里运过去的。

湛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海鲜美食之都”，并且一
直以大农业、大渔业遐迩闻名。去年农业总产值达到
了664亿元，比上年增长6.3%，农业渔业生产水平还在

不断提高。然而，湛江人并没有陶醉在“海水煮海鲜”的独特美味之中。如何尽快跻身
于国内一流城市行列，才是他们最大的追求。

目标决定作为：2012年，湛江提出了5年崛起的近期目标。
思路决定出路：市委市政府确定了由农业大市向工业强市转变的发展路径。
项目决定崛起：围绕“三大产业航母”、“五大产业集群”，打造湛江经济升级版。

哪三大产业航母？就是大钢铁、大石化、大纸业；所谓五大产业集群，即发展
新能源、新电子、新材料、新医药、新海洋。这个“三”和“五”一相加，有望

带来5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规模，到2017年，带动湛江生产总值在现有基础上
翻一番，推动湛江经济发展水平跃升至全国平均水平。

当人们开始以几分怀疑的目光看待GDP，当全国钢铁工业产能严重过
剩，钢铁厂排放的污染物成为众矢之的的当下，湛江要上大钢铁，不禁让

人心生疑虑。
湛江市市长王中丙从政之前读过钢铁冶金专业博士研究

生，对于宝钢历经20年风风雨雨，终于选址投资湛江的原因心
知肚明。其实早在1993年，当时的冶金部即把湛江规划为

大型钢厂选址。2003 年，宝钢开始筹划产业转型时，
自然也把目光投向湛江的东海岛。“以前，产业

的发展是依托资源，哪里有原材料，
就在哪里建厂。过去建成的

武钢、攀

枝 花 钢 厂 等 都 是
如 此 。 后 来 与 国
际 接 轨 ， 生 产 路
径 便 发 生 了 变
化 ， 由 原 材 料 依
赖 变 为 交 通 依
赖 ， 所 以 当 今 世
界 上 新 建 的 大 钢
厂 、 大 石 化 企 业
都 在 海 边 。 湛 江
是 中 国 大 陆 最 靠
近 国 际 主 航 线 的
一 个 港 口 ， 也 是
我 国 沿 海 通 向 东
南 亚 、 非 洲 、 欧
洲 和 大 洋 洲 航 程
最短的口岸。宝钢算过账，在湛江建厂生产钢材，如果现有成本固定，比在上海生产，
每吨可节省成本200元左右。”

如今规划建设的湛江钢铁产业集聚区，总面积达47平方公里，其中宝钢湛江钢铁项
目占地 17平方公里，另外还有 30平方公里的钢铁配套产业园，还要规划建设雷州、遂
溪、廉江、吴川4个钢铁配套产业延伸区。这个产业集群能够“逆势”而为，其实势在
必然。

王中丙说，我国钢铁工业目前存在两个弊端：一是全国布局不合理，二是无序发
展。全国钢铁生产呈北重南轻，而钢铁消费却是北轻南重。广东一
年要消费钢材5500万吨，但自给率相当低。为了引进宝钢这个环保
循环经济的窗口企业，广东省还压缩了本省钢厂 1600 万吨的产能，
以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

难怪马年春节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朱小丹省长即乘飞机
到达湛江，在机场匆匆吃过盒饭，便直奔东海岛宝钢项目基地。他
在项目现场指挥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湛江钢铁项目既是广东转
型升级的标志性项目，也是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项目，所
起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钢铁产业本身，而且关系到广东今后的发展
后劲。”

建设中的东海岛湛江钢铁基地建设中的东海岛湛江钢铁基地 李李 波波摄摄

三墩汉港遗址三墩汉港遗址三墩汉港遗址

广东省湛江市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摊开地图，这个地理特征便一目了然；它还拥有的一个历史特征，
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就鲜为外人所知了。前段时间，国内一些沿海城市专家学者合计为海上丝绸之路
申遗，居然遗漏了2000多年前最早“开海”的湛江。也许是偏处一隅的缘故，湛江一直远离于世人目光，仿
若琼州海峡的波涛，在天涯海角内敛地浅吟低唱。

马年春节假期一过，记者乘了整整4个小时飞机，来到这片南国热土，扑面而来的是郁郁葱葱的绿色，充耳

所闻的是要马上奋进的强烈呼唤与坚实步伐。市委书记刘小华对记者表示：“早在
1984年，湛江即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前几年，又被广东省定位为全国海洋经济示
范市和广东对接东盟的桥头堡。现在中央提出要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为我们
发挥海洋优势，提升对外开放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
遇，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跨越式发展，争取尽快跻身全国一流城市行列。”

湛江湛江：：海上丝路始发地的新跨越海上丝路始发地的新跨越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孔晓宁孔晓宁 罗艾桦罗艾桦 赵赵 珊珊

湛江

台
湾

海
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