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 刊
SPECIAL EDITION

8 2024 年 9 月 4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苏菁菁 邮箱 sujj@stdaily.com

◎本报记者 刘 昊

8 月底，科技日报记者走进八桂大

地，切身感受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自然之

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作为我国少

数民族人口最多的省级行政区，广西持

续改善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着力

推进“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奋力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货物进出口跑出“加速度”

中越边境的友谊关口岸车水马龙、

人流不息，来自中越两国的一辆辆货运

汽车有序排队、等待通关。刷证件、按指

纹、识面相……记者见到，在广西友谊关

口岸，一辆货运汽车大约15秒就能通关。

以往，人工检查一辆出入境货车需

要 1 分钟左右。而现在，友谊关口岸边

检快捷通关系统 2.0 版大大提高了往返

中越的货车进出效率。

友谊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

查处处长熊楚周介绍，友谊关口岸边检

快捷通关系统 2.0 版融合运用了人工智

能、生物信息识别、数据可控交互等先

进技术，出入境车辆的司机只需“预先

备案、自主采集、快速核验”三步即可快

速通关。“使用边检快捷通关系统 2.0版

以来，友谊关口岸通关效率明显提升、

查验程序明显简化、运营成本明显降

低、警力消耗明显减少。”熊楚周说。

目前，中越智慧口岸项目建设正在全

面推进。记者了解到，该项目以卫星导航

和5G技术为基础，利用无人驾驶运输车

和自动化吊装设备，配置了智能检查系统

和智慧指挥调度平台，未来将实现友谊关

口岸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行。

便捷的口岸通关服务让货物进出口

跑出“加速度”，助力双边贸易蓬勃发展。

在友谊关口岸查验平台，记者看到

查验场地停放了很多辆满载榴莲的跨

境货车，友谊关海关工作人员正在开箱

检查榴莲。“近年来，友谊关海关运用科

技手段，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为提升

榴莲等进出口货物的通关效率，友谊关

口岸引入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让查

验平台翻台效率至少提升了 35%。”友

谊关海关监管一科科长黄菲菲说。

检查合格的新鲜榴莲装上货车，一

路向北，发往全国各地市场。数据显

示，自越南榴莲获准正式出口至中国以

来，国内销售的 10 个越南榴莲中，有 7

个是从友谊关口岸进入国内的。

通关“加速度”，口岸“火起来”。截

至 8 月 22 日，友谊关口岸今年出入境车

辆查验量已超过 31 万辆次，同比增长

20%左右，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和供

应链的畅通，友谊关口岸中越货运陆路

主通道作用更加明显。

口岸贸易的火热，为边境地区各族

群众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近年来，广

西持续探索推行“互市贸易+合作社+

落地加工”等模式，拉动边民创业就业

增收，实现兴边富民。据统计，今年 1月

至 7 月，广西边境地区互市落地加工货

物进口量、货值同比分别增长 65.5%、

69.8%。广西边民互市贸易规模 5 年来

稳居中国边境省区首位。

跨境电商蓬勃发展

“叮叮叮！欢迎朋友们下单！”近

日，在广西崇左凭祥市的凭祥跨境电商

直播基地里，主播们正坐在手机镜头

前，使用不同语言推介中国美妆产品。

“打开门就是越南，走两步就到东

盟”，凭祥市与越南接壤，素有“中国南

大门”之称，是前往东盟的重要陆路通

道，全市有壮、汉、瑶、苗、京、回、侗等 24

个民族。

近年来，凭祥市依托独特的地理位

置及平台优势，以“买东盟、卖全国，买

全国、卖东盟”为目标，加快推进跨境电

商发展，打造东盟跨境电商中心仓、跨

境电商直播基地，助力国货“出海”。

2020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成立中国

（崇左）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凭祥

作为其核心区，向跨境电商发展迈出了

一大步。2021年，中国（广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崇左片区跨境电子商务公共清

关中心建成，保障跨境电商企业快速完

成货品的申报、通关。2023 年 3 月，凭

祥成立跨境电商直播基地。

凭祥市跨境电商协会秘书长闭春远

介绍，在凭祥跨境电商直播基地，来自中

越两国的多名跨境电商主播通过跨境直

播带货的方式，在东南亚及国内热门平

台，向国内及越南的顾客推介中越的各

类产品，有力促进了中越两国贸易。

跨境电商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凭祥

市的边境贸易注入了新活力，还为当地

各族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创业机会和就

业岗位。

壮乡人民生活更红火

近年来，广西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

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奋力前进。因地制

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打造形成冶金、汽

车等 10个千亿级工业产业和食糖、水果

等 6 个千亿级特色农业产业，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突破 1 万家；连续 20 年承办中

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

资峰会，东盟连续 24年成为广西第一大

贸易伙伴；全力筑牢祖国南方重要生态

屏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绿色发

展取得新进展。

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覃娟认为，广西聚焦共建共享共

同富裕幸福家园，以效率提升产业质

量、以创新铸造产业优势，带动各族群

众加快实现增收致富，夯实了各民族共

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加牢固。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一家人都

要过上好日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林怀勇说：“在漫长

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广西各族人民深度

交往交流交融，‘同顶一片天、同耕一垌

田、同饮一江水、同建一家园’，守望相

助、亲如一家，关系十分融洽。”

路畅货通兴边富民 共建共享幸福家园

创新活力竞奔涌 八桂大地展新颜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走进广西

山清水秀生态美是广西的金字招

牌。如何利用好这块金字招牌？八桂

大地正立足各地资源禀赋，走出一条具

有自身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

有“世界瑶都”之称的广西金秀瑶族

自治县位于大瑶山腹地，这里群山抱城、

层峦叠翠、溪水潺潺、云海延绵，是全国

森林旅游示范县，同时也是全国“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金秀瑶族自治县副县长梁永帅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他们的经验是念好“山字

经”、唱好“生态戏”、打好“旅游牌”、做

好“‘链’文章”。

该县正依托本地生态环境和民族

文化特色优势，通过科技创新、产业创

新、模式创新，大力发展以“生态+旅游”

为主体，以“生态+农+林+民族文化”和

“生态+工业”为两翼的特色产业链。

去年，金秀瑶族自治县累计接待游

客 849.68万人次，同比增长 54.0%，实现

旅游总收入82.63亿元，同比增长66.7%。

有着“世界梯田原乡”美誉的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也通过守护绿

水青山，过上了好日子。

大寨村坐落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

遗 产 —— 龙 脊 梯 田 之 中 ，有 着 长 达

2300 多年的梯田耕种历史。在这里，

一棵棵树木直入云霄，一层层梯田环抱

于山间，一座座吊脚楼点缀其中，美不

胜收。

过去，大寨村曾掀起过一股挖金

热。然而，挖金非但没有让村民富裕起

来，反而破坏了生态环境。如今，他们

通过保护开发梯田，淘到了“真金”。

“种田就是种风景，种树就是种财

源。”大寨村老支书潘保玉透露了他们

找到“真金”的秘诀，那就是“一田生五

金”，即梯田入股享股金、梯田保护获奖

金、梯田流转有租金、梯田务工赚薪金、

梯田旅游挣现金。

“梯田就是我们的根。”潘保玉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大寨村在发展旅游业的

同时，始终坚持农业生产这个根本，成

立了旅游管理委员会，以村民自治为

主，形成了人人都是景区股民、人人都

是旅游建设者、人人都是形象代言人的

良好局面，实现了农业生产与旅游开发

的可持续发展。

今年2月，大寨村举行了一年一度的

旅游分红大会，全村282户共获得2023年

年终奖725万元，户均2.5万余元。

让绿水青山有“颜值”更有价值，同

样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镇的“致

富经”。

“侗族文化看林溪。”林溪镇党委书

记李兴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林溪镇明

确生态立镇、文旅融合发展战略，大力

发展茶叶、茶油和文旅产业，正在全面

建设乡村振兴示范乡镇。

就在前不久，林溪镇的程阳八寨成

功晋级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有着“千

年侗寨”之称的程阳八寨四季风景如诗

如画，悠扬婉转的侗族大歌，多姿多彩

的民族舞蹈，令游客流连忘返。

去年，程阳八寨景区接待游客 93

万人次，带动民宿、农家乐、特产店等

300 多家旅游经营主体发展，帮助 300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实现旅游

经济收入 1.37亿元，宜居宜业宜游和美

乡村建设迈出新步伐。

如今的八桂大地，绿色家底越来越

厚，绿色经济持续壮大，发展动能不断

汇聚，“生态美、乡村兴、百姓富”的美好

画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唱好“生态戏”打好“旅游牌”

“他总是说，要努力把绣球做成代

表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符号。我总嫌

他说大话。”王秀芬嗔怪地瞅了一眼坐

在她旁边的丈夫刘昌磊。

“ 梦 想 还 是 要 有 的 ，万 一 实 现 了

呢。”刘昌磊憨憨地笑着说。

8 月 27 日午后，在位于广西壮族自

治区靖西市新靖镇旧州街的店铺里，王

秀芬、刘昌磊接受了科技日报记者的采

访。王秀芬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专业，

2008 年的一次广西之旅，改变了她的人

生轨迹。

“我很喜欢绣球，买了很多送给亲

戚朋友。后来我和这里的绣娘熟悉起

来，她们总是要卖给我绣球，看到她们

哀求我的眼神，我就不忍心不买。”王秀

芬说，后来她和刘昌磊商量帮助绣娘卖

绣球。经过几年的摸索，他们于 2013年

成立了绣蕴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绣蕴坊”），并从矿产行业转型进

入绣球产业。

“刚开始，效益并不好。纯手工制

作的绣球产量低，不能满足顾客的个性

化需求，而且绣娘队伍非常不稳定。”面

对这些问题，王秀芬从零基础开始学习

制作绣球。经过摸索，她开始学习全自

动绣花机、激光裁切机等设备的使用方

法，推动实现了特定制作环节的机械化

和智能化。这些设备不仅解决了绣娘

手工裁剪工序中不标准、效率低的问

题，还实现了绣球个性化定制及规模化

生产。

目前，绣蕴坊的绣娘从最初的十

几名发展到现在的 680 名。2018 年，绣

蕴坊开始盈利，目前年收入近 800 万

元 。 在 带 领 绣 娘 们 创 新 创 业 的 过 程

中，王秀芬制作绣球的技艺不断提升，

成为靖西绣球非遗传承人，获得了包

括 全 国 五 一 劳 动 奖 章 在 内 的 多 项 荣

誉。如今，靖西绣球远销欧美、日韩、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中国—东盟

博览会等多个国际场合亮相。拥有美

好吉祥寓意的靖西绣球，正如刘昌磊希

望的那样，成为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

的重要符号。

除了靖西绣球，广西还有很多能

够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比如，与云锦、蜀锦、宋锦并

称为“中国四大名锦”的壮锦；传承千

年的德保民间传统工艺隘章土布；被

誉为“南国民间艺术奇葩”的德保提线

木偶戏，以及壮剧、柳州山歌、马骨胡、

独弦琴等。这些文化遗产用一根根针

线、一个个图案、一句句唱腔、一条条

音符演绎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锦绣

传奇。

近年来，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广西百色市推进《百色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条例》立法工作，建立评估制度，

制定百色市市级非遗传承人补助政策；

广西靖西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加强

文化资源转化，壮锦、绣球制作初步实

现了市场化、产业化。

广西百色市德保县委常委、宣传

部 部 长 李 萍 告 诉 记 者 ：“ 对 于 隘 章 土

布，我们除了保留传统手工艺的制作

精髓外，还通过培养传承人、改良织布

机等方式，扩大产品范围，满足国内外

市场需求。同时，我们还让‘非遗’互

相借力，比如德保提线木偶戏与马骨

胡、壮剧共同借助‘文化进万家’和‘非

遗进校园、进景区’等活动，提升知名

度，得到了更多人喜爱，为传统技艺注

入了新活力。”

智造锦绣传奇 焕发非遗生机

货架上摆满琳琅满目的螺蛳粉产

品，墙面上排列着各式各样的专利和获

奖证书，电子大屏幕上显示着突破千万

的螺蛳粉销量……这是记者走进广西螺

霸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螺霸

王”）螺蛳粉文化展览馆时看到的场景。

螺霸王螺蛳粉所获得的成绩，是近年来

柳州螺蛳粉产业蓬勃发展的缩影。

据了解，2023 年，柳州市螺蛳粉全

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 669.9 亿元，产品

远销全球 28 个国家和地区，“柳州螺蛳

粉 ”品 牌 价 值 达 到 110.22 亿 元 ，跻 身

“2023 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第 8位。小小一碗螺蛳粉，为柳州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谁能想到，如今红遍海内外的柳州

螺蛳粉，十年前还只是默默无闻的小众

产业。

“2014 年，我第一次在互联网上注

意到柳州螺蛳粉。那时很多柳州人在

家里手工制作螺蛳粉，然后在网上销

售，产量非常少，也没有什么知名度。”

提起柳州螺蛳粉产业的发展历史，螺霸

王董事长姚汉霖感慨良多。

姚汉霖回忆道，十年前，大部分螺

蛳粉制造企业采用手工作坊模式，不仅

产量有限，而且制作出的产品保质期也

仅有 15到 30天，限制了螺蛳粉的销售。

“为了让螺蛳粉走出柳州，必须要实

现机械化生产。”姚汉霖说。由于当时柳

州螺蛳粉还属于小众产业，市面上没有

专用的生产设备。为了寻找合适的技

术，姚汉霖四处奔走学习，从其他产业汲

取经验。“当时，福建有一种设备，可用于

加工梅菜和笋丝。于是，我前往浙江温

州找到相关厂家，学习设备使用方法，并

与相关单位合作，对设备进行改良，使之

更符合生产螺蛳粉及其配料的要求。”

多年来，柳州越来越多的螺蛳粉企

业走上了技术“取经路”。从手工小作

坊，到机械化生产，再到自动化流水线，

时至今日，柳州螺蛳粉的生产已经用上

了 5G 数字车间，实现了对各个生产环

节的实时监控，产品质量越来越高，产

量也提高了上百倍。“最初，我们公司一

天只能生产 2000包螺蛳粉，如今日生产

量已达到三四十万包，旺季可达到六七

十万包。”姚汉霖说。

在柳州市委、市政府的引导下，当

地螺蛳粉企业相继实现工业化生产，柳

州螺蛳粉产业链销售额不断增长，产业

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柳州市预包装

螺蛳粉生产企业达到 135 家，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64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达到 32家。

柳州螺蛳粉产业的发展为当地人

民带来了致富机遇。据姚汉霖介绍，柳

州螺蛳粉行业已带动当地约 30 万人次

就业，仅螺霸王一家公司，便与柳州 20

余个农业基地达成合作，带动当地 500

余个农户创收增收，户均年增收 3 万元

以上。历史悠久的柳州特色美食螺蛳

粉，通过工业化思维和现代营销手段，

成功走向世界各地，成为“嗦粉经济”中

的“优等生”。

小小一碗粉“嗦”出大产业

◎本报记者 李林旭

◎徐庆群 本报记者 刘 昊

◎本报记者 周思同

图为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村。 本报记者 李林旭摄

图为繁忙的广西友谊关口岸。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摄

广西靖西市新靖镇旧州街居民在制作绣球。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编者按 以“企业+梯田+农户”模式进行旅游开发，广西龙胜让群众享受旅游收入年终分红；大力发展螺蛳粉产业，柳州市为数万

民众创造就业岗位；绣球实现规模化生产，广西靖西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跟随“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踏上广西，用脚丈量广袤的八桂大地，用心感受壮乡各

族人民的美好生活，用笔记录广西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