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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看边境换人间
——

广西边境建设大会战促进县域经济发展见闻

本刊记者  ★石化龙★

世纪之交，在广西壮族自治区

党委、政府的决策下，一场作为实施

国家西部大 开发战略重大举措的

“边境建设大会战” 在我国南疆绵延

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上轰轰烈烈地展

开。它举全区之力，耗两年之时，描

绘出一幅兴边富民 、强桂睦邻的壮

丽蓝图。近日，记者沿中越边境线翻

山越岭，走村入寨，途经东兴、防

城、宁明、凭祥、龙州、大新、靖西、

那坡，迂回千里。采访中，得知近几

年边境 8 县（市、区 ）的国内生产总

值每年都以 8.5% — 15.3% 的幅度增

长。边境县域经济乘势“起飞”了。

支柱产业强大了

边境 8 县（市、区 ）的经济，依

托地理、资源、沿边等优势，形成各

自的支柱产业，如东兴、凭祥两市的

边贸、边境旅游产业，其他县的农业

经济等。大会战期间，边境沿线人

流、物流、信息流猛增，各县的支柱

产业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其 “量”和

“质” 都实现了飞跃。
靖西县是传统农业大县，在边

境建设大会战中，该县充分利用获

得的 3 亿多元资金改善基础设施的

良机，以 “南烟北桑，面上生姜” 为

主，做大做好产业结构调整这篇文

章，目前全县已形成了以烟 、 姜 、

果、茶、蔗为主导产业的农业综合开

发格局，烤烟由 1999 年的 1.03 万担

增加到2003年的 6. 03万担。2001 年

一跃成 为全国 农业生产 十大（ 烤

烟 ）标准化管理示范县之一，种植面

积和产量连续两年位居全自治区第

一。2003 年全县生姜种植面积达 4 万

亩，已成为全区重要的生姜生产基

地。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

在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2003 年第一季度，全县企

业所得税收入达 107.5 万元，比 2002

年同期增长 3 倍，地税收入 751.3 万

元，同比增长 38.7 % 。
龙州县发挥独特的资源优势，

在调整经济结构上做好 “依山 、 傍

水、靠边”三篇文章。“依山” ：大

力发展 “山旮旯经济”，八角、茶叶、

酸梅、山黄皮、乌榄果仁、光榔粉等

特色经济作物面积达到 7800 公顷，

产品远销全国各地，名声远扬。其

中，山黄皮已发展到 733 公顷，年产

生果 1 2 万公斤，成为 “中国山黄皮

之乡”，在 2002 年中国北京农业博览

会上荣获名牌产品称号。“傍水” ：

利用境内江河众多，发展水产业，成

为崇左市最大的网箱养鱼基地 ， 全

年水产品产量 8960 吨，青竹鱼等名

优产品大量销往南宁市场，供不应

求。“靠边” ：发挥水口国家一级口

岸的优势，引来大批内地老板参与

边境贸易。目前已将水口口岸建成

广西最大的铁矿进口通道。记者在

口岸看到，一座雄伟的大桥连接起

了中越边境的中国水口口岸和越南

的驮隆口岸，大桥仿佛就是一个繁

忙的货运通道：一辆辆满载着山东

苹果和东北土豆的汽车排着长队走

出中国国门，而一辆辆满载锰矿和

铁矿的汽车也长龙似地涌进中国境

内。2003 年上半年，该县进出口额完

成 1.3 亿多元，同比增长 1 15%。

边境贸易加快了

边境建设大会战中，素有中国

“南大门”之称的凭祥市抓住建设大

口岸、大通道的良好契机，进一步完

善边贸点基础设施，促进全市的对

外贸易健康发展， 2001-2002 年全市

口岸对外贸易成交额完成 82 亿元，

占全自治区口岸外贸成交额的 1 / 4

强，凭祥市也成为我国南部边境对

越贸易最大的陆路口岸，边境贸易

作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已

成为该市经济支柱产业。追求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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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效率，是凭祥市构建口岸经济制

度环境的一个基本要求。联检部门

在这里对边境贸易和一般性贸易的

进出口货物实行统一管理、统一检

查、统一验放，执行“一条龙”服务

的现场办公制度，转关运输做到“一

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 以及

“提前报验、提前报关、实货放行”

的通关模式 ，大大加快了通关速

度。连续几年贸易额占全国对越贸

易总额 20 % 以上的凭祥市友谊关，

是我国 最大的摩 托 车出口 口岸。
2002 年从这里出口的国产摩托车达

170 多万辆，占全国摩托车出口量的

9 0 % 以上。这些主要产自重庆的摩

托车，沿着西南出海大通道，经由凭

祥铁路或公路运往东南亚地区。
凭祥有个叫“弄尧” 的边贸点，

以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庄 ，几十

户村民生活困苦，靠种玉米杂粮度

日。中越边境硝烟散尽后，被当地政

府开辟为对越互市市场。这个名噪

一时的边贸点四 面环山，过去只有

一条蜿蜒狭窄的山路与市区相连，

过往的边贸货物靠的是肩挑人扛，

严重地影响了交易量，成为边贸发

展的 “瓶颈”。大会战期间，边贸点

和凭祥市之间修建了一条投资 1 3 0

多万元、总长 4. 1 公里的三级公路。
现在，边贸点每天车辆不断，一片繁

忙。有了 “坦途”，房地产也热了起

来，边贸点新建的 200 多间商铺被租

售一空，正发挥积极作用。商人们摩

肩接踵 ，或站在店 铺门口 数 着钞

票，或与人讨价还价，挑夫们忙着搬

运货物。
在凭祥设有的 4 个边民互市点

中，如果说弄尧以 人多货物种类齐

全引人瞩目的话，那么，有着 “中越

国际商贸城” 之称的浦寨边贸点，就

更以 其大批 量贸易 而叫世人关 注

了。记者来到这里，但见一块凹形的

峡谷内，耸立着一幢幢新颖别致的

高楼以及整齐划一的白墙红瓦商房

铺面，一排排中越双方的大卡车停

泊其间，货仓里的货物堆积如山。人

们装物卸货，一片繁忙景象。在这里

进行交易的有钢材 、 机电产品 、纸

张、糖类、面粉等，季节性的货物则

以苹果、香蕉、芒果 、荔枝、八角等

居多。商贾来自四面八方，远自我国

东北、京津、江浙，近自川渝、湘桂，

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商

人们南腔北调，以中文、越语讨价还

价，人民币、越南盾交易频繁，成为

一幕风景，为浦寨增添生色。
昔日金戈铁马的古战场，成了

边疆人民安居乐业、播种幸福的金

土地。拥有 1 0 2 0 公里边境线的广

西，2002 年与越南的进出口贸易额

接近 4 亿美元，而分布在广西边境上

的友谊关、水口、东兴等 11 个口岸，

已经成为中国通往越南乃至东南亚

最重要的陆路交通通道。东兴市从

陆路到越南河内只有 356 公里，水路

到胡志明市仅 820 海里，被认为是中

国与越南和东南亚联系最便捷的水

陆门户和纽带。到目前，东兴已连续

举办了六届中越商品交易会，今年

的交易会吸引了东南亚各国 和香

港 、广东等地的 20 多个代表团以及

600 多家工商、旅游大中企业，与会

各方争相推介各自的企业以及招商

引资项目。近年来，东兴与越南的边

贸交易额每年均保持在 2 0 亿元左

右，占广西边贸交易额的一半以上。

招商引资容易了

筑好巢才能引来凤凰，大会战

的结果无异于为边境各县（市、区 ）

分别建好了一个巢。会战刚开始，一

些 精 明 的 商 人 就 纷 纷 寻 找 各 县

（ 市、区 ）的优势 “行当”，开办新企

业 ，边境地区 掀起了一轮投资热

潮。记者每到一县，县乡干部都乐于

谈起当地来了老板的事。
大新县把 2002 年确定为 “项目

和财源建设年”，注重抓好投资软环

境建设 ，出台了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在电价、土地使用、项目审批等

各方面给予优惠倾斜， 2002 年以来，

共引进外资 4550 万元，较上年增长

1.5 倍，新建续建项目 32 个，总投资

达 8.5 亿元，其中新开工总投资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 9 个，这在该县

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200 1 年以

来，先后有登高集团等客商投资 1 .2

亿元开发两个水电项目，使该县水

电站达到 13 个，年发电量达到 1.6 亿

千瓦 ，极大地缓解 了用电紧张状

况。该县的锰矿储量 1.3 亿吨，居全

国第一，用电难、行路难等问题解决

后，极大增强了企业和投资者发展

矿业的信心，纷纷投资搞技改和扩

大生产规模，仅私营企业新振锰品

有限公司就已完成投资 1500 万元，

还准备投 3000 万元将生产规模再扩

大一倍。
龙州制药厂生产规模小，企业

面临危机。2002 年 6 月，总部设在南

宁的方略公司以 1 600 万元的价格收

购该厂，在确保全厂近 200 名职工福

利的情况下，对企业实行先进的生

产管理。该厂的优势项目与方略公

司雄厚的资金、先进的管理、得力的

销售网络实现了成功的对接 ，企业

焕发了勃勃生机。以前，药品销出几

个月后，才能收回资金，现在是钱先

到，货后发。购并第一年即实现产值

1200 万元，而以往 “黄金时期”也只

有 500 多万元。
同边境大企业合作，也是外地

企业在边境 “开疆拓土” 的主要手

段。龙州县 3 家糖厂历年共拖欠农民

甘蔗款 3000 多万元。2001 年 6 月，

该县引进海南洋浦南华糖业有限公

司对 3 家糖厂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立

新的龙州南华糖业有限责任公司，

由洋浦南华控股，并兑现了农民的

全部甘蔗款。改制后的企业本着 “实

现持续发展，建造百年企业” 的目

标，企业管理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产

量直线上 升 ，产品质量也大为 提

高，市场前景看好。这又直接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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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种蔗的积极性，全县的原料蔗

达到 126 万吨，而大会战前，最好的

年份也只有 90 万吨。

边境各县这样的事例很多。在

凭祥 ，记者听说了浙江客商投资

1 .5 亿元兴建浙江永康五金物流中

心，以及春华酒精厂、夏石农贸市场

等私人企业动辄投入几百万甚至上

千万元的事… … 在以往的边境县域

经济工作中 ，招商引资是个 “ 瓶

颈”，这两年实现了突破。尤为可喜

的是，大会战期间引进的企业，许多

都是与农民生产密切相关的龙头企

业；这一个个 “龙头”，必将带动 240

多万边民 ，实现经济腾飞梦！

农民收入增加了

边境经济之所以长期落后，农

民收入不高，一个重要因素是农产

品销售困难，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

性受挫。宁明县 6 0 % 的面积为山

地，盛产松脂，松脂也是许多农民的

主要经济来源。大会战前，加工松脂

的企业需将产品运经南宁、梧州，在

广州出口。由于成本高，企业降低了

松脂收 购 价 ，直接影响了 农民收

入。沿边三级公路修通后，产品可在

防城港出口，运费大减。于是，两位

个体老板投资数百万元兴建的 3 家

林化企业落户几个山区乡镇 ，大量

向农民收购松脂，且将收购价由原

来的每公斤 1. 4 元提高到 2. 6 元。
满山的松树变成了 “摇钱树”，光此

一项，全县农民每年便人均增收近

200 元。
如果说 ，宁明县的林化企业帮

农民 做好了原有资源 这篇文章的

话，凭祥市夏石乳猪无害化处理厂

便为当地农民增收开辟了一条新路

子。大会战前，夏石人没有规模养猪

的习惯，农民们零散养一两头，也难

以赚钱。广东南海商人黎汉祥 20 0 1

年投资 520 万元兴办该厂后，从外地

引进猪种 ，利 用凭 祥 市 丰富的 玉

米 、 木薯、红薯等青饲料饲养，并跟

周边一些农民签订合同，由该厂提

供猪种，并在规定的时间里统一回

收加工，农民只需按要求喂养，目前

已有几十户农民加盟，饲养规模达

到 3000多头，有一户人家便养了 200

多头。农民们只要勤快，一年算下

来，经济效益很可观。
龙州县利用气候优势，打市场

上的时间差开展冬种。如下冻镇 213

公顷的黄瓜以早熟质优赢得市场，

吸引湖南 、 湖北 、上海以及区内柳

州、桂林等地老板前来收购，促进了

当地农民增收。逐卜乡土地肥美，种

黑皮果蔗具有独特的地理气候优

势。过去路不好，果蔗滞销严重，贱

卖到 7 、8 分钱一斤也没人买，经常

烂市。大会战后，乡乡通柏油路，果

蔗一下子成了抢手货，而且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依靠科技种出的果蔗

果味清甜，果体均匀，果皮柔脆，备

受客商青睐，每到成熟季节，湖北、

福建、河北等地客商云集产地抢购

北运，每吨 600 元的价格比以前翻了

10 倍。下冻镇洞埠村是该县主要产

粮区之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会

战后，宽阔平坦的沿边三级路从村

中通过，村民们买来优良的蔗种，调

出 1500 亩水田改种甘蔗，平均亩产

达 8 吨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实现了 “变粮为钱”。
采 访结束 ，记者遥望 千里边

境，崇山峻岭中，蜿蜒的公路伸向远

方；无数边民新村、国门学校、文化

站、卫生院、乡镇办公大楼、干部住

宅楼，在和平与宁静中伫立……蓝

天青山作证—— 广西边境，实现了

一个跨越世纪的飞跃！

（压题照片：本刊记者石化龙摄自沿边公路大新至硕龙段）

背景资料

2000 年 8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决定，用两年

左右时间，集中全区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边境 8 个县

（市、区）开展边境建设大会战，重点解决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滞后问题，改善边民生产生活条件，努力办好 24件实事。第

一，就边防 来说，要办好 3 件事：即从东兴市到那坡县沿边境全

线修通三级边防公路；由边防公路到边防连队、边防检查站通三

级路；到各边贸点通三级 路。第二，每个县（市、区 ）要办好 2

件事：即县城通二级路并按规定标准和规模改建一所完全中学的

校舍。第三，每个乡镇要办好9 件事：即按《城镇普通中小学校

建设标准》的基本指标和《农村中心学校建设标准》的近期指标

为建设标准建设一所初中校舍；按照寄宿制要求建一所中心 小学

校舍 2 按初级卫生院标准建设一所卫生院用房；解决乡镇所在地

的自来水问 题；建设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农贸交易市场；建设一个

文化站场所；建设一个邮政所；实现县城到所有乡镇通柏油路；
解决 乡镇机关干部的住房问题。第四 ，每个村委会要办好 10 件

事：即村村通汽车、通电、通电话、通广播电视、解决人畜饮水
问题、解决村委会办公 用房问题、建一所寄宿制小学、建一个卫

生室和一个计生服务室；将边民居住的茅草房改造为 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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