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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

转型升级赋新能转型升级赋新能 景美民安业兴旺景美民安业兴旺
回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

市的成长轨迹，从披荆斩棘艰
苦奋斗开创新局面，到砥砺前
行深耕拉开城市框架，再到劈
波斩浪赶超跨越，一幅水清、地
绿、宜居、兴业的城市建设美好
画卷，正在桂中大地徐徐展开。

提升城市品质
建设宜居家园

“我喜欢来水城散步，这里
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让人心旷
神怡，是一个锻炼休闲的好去
处。”来宾市民韦华平日里常会
带着孙子到桂中水城散步，对
这里优美的环境赞不绝口。

昔日，来宾城中绿色少，
虽然有红水河穿城而过，但因
河床太低，让其变成“有水不
能用”的城市，沦落为“桂中
旱片”。

如今，漫步在碧波荡漾的
桂中水城边、徜徉在草鞋沟景
观带，不禁让人感叹：来宾市
区环境大变样，市民生活更
幸福……

“近年来，市水利局统筹发
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深入推进
河湖长制工作，着重围绕贯彻
执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保护制
度，狠抓水环境治理、持续推进
河湖‘清四乱’、建设美丽幸福
河湖等方面重点工作，不断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实效。”来
宾市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桂延说。

来宾市通过完善市政基础
设施、强化市容环境管理、推进
生态园林建设、加强综合执法
监督等举措，大幅提升城市管
理水平，让来宾变得越来越亮
丽，人民群众越来越幸福。

来宾市环境空气质量全面
达标，2019年至2022年连续4
年地表水断面水质排名全国前
列，其中 2019 年位列全国第
一，水质优良率100%，污染地
块安全利用率100%；建成广西
壮族自治区首个国家环境服务
业试点展示基地，荣获“国家森
林城市”称号。

来宾市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持环境为本，打好稳生态促转
型攻坚战，坚决守住生态环境
底线，让来宾人民尽享“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带来的生态
福利。

厚植文化热土
建设文明家园

赛场内，双方队员你攻我
防、你抢我夺，抢断、快攻、盖

帽、三分球等精彩好戏轮番上
演；球场外，观众加油、呐喊、欢
呼声响彻球场上空……2022
年11月12日晚，来宾市武宣县
通挽镇 2022 年第二届“平安
杯”篮球赛暨“天隆学府壹号
杯”篮球邀请赛在尚黄村球场
开战。

一场场精彩赛事激活基层
全民健身热情。自获得“全国
全民健身示范城市”称号以来，
来宾市推进的“求乐、求知、求
技”——“三求”文化体育惠农
工程，为广大农村建设了体育
设施，组建了农民篮球队，打下
了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

2023年 3月 6日,中央电
视台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打起
锣鼓唱起歌》专题纪录片，来宾
市忻城县农民歌手兰培文现身
荧屏。

在忻城，90后兰培文不仅
是远近闻名的山歌传唱者，还
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
展项目忻城壮族织锦技艺的传
承人、壮锦文化推广达人。

兰培文说，要发展壮锦文
化，不能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传
统文化来欣赏，还要推陈出新，
将它用于日常生活。“只有了解
年轻消费者的审美爱好，做到
锦上添花，才能让这门传统手
艺在新时代‘越活越年轻’”。

而这只是来宾市展现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成果的一个
缩影。

2018年以来，来宾市大力
推动示范区创新发展，充分发
挥文化阵地辐射作用，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央、
广西壮族自治区两级财政投入
2.81亿元，市县两级财政投入
1.46亿元，建成了来宾市城市
会客厅、市民舞台、武宣大藤峡
博物馆、象州县文体中心等一
批市县大型公共文化设施，市、
县、乡、村四级文化设施网络逐
步完善。至2020年，全市713
个行政村实现村级公共服务中
心全覆盖、广播电视光缆行政
村“村村通”，公共文化设施建
设实现标准化。创新推进文化
馆图书馆总分馆制服务至村，
逐步构成市、县、乡、村四级建
设服务模式，公共文化实现区
域共建共享、线上线下服务，公
共文化服务实现均等化、数字
化，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
公里”。

10多年来，来宾市公共文
化“建得起、用得活、管得好、可
持续”的模式，成为经济后发展
地区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反弹琵琶”的典范。来宾市
公共文化经验入选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大型政论专题片《必
由之路》，相关模式在广西壮族
自治区乃至全国各地得到广泛
推广。

自2013年11月成功创建
首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以来，全市上下多措并举，
整合资源，进一步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服
务水平不断提升。

夯实产业支撑
推进产城融合

在来宾市工业园区下辖
的河南工业园内，一幢幢厂房
拔地而起，厂房里机器轰鸣，
一条条生产线快速运转，汇聚
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亮丽风
景线。

“中沛锚定2023全年产值
计划 8 亿元、比 2022 年增加
12%的发展目标，在原有的商
用显示领域、汽车中控领域继
续扩大了全国市场占有率；同
时，今年在智能家电市场、工业
控制设备、医疗器械等领域订
单稳步上升。”广西中沛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镇沅介
绍，下一步，公司将用足用好

“项目工作20法”，拼速度、抢
进度、加力度，继续完善中沛电
子信息产业园上下游产业链。

“抓经济关键是抓产业、抓
产业关键是抓项目，要运用‘项
目工作20法’，在全市上下形
成‘大抓产业、大上项目’的浓
厚氛围。”2022年初，来宾市委
书记何朝建在全市产业振兴暨
重大项目推进会上如是说。

何朝建表示，所谓“项目工
作20法”，就是在上项目时要
坚持3个基本要求；在谋划项
目时，要打好5张“王牌”；在争
取项目时，要实行“三上两下”5

步法；在高质量推进项目时，要
落实7项措施。

据悉，今年一季度，来宾市
工业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同比
增长14.8%，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13.1%；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30.4%；工业投资同比
增长14.2%；外贸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35%。同时，来宾市
工业园区突出抓好招商引资工
作，实现新签约项目11个，总
投资额35.1亿元，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7个。

“下一步，园区将围绕六大
产业集群延链补链强链，着力
扩投资、上项目、强产业、增后
劲，优化营商环境，力争推动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实施，为
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
劲的动力。”来宾市工业园区党
工委书记骆平原说。

多年来，传统产业占据主
导地位的来宾，如何在创新转
型上大下功夫？党的十八大以
来，来宾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着力推动传统
产业二次创业，大力引进和培
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加快
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工业发展
硕果累累。

当前，随着糖业循环经济
产业链的不断完备，来宾市实
现了“一根甘蔗吃干用尽”。

广西福斯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所产的环保餐具，是来
宾市“甘蔗—制糖—蔗渣—浆
纸—可降解环保餐具”循环经
济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来
宾不仅有丰富的甘蔗资源，更
有一流的营商环境。”该公司
副总经理许家辉表示，目前，
公司已实现全自动化生产，所
产环保餐具大部分出口日本、
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来宾市围绕存在

的短板和弱项，对标对表国内、
区内先进水平，深化“放管服”
改革，实施“桂惠贷”财政贴息
政策等，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
度，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和创
造力，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2023年，“来宾市义务教
育入学全程网办，让企业随迁
子女读书无忧”案例上榜广西
壮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十大
先进典型示范案例。

产业旺则城市兴。从来宾
市武宣县城东新区进入县城，
城区高楼林立，街道宽阔整洁，
道路纵横交错，沿河美景如画，
城市天际线美不胜收。

2022年，武宣县围绕五大
领域24项重点建设任务，谋划
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的项
目77个，总投资139.95亿元。
截至2022年底，全县统筹推进
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38个，累计完成投资
86.88 亿元；县城建成区面积
14.2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城镇
化率由2020年的44.57%提高
到2022年的45.7%，城镇化快
速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改善。

新城拔地而起、设施不断
完善的武宣县，是来宾市城镇
面貌大为改观的生动缩影。

从农业地区到工业城市，
从“桂中旱片”到魅力水城，从
艰难起步到景美城兴，来宾市
这座新兴之城，正抢抓广西壮
族自治区“十四五”区域协调
发展试点政策机遇，加快建设
珠江—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
展重要支点、广西内陆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新高地、以桂中水
陆联运区域物流枢纽基地为
支撑的西部陆海新通道东线
重要节点城市，综合实力不断
提升。（图片由来宾市融媒体中
心提供）

■中国城市报记者 叶中华 通讯员 谢仁凤

“桂中水城”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城区天蓝水碧，风光秀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