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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巍巍南岭，贺水滔滔。秋
日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
满山翠黛，稻谷飘香，一派生
机。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
贺州市也迎来了建市20周年。

二十载栉风沐雨，二十载
拼搏砥砺，二十载春华秋实。
近年来，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
贺州市踏着时代的鼓点，乘着
改革的春风，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
理念，持续完善城市功能，潜心
提升城市品位，在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前行路上奋蹄疾驰，跑
出了“贺州速度”、树立了“贺州
形象”、增进了“贺州自信”，让
幸福感在“家门口”落地生根。

城市蝶变满目新

建市20年来，贺州市综合
经济实力翻了三番，从排名全
区末位，跃升到2021年的第12
位。期间，全市生产总值总量
从2002年的110.3亿元，提高
到2021年的909.2亿元，连续
闯过了8个百亿元大关。20年
间，贺州市经济总量增长了7.2
倍，GDP年均增速达9.6%，人
均 GDP 由 2002 年的 5301 元
提升到2021年的45044元，年
均增长9.7%……一组组亮眼
的数字，一个个城市发展的增
长指标，足以说明贺州市这座
年轻的城市活力无限。

回溯过往，从不沿边不靠
海的广西“交通末梢”到桂粤湘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从相对
封闭的“省尾”变身粤港澳大湾
区的美丽“后花园”……贺州市
一次次的华丽蝶变不仅得益于
其独特的发展优势，而且和其
抢抓机遇、奋勇争先的发展实
践紧密相关。

贺州市地处桂、湘、粤交界
地，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素有

“三省通衢”的美誉，是广西与
大湾区经济融合、产业对接、文
化交流的重要战略支点，是大
西南连接粤港澳的重要通道，
区位优势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
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
略的实施，贺州市的发展优势
逐步凸显。贺州市全面落实粤
桂东西部协作部署要求，聚焦
理念、规划、交通、产业、金融、
人才、服务等 7个领域，全方
位、全过程、高水平建设广西向
东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先行示
范区。

城市建设，规划先行。建
市之初，贺州主城区下辖仅有
八步街道。从2018年开始，贺
州市规划实施了《贺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6—2035年）》，

构建了“一主四副，两轴三区”
的市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围
绕城市品质提升思路，对中心
城区范围相关建设项目进行统
筹谋划，贺州市编制了《贺州市
城区三年品质提升实施方案》，
重点规划“三路一江一片区”，
加快建设“山水园林长寿城”促
进城市建设快速健康发展。如
今，一个个城市绿地公园惊艳
亮相、一幢幢商住高楼拔地而
起、一个个市政设施项目动工
建设，一座生态良好、风情浓
郁、宜商宜居的山水园林长寿
市早已名扬四海。

交通完善，发展提速。建
市之初，贺州市没有一条高速公
路，路难行、车难进。建设一条
高速路，是当时所有贺州人的
期盼。2006年桂林至梧州高
速公路平钟段通、2009年洛湛
铁路贺州段通车、2014年贵广
高铁建成通车……从建市初期
的“身无寸高”“手无寸铁”，到如
今全力打造“7高6铁5站4环3
网2江1机场”核心交通格局，
贺州走上了“东融”的前沿C位。

世界寿城，绿色崛起。全
市森林覆盖率达72.95％，建市
以来，贺州依靠绿水青山的环
境底色，大力发展生态健康产
业，2014年出台《贺州市生态
健康产业发展规划》，成为广西
自治区第一个生态健康产业发
展规划；2016 年贺州市获评

“世界长寿市”；2020年贺州市
成为中国首个“全域长寿市”；
2021年贺州市实施大健康和
文旅产业项目151个，总投资
1298.54亿元。如今，贺州正茁
壮成长，一幅“长寿、文旅、绿
色”的健康产业宏图也在积极
描绘中。

转型升级绿产兴

建市 20 年来，贺州市第
二、三产业的比例呈现大幅度
增长。全市三次产业比例由
2002年的34.8：34.2：31.0调整
为 2021年的 18.1：38.0：43.9。
产业结构的主基调由一产为主
调整为二三产引领，第二产业
比重年均上升0.20个百分点，
第三产业比重年均上升0.68个
百分点；

建市20年来，贺州市2021
年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800亿
元，是2002年的43.7倍；规上
工业企业由2002年的105家，
增加到2021年的328家……

一项项产业数据、一个个
经济热词，充分凸显着贺州
这座现代名城的产业高质量
发展。

从过去的发展“边缘”到
“东融”前沿的历史性跨越、从
传统农业小城转向新型工业化
城市……贺州市凭借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化产
业体系、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等，“中国重钙之都”“中国温
泉之城”强势崛起，粤港澳大
湾区“后花园”魅力无限。

石材碳酸钙产业一直是贺
州市的传统支柱型产业，过去
由于部分企业规模小、分布散、
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牛奶河”
曾经是许多贺州人的记忆伤

痛，不仅成为了环保整治的重
难点，也制约着该行业的可持
续健康发展。

为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近年来，贺州市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积极开展石材碳酸钙
行业综合整治行动，着力改变
行业乱象，推动石材碳酸钙产
业转型升级，不断延长产业链、
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走出
了一条碳酸钙绿色循环产业发
展之路。

在碳酸钙产业的上游矿石
开采场，贺州市率先推行“五化
模式”建设“五型矿山”，即通过
阶梯化开采、工厂化生产、标准
化建设、规模化经营、现代化管
理的模式，推动建设绿色、生
态、品质、和谐、智慧型矿山。
预计年底前，贺州市将完成绿
色矿山创建44座，创建绿色矿
山达到100%。

同时，贺州市也在培育壮
大碳酸钙产业集群上不断着
力。经过多年发展，贺州市碳
酸钙产业链从最初的“石材开
采—天然板材加工—重钙粉体
生产”，逐步转向发展产业链的
中后端，已构建起首个“矿山开
采—天然石材及工艺品—碳酸
钙粉体—人造岗石—复合新材
料—碳酸钙固废综合利用”的
碳酸钙循环产业链，产业链涵
盖了上下游及配套产业和生产
性服务业。2021年，贺州市石
材碳酸钙全产业链企业600多
家，总产值超320亿元。

碳酸钙产业发展路径的历
史之变，印证着贺州市积极打
造绿色循环经济，促进产业绿
色转型的生动实践。

20年的砥砺奋进，贺州市
依靠实施创新驱动的发展密码

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贺州
市目前拥有6个国家级、37个
自治区级、46个市级，共89个
创新平台；高新技术企业 48
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63
家；引进科技成果进行转化
120余项；拥有1个国家级、2
个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创新
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近年

来，贺州市不断优化完善人才
政策体系，创新出台《贺州市加
快人才东融十项政策》《贺州市
关于加快建设“人才飞地”的若
干措施》等系列含金量高的政
策。以产业人才和柔性引才为
重点，明确了若干引才引智、

“人才飞地”和科研平台建设、
专业技术转移和科研成果认
定及转化奖励等实施细则，为
稳才、留才、引才提供了政策
保障。

企业开办7个事项1日内
办结，企业开办只需跑一次或
零跑腿；基层办事群众越来越
青睐“不见面审批”，行政许可
事项网上可办率100％，“即时
办”“掌上办”“指尖办”成为办
事常态；全市可“跨省通办”事
项 640 项，政务服务“全链通
办”集成服务办件3112件……

一串串亮眼的“放管服”改
革数据的背后，是贺州市坚持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头号工程”予以推进的
生动缩影。近年来，贺州市紧
紧围绕高水平建成广西东融先
行示范区目标，深化“放管服”
改革，创新服务模式，努力打
造流程最少、效率最高、服务
最好、环境最优的营商环境，
以优质营商软环境成就科学
发展硬实力。

民生改善生活美

建市20年来，贺州市2021
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248元，同比增长8.9%。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665 元，年均增长 9.1%，是
2002年的5.2倍；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5312元，年均

增长 10.8%，是 2002 年的 7.1
倍；2021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39，比2002年缩小了0.86。

爱莲湖公园、园博园、大钟
山公园、贺江南北堤公园、金泰
湖、永丰湖等市民公园从无到
有、从少到多；“一江九河连七
湖生态水系”建设持续推进，贺
州市还入选全国第三批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城市；人居环境呈
现从传统的“小县城”到宜居、
宜业、宜游长寿市的根本性变
化……一张张亮眼的城乡居民
收入成绩单，一个个看得见、摸
得着的民生工程，记载着贺州
市20年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的突出成效。

作为欠发达后发展地区，
贺州市城市建设起步晚、底子
薄、欠账多。如何以高标准党
建引领高效能治理、建设高颜
值城市、推动实现高品质生活，
让广大群众在共享城市发展成
果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这是摆在贺州市党员
干部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因房子过户问题，兄妹三
人产生矛盾，情绪激动、互相指
责，矛盾可能升级激化。”今年6
月份，贺州市八步区厦良社区
接到新兴南路204队小区群众
来电，反映该小区某户家庭的
纠纷问题。驻社区的党建指导
员严本杰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
冒雨赶到居民家中，深入了解
事情的前因后果，并以邻里街
坊和长者的身份与居民拉近了
关系，利用其丰富的群众工作
经验，促使三方达成共识，将矛
盾化解在萌芽中。

据了解，近年来，贺州市八
步区积极探索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工作和“党建引领+网
格化服务管理”的社会治理模
式，建立规范运行和高效服务
的基层社会治理党建网格管理
体系，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

“格”中办，有力维护了全区社
会大局持续安全稳定。

值得一提的是，广西贺州
市通过聚焦城市建设发展的重
点难点问题，创新推行“城事联
解”工作法，通过健全完善“一
张联系网格、一个智慧平台、一
份事项清单、一个指挥中心、一
套问效制度”，推进街道社区扩
权赋能，职能部门高效运作，有
效解决城市建设发展基层治理
难题，提升居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

不仅如此，贺州市选派了
百名“寿城桑榆”党建指导员，

“嵌入”社区治理；打造“15分
钟服务圈”，提升党建引领社区
治理质效；实施“红色物业”工
程，推动物业服务质量和社区
治理效能双提升；同时以党建
引领网格化治理实战化，促进
城市治理精细化。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

砥砺奋进二十载砥砺奋进二十载 融合发展启新程融合发展启新程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爱莲湖。贺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