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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一块红色的土地，一块英雄的土地。

1929 年 12 月 11 日，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百色领导和发动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建立了中国工

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创建了右江

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一页。

一路前行，百色站在了改革发展的关键点上！

作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大石山

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百色的发展面临多重任

务：既要调结构促转型，又要做大经济总量；既要走生

态立市、绿色发展道路，又要推进“四化”同步发展；既

要破解当前发展难题，又要为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把握机遇，坚定信心，改革创新，攻坚克难，实现

后发赶超！”百色市委书记彭晓春说，今年是邓小平同

志诞辰 110周年，作为邓小平同志战斗过的地方，百色

革命老区正以百色起义精神为指引，坚持扶贫开发优

先、交通发展优先、产业发展优先、城镇化优先“四个

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富裕幸福魅力生态和谐百

色，努力与全国全区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工业：“再造一个工业百色”

右江两岸，涛声阵阵，清风拂面。

对于百色这样一个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

境地区、大石山区、贫困地区、水库移民区“六位一体”

的特殊区域来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贫穷落后面貌？

“百色要实现跨越追赶，基础在工业，出路在工

业，潜力在工业，希望也在工业！”百色市市长周异决

说。为此，百色市确立了“工业强市”的发展战略，把

工业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

2002年撤地设市后，百色市在摸清资源“家底”的

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走“铝电结合、林纸结

合、煤电结合、矿电结合”的特色工业化发展路子，大

力发展铝产业。于是，铝产业异军突起，一枝独秀，铝

产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堪称“一

铝独大”。如今的百色，以其丰富的铝土矿资源和铝

产业的强势发展，被人们誉为“南疆铝都”。

“一铝独大”，优势与忧患并存。调结构、转方式，

百色如何破题？

针对这样的情况，百色出台了《百色市做大做强

做优工业总体推进方案》，提出了大力发展铝、冶金、

石化、煤炭、电力、建材、造纸与木材加工、食品、机

械、制药、纺织服装等传统支柱产业，积极培育发展

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为百色日后产

业布局的进一步调整打下坚实的基础，强化了产业发

展根基。

转型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百色的工业

结构开始由铝产业“一业独大”向“多业并举、多元支

撑”转变。

传统产业不断优化升级。通过实施千亿生态铝

产业工程，百色铝产业链加快延长，结构加快优化。

2013 年，百色铝工业形成年采选铝土矿 1748.2 万吨、

年产氧化铝 840万吨、电解铝 82万吨、铝材加工 130万

吨的生产能力，铝工业成为百色市工业经济第一支柱

产业。

新兴战略性产业快速崛起。经过多年培育发展，

百色的新材料产业发展迅猛；中药切片产业稳步发

展，左旋多巴制药初具规模；多金属回收资源综合利

用迈上新台阶；精细化工产业逐步推进；木材加工产

业链开始向家具、交易市场方向延伸……

加速转型靠什么驱动？唯有创新！

围绕资源永续利用，以生态工业理念来布局和推

进工业兴市建设，百色工业找到了新的出路和增长

点，煤炭机械化开采、采矿复垦一体化的租地复垦制

度、焙烧氧化铝余热回收利用、异型阴极电解槽技术

等一批重点项目和产品取得了技术突破，填补了国内

空白，形成了自主创新技术。

扩总量，调结构，既要大企业“顶天立地”，也要

中小企业“铺天盖地”。2013 年，百色在实施“抓大壮

小扶微工程”中，完成 10 亿元以上企业 15 家，完成亿

元以上企业 100家，完成规模以上企业 245家。

实现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必须加快转型升级。

2012 年 7 月，百色市作出了《再造一个工业百色

的决定》，将倾全市之力打造百色工业经济升级版，确

保到“十二五”末全市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在

2012 年的基础上实现“两个翻番”，即到 2015 年工业

总产值要达到 2000 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26%，工业增

加值要达到 800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26%。

在这样的宏伟蓝图的指引下，百色工业的现代化

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农业：向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转型

2013年 12月 11日上午 10时 38分，随满载 1100多

吨果蔬的百色—北京果蔬绿色专列“百色一号”缓缓

驶出六塘火车货运站，现场顿时掌声雷动、锣鼓喧天、

长号齐鸣，欢庆果蔬绿色专列正式开通运营。

随着我国首条“南菜北运”铁路绿色通道——“百

色至北京果蔬绿色专列”的正式开通，百色农业正逐

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如今亮点频闪的现代农业,成为百色经济发展的

一大亮色。

百色市是广西的农业大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光热充沛，雨热同季，盛产优质芒果、香蕉、柑桔等亚

热带水果。

近年来，百色市依托亚热带气候优势和丰富的农

业资源，按照“提升传统产业，做强支柱产业，发展新

兴产业”的思路，坚持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为主线，以

促进农民增收为目标，全面加快农业产业化、集约化、

基地化进程，形成了以粮食、水果、蔬菜、甘蔗、桑蚕、

烤烟、茶叶等为主的亚热带特色农业产业体系。

千山万岭中的百色农业，透出愈来愈浓烈的现代

气息。

数据表明，长期以来传统农业占据统治地位的百

色农业产业结构正在进一步优化升级：

——产业结构优化。2013年，粮食和经济作物种

植比例调整到 1∶1.52，形成了果蔬蔗桑烟茶六大主导

产业，芒果面积、产量均超过全区的 60%，排广西第

一；秋冬菜、茶叶、烟叶面积均排广西第一，甘蔗面积、

产量位居广西前列。

——品种结构优化。主推的优势农产品良种覆

盖率不断提高，优质稻占全市水稻的 75%，水果优果

率超过 80%，全市粮食、蔬菜、水果、甘蔗、桑蚕、烤烟、

茶叶七大主导产业良种覆盖率均超过 90%。

——品质结构优化。截至 2013 年底，无公害农

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基地认证面积 199.1 万

亩，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认定品种

43 个。

而通过大力发展“一乡一品”“一乡多品”特色现

代农业，百色广大农民实现了增产增收，走上了致富

之路。

盛夏，在百色市乐业县逻西乡境内，连片的板栗

林仿若绿海，茂密的枝叶间挂满了板栗生果。

近年来，乐业大力推行“一乡一品”，逻西选取板

栗作为逻西的“一品”来发展，并大力引导农业经纪人

推销，逻西的板栗产业逐渐壮大起来。如今，逻西单

板栗种植面积就达 30.08万亩，年产值达 3.15亿元，已

成为逻西乡的主导产业。

村民王壮目前种植有 50亩板栗，年收入不菲。他

说：“2005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从银行贷款后，就开

始种植板栗苗，现在不仅还了贷款，银行还有存款。”

“田七回家”，农民发家。

从2013年起，百色大力实施“田七回家”工程，积极

发动群众种植田七，努力打造促农增收新产业，力争实

现“2014年全市田七面积将达到3万亩，到2015年超过

5万亩，农民人均田七纯收入达到1800元”的目标。

如今的百色，已有超过 100 万亩的山茶油、八角，

15 万亩的烟叶和 30 万亩的茶叶，特产丰富，是我国

“南菜北运”商品蔬菜基地、国家商品粮基地、国家糖

料蔗基地和全国优质烟区，拥有“中国芒果之乡”“中

国沙糖桔之乡”“中国茶叶之乡”“中国八渡笋之乡”

“中国茴油之乡”等美誉。

依托亚热带气候优势和丰富的农业资源，百色走

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城建：“再建一个百色新城”

路网不断延伸，高楼拔地而起，塔吊繁忙作业……

驰骋在百色城区,火热的城市建设气息便扑面而来,处

处都能感受到城市建设的速度和力度，让人感到老区

的生机与活力。

曾经，百色市的城镇建设被专家认为“弱小的城

镇实力与广阔的经济腹地不相符”，旧城区交通拥堵、

人口密集、绿地缺乏等矛盾日益突出。扩张突围，成

为各界共识。

往哪扩？翻看百色城区版图，西北是百色水利枢

纽、山区各县所在，空间有限，东南是广阔、生机勃勃

的右江河谷。东扩南拓，融入河谷，遂成百色城建大

战略。

经过谋划、积蓄,百色市城镇建设进入发力阶

段。一条条道路、一栋栋建筑“跳”出规划图,落在这

片热土上。

2013 年，百色加快提升老城区、充实完善龙景迎

龙区、挺进开发百东新区，做美扮靓右江，全市城建

领域投资完成 210 亿元，城镇化率达 39.5%，比上年

增加 2 个百分点。百色大道、体育沙滩公园等项目

开工建设；园博园、龙景核心区路网等项目加快推

进；市体育中心一期、科技文化中心（一期）等项目竣

工；开工建设了新五中、新百高等教育项目。通过基

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学校、住宅区的建设，目前龙

景、迎龙区框架已经基本成型，特别是随着东合大

桥、龙旺大桥建成通车，中心城区的主要骨架路网基

本形成，全市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期，中心城区面积将

近 50平方公里。

理想向现实更进一步。

2013 年末，百色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提出“再建

一个百色新城”目标。如今，百东新区正加快征地拆

迁步伐，多渠道开展新区项目融资工作，全力推进新

区 28 个重点城建项目建设，加快了右江—田阳一体

化进程。今年力争城市建设领域投资完成 200 亿元

以上，全市城镇化率提高 2 个百分点，城镇化率达

41.5%。

百色还全面放开城镇落户限制，以右江区、田阳、

田东、平果、德保、靖西等县为重点，建设一批农民创

业园区，吸纳更多农民工返乡创业，吸引更多农民“下

山进城入谷”。

放眼百色城，以澄碧河、鹅江、右江为界，百色市

区的鹅城区（城西区）、迎龙区（城东区）和龙景区（河

南区）3个组团的态势逐渐形成，百东新区的建设也在

如火如荼进行。

百色按照“市县一体化规划，经济一体化推进；城

乡一体化建设，城郊一体化融合；城市一体化管理，利

益一体化共享”的发展思路，加快推进行政区划调整

建设。“到 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53%

指日可待。

不久的将来,百色的城镇建设将会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生：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

这些年，有个安稳的家，一直是百色市田东县作

登瑶族乡陇穷村陇外、更二屯群众的梦想。今年春

节，这个愿望实现了。

陇穷村陇外、更二屯共 58 户 222 名群众，之前这

两个屯地处自然条件恶劣的大石山区，是特困村，群

众迫切要求搬迁。田东县 2013 年决定投资 1000 多万

元，将这两个屯易地安置。

“多年来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大伙连做梦都在笑，

太感谢党和政府啦！”村民阮承设高兴地说。

加快百色发展，最终目的是改善民生。“民生优

先，民生为大。”百色市主要领导在不同场合均总强调

同样的话，饱含着对老区人民的责任与深情。

百色形成共识：作为后发展、欠发达地区，百色的

民生和扶贫工作任务非常艰巨，工作基础比较薄弱，

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针对民生和扶贫工作涉及面

广、工作量大这一实际情况，要坚持“小财政办大民

生”理念，统筹加大对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等民生事业发展投入，着力推动各项社会事业加快发

展，使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加大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推进乡镇中心幼儿

园、中心城区教育基层设施；千方百计增加城乡居

民就业与收入；筹措 45 亿元以上资金，实施社保惠

民、健康惠民、教育惠民、强基惠民、安居惠民、土地

整治惠民、农补惠民、生态惠民、文化惠民、通畅惠

民等 10 项为民办实事工程……百色让发展与民生

同步升级。

今年上半年，百色财政民生支出达 88.7 亿元，增

长 22.9%，带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社会

事业稳步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保持两位数增长。

在百色，还有一个特殊群体——贫困人口特别让

人牵挂。

作为全国 14 个连片特困地区（滇桂黔石漠化片

区）之一，百色是全国、广西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贫困

人口数量高居广西第一。

脱贫致富，一直是贫困群众的梦想。

沙里瑶族乡沙里村原是百色市凌云县的一个贫

困村，一些屯不通路、不通电。其中弄怀屯 30 户村民

几乎全住在树皮围成的瓦房里，全村只有一个水柜，

村民们用马驮水，早晨洗脸的水，晚上用来洗脚，最后

喂猪。

而现在，路通了、水柜建好了，30 余栋灰瓦白墙、

瑶族风格的新居掩映在群山叠翠中，宛如乡村“别

墅”。通过发展产业，村民们养豚狸、发展食用菌，一

个个产业让他们有了奔头，圆了瑶族同胞的致富梦。

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实施以来，百色坚持把扶贫

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坚持扶贫优先战略，深入实施

精准扶贫，2013 年底百色全市贫困人口下降到 102.44

万人，比 2010年底的 169.5万人减少 67.1万人。

今后两年，百色将强力推进 2014—2015 年扶贫

开发攻坚战，让更多的老区贫困群众开启脱贫致富

之梦。

如今的百色革命老区，广大群众享受到的发展成

果越来越多，得到的改革实惠越来越大，生活的幸福

指数越来越高。

干部：重塑服务群众的精气神

塑造精气神，汇聚正能量！

2014年 3月 17日，“最美基层干部”吴天来现场做

报告，38 分钟内，赢得多次热烈掌声；全市 12 个县区

设分“课堂”，3 万余名党员干部聆听“授课”……通过

深入开展“争当好干部、践行群众观”主题活动，百色

市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向身边典型学习，增强服务群众

的精气神。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百色深

入开展“换位沉底”“争当好干部、践行群众观”“学习

最美基层干部吴天来”等富有特色的活动，有效地促

进了干部作风大转变,塑造了干部队伍新形象，实现

了教育实践活动与改革发展“两不误、两促进”。

加快发展、迎难而上、心系群众、乐于奉献、敢于

担当、真抓实干、善做善成，开始潜移默化渗透进百色

市各级干部的各项工作。

新形象，体现在干部作风上。

在“换位沉底”查“四风”活动中，百色市委书记彭

晓春到该市田阳县那满镇挂任镇党委第一书记，换位

主持开展工作，切身体验基层生活，倾听群众的意见

和呼声，查找反思“四风”问题；“担任”右江区龙川镇

“第一书记”的百色市市长周异决在服务窗口帮助两

位老人办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代缴业务后，邀请

老人给自己打分；百色市国土资源管理局局长换位到

市政务服务中心担任首席代表后，亲自坐班为群众办

证，体验到办证手续繁杂、程序繁琐、群众怨言多，马

上组织相关人员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优化

了群众办事流程，提高了窗口服务效率，重塑了国土

部门公信力，赢回了群众的信赖；那坡县百合乡党委

书记梁秀荷换位到那乐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走访

群众中了解到该村水利渠道长年失修，致使全村农田

无法灌溉，严重影响农作物的收成，她当即协调落实

项目资金，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很快便解决了当地 200

多亩农田灌溉用水问题，让 215户群众受益。

新形象，体现在对群众的感情上。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为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的问题，百色市通过推出“便民服务卡”“便民

春风行动”“民情快递速理”站、“民情直通室”等措施，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我和我爱人腿脚不方便，不知道乡里面的领导

能否帮我们办理医疗保险呢？”电话的一头，百色市隆

林各族自治县者浪乡央腊村村民黄志兴焦急地向乡

领导反映问题。了解到黄志兴的家庭实际情况后，者

浪乡副乡长吴承建二话不说，立马就答应帮他跑腿解

决问题。这一通电话帮了黄志兴很大的忙，而这通电

话，要得益于该乡发放的便民服务卡。

新形象，体现在工作干劲上。

“为全面完成今年各项工作任务，把年初制定的工

作目标、任务再次亮出来，并限定完成时间，使各班子

成员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百色市平果县新安镇推

行“领导班子成员中心工作完成情况承诺牌”制度，在

镇政府大楼前面摆放公示牌，亮出全年各领导班子成

员的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存在问题、具体措施、承诺完

成期限及推进情况等，工作推进情况每 3天更新一次，

有力地推动了全镇的各项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称赞。

干部作风变，变出新气象。从城市到乡村，从机

关到企业，从学校到社区，党的群众路线激发的强大

合力正让革命老区焕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

千姿百色美，万象红城新。在邓小平同志诞辰

110 周年之际，百色 400 万各族人民正秉承百色起义

精神，推动百色跨越追赶发展。

千姿百色 幸福红城
——喜看百色革命老区发展新变化

□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百色红色旅
游日益火爆，到百色起义纪念公园游玩的人络绎不绝。

2013年12月11日，百色至北京果蔬绿色专列正式开通，
百色农业正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科技化的现代农业转型。

日新月异的百色城日新月异的百色城

作为全国重要的“南菜北运”基地，百色大力发展蔬菜种
植。图为“南菜北运”基地的核心区：田阳万亩蔬菜生产基地。

百色区位优势独特，是西南地区出海出境大通道、中国
与东盟双向开放的前沿。图为百色市边境县靖西境内的高
速公路。

百色市积极推进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建设，铝工业已
经发展成为全市第一大支柱产业。图为蒸蒸日上的全国生
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重要组成之一——靖西信发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