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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振春

□ 黄艳芳 陆飞伶

防城港市是我国海洋民族京族的聚居地、
北部湾海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建市以来
汉、壮、瑶、京等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
息、辛勤耕耘、水乳交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
交融重地，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团结融合
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防城港市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海边山”特色优
势，团结各族群众积极投身改革开放新征程和
经济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切实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如今，在防城港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
民族团结进步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

夯实根基，为高质量发展铺路架桥

从防城至东兴高速公路的建成通车，到南
宁至防城港高铁的开通运营，再到国门大道和
上思至防城港高速公路的相继建成通车，防城
港市在全区率先实现了县县通高速公路，并正
式迈入高铁时代。

翻开近年来防城港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的成绩单，无不反映出该市大力推动高速、
铁路、沿边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打通“毛细
血管”，畅通微循环，带领群众谋致富、奔幸
福的决心。这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
为群众谋致富、奔幸福提供了有力支撑，也
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便利条件。

近年来，防城港市对G219防城峒中至东
兴公路、G210沙潭江至企沙段 （沙企大道）、
G228港口至东兴段 （国门大道） 等重点路段
进行改扩建，其中G210沙潭江至企沙段 （沙
企大道） 已于 2021年完工，疏港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G219防城峒中至东兴公路全线预
计今年年底建成通车，通车后峒中公路口岸
（含里火通道） 至东兴口岸之间里程将缩短至
60公里，通行时间由原来的 2个小时缩短至 1
个小时，两个口岸之间实现一小时通达，将有
效改善边境民族地区交通条件，促进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

防城港市还不断深化“四好农村路+”建
设，促进农村公路与产业、旅游、文化等融合
发展，进一步盘活农村地区的特色资源，带动
百业兴旺。在道路规划、客车运营、道路养护

等方面，重点向边疆民族地区倾斜，有效缩小
了城乡差距，推动了边疆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
展。与 2014 年相比，十年来该市建设资源
路、产业路、旅游路等农村公路近 2000 公
里，增长102.8%。

发展为要，共筑共同富裕幸福家园

2023年，防城港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
重大突破，GDP 总量首次突破 1000 亿元大
关，增速领跑全区。

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各族人民群
众的团结一致和勤劳耕耘。

防城港市是我国两个既沿海又沿边的城市
之一，也是我国唯一与东盟海陆河相连的城
市，既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最前沿，也
是“一带一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门户
城市和重要节点城市。近年来，该市充分发挥
沿边优势，加强沿边经济带建设，探索推行中
越“两国双园”等加工产业模式，成功推广

“边贸+落地加工”等边贸新模式，为经济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能。同时，围绕“产业兴边”大
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农
业，防城港口岸成功获批多个国家级指定口
岸，防城港金鲳鱼、泥丁等农产品也获准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一项项看得见的重大成果，见证了防城港
发展的步伐，更映照出防城港市各族人民群众
团结一致、勤劳耕耘的奋斗身姿。

近年来，防城港市聚焦“党建强、产业
兴、环境美、生活好、边疆稳”目标，围绕

“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锚定建设现代
化临港工业城市的发展定位，以深入实施“2+
1”工程为重要抓手，加快钢、铜、铝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绿色能源、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做大做强临港沿边产业
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民生方面，防城港市持续办好民生实
事，连续 7年实施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
实施教育“暖心工程”，加大医疗救助，加快
补齐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短板弱项，不断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全市民生领域支出持续
增长，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八成左
右。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深入实施兴

边富民、乡村振兴等，打好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24个乡镇 （街道） 全部实现
通三级以上公路，287 个行政村实现硬化道
路、水、电、网络信号全覆盖，近岸海域海水
水质优良率连续4年排名广西第一。各族群众
共建美好生活、共享发展成果、共促民族团结
的美好愿景在港城大地开花结果。

防城港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治理民族事
务，推动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出台广西设区
市首部民族文化保护专项法规《防城港市京族
文化保护条例》，启动《防城港市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条例》立法工作，建成全国
第一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打造系
列基层治理、守边固边的“防城港样板”，“一
核心四环节”走私案件办理防城港模式等，助
力民族团结边疆稳固，切实增强各族人民群众
的安全感。

深化交流，同心共育民族团结之花

交往交流交融，是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防城港市坚持“共”的导向，强
化“嵌”的格局，突出“融”的理念。在那
巴、那里蒙等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以“插花”
方式安置各族群众，建设多民族群众嵌入式社
区。有序推进各族学生合校、混班混宿，涌现
出东兴市京族学校、滩散小学、桃花湾社区和
仙人湾社区等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和示范单位。此外，上思县的“三个同频共
振”、东兴市的兴边富民行动、防城区的“零
距离”医保服务、港口区的“六个强化”构筑
的“五个家园”，无不彰显着防城港市在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
效。

防城港市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举办防城
港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研讨班，邀
请民族理论专家进行专题授课。组织广西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代表、模范个人深入十万山
瑶族乡、峒中边境派出所、东兴市公园社区和
港口区仙人湾社区等基层一线，传递共同奋进
力量。此外，通过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
业招聘周”等活动，鼓励企业招收少数民族员

工，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的深度融合。2023
年，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130场，进场招聘企
业 1100多家 （次），提供区内外就业岗位 3.3
万个以上。

防城港市深耕厚植沿边沿海民族地区优
势，全方位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通过
举办“道中华”边疆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媒体相约防城港”等活动，以及签订

“三项计划”跨区域协作协议等方式，促进了
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如今年 5月 11
日，著名文化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带
队深入探访219国道沿途的古迹遗址、民族村
镇、自然地理等，记录和传播219国道沿线文
化。7月9日至11日，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行业
报社、融媒体中心等32家媒体近100人实地探
访我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新成果和
实践。

防城港市还深入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
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旅游促进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等“三项计划”，与
新疆、河北、湖北等地多个学校开展“进教育
实践基地”“进历史文化场馆”“进社会大课
堂”“进同龄人家庭”等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
活动。积极推动桂滇黔等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
省份各民族互嵌式发展，共建桂滇沿边“四个
共同”长廊，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
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促进各民族交往交
流交融。

2023年，防城港市 11个地区 （单位） 获
第六批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
命名，实现所辖县 （市、区） 全部创建成自
治区级示范区；今年 1月，该市被国家民委
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截至今
年 5月，全市培育打造国家级、自治区级模
范 （示范） 区、示范单位 209 个，市级示范
区单位 172个。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如今，在防城
港这座城市里，各族人民手挽手、肩并肩，共
同书写着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未来，防城
港市将继续以匠心执笔，深刻解答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新时代的伟大命题，凝心聚
力、团结奋进，共同描绘更加壮美的民族团结
进步新画卷。

近年来，梧州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广西
生态优势金不换”的殷殷嘱托，坚持以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高
质量发展，描绘出一幅具有梧州特色的山清水
秀生态美画卷。放眼梧州，山如黛染，水似碧
玉。日益提升的生态环境治理，正实实在在地
转化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今年以
来，梧州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98.9%，并列全区第三；全市 8个国考监测断
面、3个自治区考核监测断面、8个县级及以
上城市饮用水水源地、23个重要水功能区水
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保持在 100%；土壤环
境质量状况总体稳定；森林覆盖率多年保持在
75%以上，多年居全区第一。

用心用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梧州市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让绿色成为梧州高质量发展的最亮底
色。大气治理方面，梧州市深入开展烟花爆竹
禁燃限放、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深度治理、柴油
货车污染治理、秸秆禁烧、扬尘防控等专项行
动，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良好成效，空气
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5%以上。水环境治
理方面，梧州市持续推进工业污水处理、义昌
江等重点河流水环境综合治理、集中式饮用水
水源地规范化建设、重点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
整治等工作。2020年、2021年、2022年该市

的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状况在全国
设区市分别排第 16名、第 11名、第 9名。土
壤环境治理方面，梧州市大力开展农用地土壤
镉等重金属污染源头防治行动、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和地下水污染状况调查评估等工作。目
前，全市没有发生因耕地土壤污染导致农产品
质量不合格或其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
没有发生因疑似污染及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不
当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梧州市成为广
西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 3个设区市之
一，蒙山县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县”，梧州市河湖长制工作获得国务院2022年
度河湖长制督查激励，是广西首个获国务院河
湖长制督查激励的地级市。在自治区开展的
2021年度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2022年
度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书考核中，
梧州市均获最优等次。

共建共享，走出一条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当前，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正在为梧州市经
济发展增添新动能。梧州市全面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对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印
发《梧州市厚植生态环境优势推动绿色发展迈
出新步伐实施意见》并组织实施，将绿色低碳
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为碳达峰、碳
中和贡献“梧州智慧”。近年来，梧州市坚持

“环境要素跟着项目走”，成立重大项目环评服

务专班，开展“服务园区促发展”专项行动，
主动靠前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同时，梧
州市作为广西“三线一单”成果应用唯一试
点城市，积极运用“三线一单”成果 （生态
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以
及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出具智能研判报告千
余份，服务指导项目投资准入，协调解决涉
及生态环境领域问题 70余个，服务 71个自治
区层面统筹推进重大项目完成环评手续，成
功推动藤县新材料产业园热电联产项目、兴
华含铜废料资源化利用等一批重大项目和

“双百双新”项目落地投产。目前，全市累计
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 1个、自治区级绿色园
区 1个，绿色工厂 10个；梧州循环经济产业
园区获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园区、广西首个国
家级绿色产业示范基地。今年上半年，全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1%，高于全区平
均增速 4.4 个百分点，工业对 GDP 增长的贡
献率达到 54%，全市工业投资总量排名全区
第二，技术改造投资总量和增速均排名全区
第一。

共融发展，区域联建确保一江清水向东
流。西江是连接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的“黄
金水道”，建立健全西江水污染防治联防联控
机制既是该市“全流域治污”新思路的一次
探索，也是促进粤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一项重要举措。2023年以来，梧州市积极推
进跨省突发水污染事件联防联控长效机制建
设，与肇庆、珠海、佛山、云浮等大湾区兄
弟城市相关部门、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签订 《跨省流域上下游突发水污染事件
联防联控合作协议》《关于开展西江流域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工作框架协议》 等
共建协议，开展联合执法及应急演练，加强
与粤港澳大湾区的交流合作，实现生态共建
共治共享。同时，梧州市创新构建“西江生
态党建联盟”，“河长+检察长”依法治水新
模式，强化农林、水利等多单位党组织协同
推进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该联盟成立以
来，齐力实施工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城镇
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农村环境综合治
理、港口码头污染防治、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西江流域水环境治理等六大行动，取得
良好成绩。2023 年，梧州市成功争取到 1.2
亿元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逐步化解影
响 11 家工业集聚区污水达标处理排放的难
题。粤桂交界地表水国家考核断面水质平均
浓度连续 3年保持Ⅰ类水质，为西江经济带
的发展和大湾区用水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同饮一江水，粤桂一家亲”成为了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
动实践。

海 边 山“ 石 榴 花 ”正 艳
——防城港市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市纪实

梧州市高站位书写一江清水向东流的永续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