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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黄全权 向志强 黄庆刚

一块极尽柔美又无比刚强的土
地，穿越千年，始终将一种坚韧与不
屈深深镌刻。

一方多民族守望相助的边陲，历
尽艰辛，从未放弃中华民族迈向富强
的渴望与梦想。

于艰难中奋起，于不屈中求变！
当岁月的步履迈入新时代新征程，广
西，祖国南疆这块热土上的5700万各
族儿女，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正以创新、实干
为笔，以群山、河海为纸，书写波澜壮
阔的崭新历史和改变命运的答卷。

直面山的艰难，不屈与
奋起，铸就这片土地奔跑
前行的精神品格

广西儿女，对山爱恨交织：在那
些秀美险峻的表象之下，还深藏着多
少艰辛与苦痛……

——大瑶山、大苗山、九万大山、
十万大山……一个个流传已久的地
名，是广西“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形
和各族群众生存环境的写照；

——石漠化被称为“地球之癌”，
而广西是全国石漠化最严重的省区
之一，10市78县（市、区）饱受这样的

“苦痛”；
——“缺水、少土、石头缝里种

苞谷”，一语道破石山群众生活的艰
辛……

莽莽石山，烙印下千百年的艰难
和困羁；石山莽莽，也淬炼出各族儿
女的不屈和奋起！

这 几 乎 是 绝 境 破 壁 的“ 呐
喊”——百色市凌云县浩坤村被高山
和湖水包围，一个形似“猪笼”、70余
米高的坑洞，曾是通往外界的唯一通
道，村民用竹子、树枝、藤蔓编绑起一
条几近垂直的“天梯”，洞壁上“穷不
读书，穷根难除”8个大字是他们改变
命运的强烈渴望；

这 无 疑 是 令 人 心 痛 的“ 聆
听”——崇左市天等县驮堪乡立屯，
从1973年开始，三任党支部书记接力
带领群众“移山”。彼时上小学的赵荣
新，每天放学回家后，都会把耳朵贴
在山壁，盼着凿山的声音越来越近。
为了一条 460米的隧道，这个带来希
望的声音整整响了24年……

大山的困苦和艰难是党中央的
深深牵挂。2017年 4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广西是革命
老区，是贫困地区，也是边境地区、
民族地区。要加快老区建设和发展，
让老区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过上幸

福日子。
走出世代紧锁的大山！
71万。在脱贫攻坚中，广西建设

了 506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集中安置了超过71万群众，其中超过
九成的安置点是多民族共居。

10年。建“四好农村路”，广西累
计投入 1142亿元，其中 12个少数民
族自治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增加 7810
公里……越织越密的交通网，串联起
世世代代山区群众的出山梦。

摆脱绵延千年的贫困！
山还在，但再也挡不住人们的出

路：63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
贫、5379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023年
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87
万元，是2013年的2.4倍。

站在山前，此时的赵荣新身后，
那段浸透苦难的山路、凝结泪水与汗
水的隧道，已成为游客忆苦思甜的景
点。他盘算着建一个标准化养猪场，
还要找更多旅游发展路子……

迈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还是那山那村：黄文秀书记有了

更多接棒者，协理员、返乡客等注入
青春动能；做好“土特产”文章，6个千
亿元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多点开花”
兴村富民……

还是那块土地：1958年自治区成
立时，地区生产总值仅 24.5 亿元；
2011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2023年增
至2.7万亿元……

“大山带来困苦，但也造就了
‘苦干不苦熬’的奋斗精神。”天等县
委书记欧正感慨道，“不管到任何时
候，这种精神永远是我们最为宝贵
的财富！”

一条横空出世的运河，
一种创新求变的渴望，写照
了各族儿女的信念，更透射
出这块土地深藏的巨大
能量

横州市新福镇平塘村平塘江口。
一大早，48岁的韦小群走出家

门，忍不住望向20米外正在紧张作业
的船只……眼中带光的她，心也止不
住“热辣滚烫”。那不仅是一条横空出
世的新运河的起点，更寄托了她对未
来生活的向往。

8月 28日，一则消息吸引海内外
无数关注：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
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
运河开工建设两年来，累计完成投资
386.3亿元，开挖土石方约 2.2亿立方
米，顺利实现“双过半”。

有山有海的广西，太需要一条运
河了！

多江，近海，却无法贯通；来自西
南地区的货物想要水运出海，近在眼
前，却只能绕道珠三角……打通江
海，让“一江春水向南流”，成为千百
年来广西各族儿女的迫切期待。

但对后发展欠发达的广西而言，
投资700多亿元建设一条100多公里
的新运河，又何其之难！

2万多名建设者连续奋战、6000
多台（套）大型机械设备穿梭往来、三
座梯级枢纽现场绞刀飞旋……经过
一次次科学论证和反复考量，祖国南
疆的这块土地，最终用火热的建设激
情和义无反顾的姿态，告诉了世人自
己的抉择。

这条举世瞩目的世纪运河，又何
尝不是一个边疆民族地区一心求变、
向新而行的坚定宣示！何尝不是
23.76万平方公里的八桂大地奋发赶
超浪潮的生动缩影！

这是一场古老土地的焕新之变：
3年时间，荒山建园，从零起步，

总投资1300亿元的华友锂电项目加
快推进，一座世界级“锂电小镇”在
北部湾之滨拔地而起；百色市百东
新区，一批龙头企业聚集发展，从中
国—东盟氢能产业基地到国际领先
的耐高温新材料项目，老区正焕发

“新”颜……
近年来，广西新增新材料、新能

源汽车、新能源电池、新能源 4 个
500 亿级以上的新产业；目前战略
性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已达 20%。

这是一场抢抓机遇的战略之变：
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示范区，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
市场经营便利地，打造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战略腹地，建设沿边临
港产业园区，高水平共建西部陆
海新通道……

锚定战略定位，聚焦“一区两地
一园一通道”，坚定沿着高质量发展
的“最优曲线”“最佳路径”走下去。

这是一场由内而外的改革之变：
以产业园区改革激发实体经济

活力，上半年沿边临港产业园区 4个
片 区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同 比 增 长
13.76%；以自贸试验区深化制度创
新，累计形成 169项自治区级制度创
新成果在广西复制推广，其中54项全
国首创；率先实施生态保护清单制，
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
招牌……

“主动应变，更创新求变。”自治
区发展改革委主任白松涛说，“毫不
动摇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
展，正成为广西干部群众的共同理念
和生动实践，必将形成加快发展的巨

大驱动力。”
时代如潮，历史如河。惟勇敢探

索赢得先机，惟不懈追求拥有未来！

千年传承的基因，正
化作这块土地的胸襟和
雄心，在向海图强中书写壮阔
未来

辽阔北部湾，自然对广西这片多
民族土地的最美馈赠。作为我国西部
唯一的沿海省区和最近的出海口，广
西拥有1600多公里的大陆海岸线、约
4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海风悠悠，送来穿越千年的动人
回声——

2000多年前，满载内陆货物的商
船从合浦港扬帆出海，开辟了海上丝
绸之路航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
内，静静站立的波斯陶壶，无声诉说
着曾经的海路辉煌……

海涛阵阵，传递出逐梦深蓝的磅
礴气势——

距离合浦 40多公里的北海铁山
港，门机林立，一派繁忙。2017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指
出，“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
要途径”。2023年 12月总书记在广西
考察时强调“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
海图强、开放发展”。

锚定总书记擘画的蓝图，一场思
想与实践的向海热潮在八桂大地翻
涌。“向海而兴、向海图强”，被鲜亮写
在这艘南疆航船的风帆上！

海浪拍岸，击打出奋楫扬帆的
声音——

钦州，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
《建国方略》中描绘建设“南方第二大
港”蓝图的地方。如今，钦州港已建成
全国首个海铁联运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各式各样的货物在这里“下船即
上车，下车即上船”。

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奠定
了北部湾港的重要战略地位。新通
道铁海联运班列从无到有，目前货
物通达全球 124个国家和地区的 523
个港口。

大海深流，激荡出开放发展的
活力——

2023年 12月 28日，北海铁山东
港区开港，宣告广西又一座“沿海城
市”的诞生！通过创新理念借地建港，
玉林终于实现拥海入怀，打造出近海
不沿海城市向海发展的创新案例。

山海统筹、江海联动、边海协
同……观念一变，气象万千！

百色、河池等桂西山区发挥内河
航运优势，加快推进航道升级；贺州、
梧州等地依托地利之便全方位对接
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边境一线开放提
速，今年前 7月边境地区互市落地加
工货物进口量、货值分别同比增长
65.5%、69.8%。

大海碧波，映射出无比广阔的
未来——

行走在广西沿边临港产业园区
和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两国双
园”项目、“跨国多栖”企业加速聚集：
电子产品经广西与越南两地协同生
产，出口世界各地；东盟小语种主播
用不同语言推介着各国产品……

9月，合浦，“海丝首港”景区华
灯初上，身着异域服饰的“外国客
商”在雕栏玉砌和车水马龙间行走交
谈，丝路古港的繁华景象跃然眼前；
当月，南宁，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
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
会即将第 21次拉开大幕，中外政要
和客商再次共聚一堂洽谈合作……
时空交错中，不变的向海之梦将更加
清晰和闪亮。

……
千年潮未落，风起再扬帆！
撼山，开河，向海，八桂大地的富

强梦想，就在前方。
携手，勠力，同心，5700万各族儿

女的不懈奋进，永远在路上！
（新华社南宁9月17日电）

——来自八桂大地的发展报告

一梦越山海

这是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的海丝首港景区（2024年7月5日摄）。 新华社发（林启波摄）

新华社记者陈子薇 胡拿云

今年第 11 号台风“摩羯”过境
后，海南、广东等地灾后重建有序推
进。中秋假期，记者在海南文昌、广东
湛江等地看到，随着水、电、通信、交
通等基础设施逐步恢复，当地群众的
生活重现“烟火气”。

在海南省文昌市翁田镇，镇上的
早茶店早早坐满了人，当地群众围坐
喝茶。在广东湛江徐闻县，街上的车
辆逐渐变多，农贸市场内人山人海，
街边的小店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物，
不少当地人正购买月饼等礼盒，一派
热闹、祥和气氛。

灾区重获生机的背后，是救援队
伍、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截至16日，广东湛江受台风“摩
羯”影响的用户已全面恢复市电供
电。刚刚完成湛江徐闻复电任务的
11支抢修队伍共 5500余名人员，马
不停蹄转战海南驰援。

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安监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中秋前如期
完成抢修复电任务。中秋期间将加
强设备运维和巡视，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亮亮堂堂
的中秋佳节。

中秋节期间，记者在翁田镇看
到，来自各地各方的抢修人员紧张有
序地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电网抢
修人员在进行紧张抢修作业，部分村

庄道路狭窄，数十位抢修人员前后两
头抬着电杆走，靠人力将电杆运输到
故障点。

韦腾飞是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供电局支援海南电网抢
险救灾总队的第一批电力工人，这个
中秋，他不能和家人一起度过。排查
电力设施损毁情况、清除电力恢复障
碍……韦腾飞在受灾严重地区已连
续奋战十多天。“我们要继续坚持，让
群众过上亮堂的中秋节。”他说。

像韦腾飞一样，数万来自广东、
广西、贵州、云南等地的电网人在中
秋假期不撤退、不停工，奋战在海南
数千个施工现场，为群众点亮盏盏
灯光。

救援队伍日以继夜抢修恢复，让
灾区人民感受到温暖和关怀。在海南
文昌，多地村民准备好椰子、月饼，为
各地驰援抢修复电的工人准备中秋
宴席。

村民符育梅在文昌市翁田镇龙
马村委会开了一间超市。上午11点，
天气炎热，她看到街上电网抢修人员
正在作业，拉来一筐棒冰、矿泉水热
情地送给他们。

在徐闻县角尾乡，当地党员干部
假期在海边进行垃圾清理工作。“台
风已过，我们当地的部分民宿已经恢
复正常营业。”徐闻县角尾乡工作人
员潘燕霞说。

（新华社海口9月17日电）

——海南广东加快灾后重建保障群众生活

月满人心暖 同筑新家园

（上接第一版）新前坚持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把产业“关键变量”转化
为实体经济发展“最大增量”。

以高标准打造世界级模具小镇
为目标，建设模具小镇科创中心，促
进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集聚，激发
创业创新动力——

建设黄岩区人才创新创业社区，
搭建产业主体和就业人才的新型社
群平台，打造生态、舒适的生产、生活
环境。

做优做强“红模力”模具产业链
党建联建，发挥“红色智囊团”驻企作
用，与浙大台州研究院、浙工大台州
研究院等高校合作，实现产学研结
合，培育创新型企业。

系统推进“三支队伍”建设，紧紧

围绕模塑产业打造技能型社会，不断
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劳动
者职业技能素养，努力培养造就更多
符合产业需求的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涌现出杨文杰、杨炯、徐炳坤、李过等
一批产业工人排头兵，助推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

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
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引进一批法律、
会计、咨询等专业服务机构，进一步
整合提升天佑城、喜来登酒店、新城
广场写字楼商务群、双丰商住综合体
等资源，不断集聚辖区高端要素。

统筹整合优势资源，
聚力打造城市“新门户”

随着台州市域铁路S2线、黄岩医

疗卫生中心、黄岩医疗卫生康养中心
(永宁之家)、黄岩职教中心等重点基
础设施陆续落子新前，新前当仁不让
地成为黄岩城西“新门户”。

为加快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新
前街道从硬件与软件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补短强基，推动品质建
设：以模具小镇路网体系完善、321省
道大交通建设为契机，推进辖区市政
道路、污水管网提升；以绿城宁江明
月、模具小镇客厅为示范，推进泾岸、
屿新等品质住区建设；配套建设屿新
小学新校区。

一方面赋能提质，推动融合发
展：向东融城，带动新前经济和空间
同步发展，推出滨水景观游、工业文
化游等不同游线，策划举办新前非遗
文化节庆、模塑科普研学游。

例如，西范村是目前新前街道最
大的城中村，存在街区秩序不佳、风
貌品质较低等问题。街道投资金额
1000万元，开展 9个项目建设，城镇
风貌焕然一新，成为氛围感、烟火气
十足的示范片区。

又如，新前街道投资 1300 多万
元,以“璀璨江畔·活力江城”省级
城市风貌样板区创建为抓手,开展
一站式邻里中心改造、滨江体育公
园提升、锦溪苑居家养老照料中心
建设、数字化平台搭建等项目，深
化片区协同，围绕现代都市“雏
形”，持续优化街道整体布局，推动
城区、产业和生态合理分区、相对
集聚、协调发展，全力将新前打造
为黄岩连接中部、辐射西部的城市
高地。

活悦新前 未来产城

新华社记者温竞华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部三坐标雷
达等多部世界先进的雷达，引领中
国预警机事业实现跨越式、系列化
发展……他坚信“中国人一定能
行”，终其一生为祖国国防事业打造

“千里眼”。
他是我国著名雷达专家、预警机

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国工程院
院士王小谟。2023年 3月 6日，王小
谟溘然长逝，享年84岁。

新中国成立 75周年前夕，王小
谟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
称号。

“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王小谟说，雷达事业的重大意
义，就是要为国家站岗放哨。

1961年，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
京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毕业的王小
谟，被分配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第
14研究所（今中国电科 14所），从事
雷达研究。

雷达被称为国防“千里眼”。上
世纪 60年代起，三坐标雷达成为当
时国际雷达研究的前沿领域。此前，
14所已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开始三坐
标雷达的研制。1960年，随着中苏关
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只留下一摞
资料。

当时，我国电子工业水平整体不
高，迫切需要研制出自己的雷达装备
部队。面对严峻的形势，王小谟暗下
决心：“一定要做出世界一流的雷达，
为国争光！”

一番苦心研究后，王小谟创造性
地提出了在当时世界领先的脉内扫
频方法，为日后的雷达研制打下基
础。一年后，英国才提出同样的技术
方案。

1969年，响应国家“三线”建设
号召，王小谟与同事们投身贵州黔南
大山，创建电子工业部第 38研究所
（今中国电科 38所），开启了筚路蓝
缕的创业岁月——

住在四面透风的油毡茅棚里，交
通不便、食物匮乏……而就在这样艰
苦的条件下，1972年，王小谟被任命
为总设计师，主持研制首部国产三坐
标雷达。

经过十余年的大胆创新、潜心研
制，历经无数次试验失败的至暗时
刻，1984年，我国第一部集成化、数
字化、自动化的三坐标雷达在贵州山
沟中成功问世！

此后，我国三坐标雷达一举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我国防空雷达从
单一警戒功能向精确指挥引导功能
的重大跃升。三坐标雷达家族由此成
为我国国土防空网的主干力量。

打造中国自己的“争气机”

预警机被称为“空中帅府”，战争
中拥有了预警机，就如同“深夜用肉
眼看见20公里外有人划了根火柴”。
上世纪 90年代时，预警机已成为战
争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1992年2月，王小谟调任中国电
子工业总公司军工局局长，开启我国
预警机装备的论证与研制。当时，两
种观点相持不下：一部分人认为需求
紧迫，“造不如买”；王小谟等人则主

张自主研制。
“从国外买省时省力，但一旦战

争爆发，国外只要卡住几个配件，我
们买回来的预警机就用不了！”王小
谟据理力争。

最终，国家决定“两条腿走路”：
一边引进国外产品以应急需，一边与
外方合作研制国产预警机。

作为中方技术总负责人，王小谟
深知“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坚决主
张并部署安排国内同步研制。其间，
他在国际上首创了背负式、大圆盘、
三面有源相控阵雷达的新型预警机
方案。

2000年，外方迫于压力终止了
与中国的合作，王小谟力主自主研制
预警机，并主动请缨主持研制。

“一定要争口气！”夏天 40多摄
氏度的高温，冬天零下 30多摄氏度
的严寒，90分贝以上的噪声，都没有
让王小谟退缩。他在条件简陋的试验
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为早日实
现心中蓝图。

历尽艰难成伟业。多年攻关，研
制团队突破了100余项关键技术，累
计获得重大专利近 30项，国产预警
机创造了世界预警机发展史上的 9
个第一，成为世界上看得最远、功能
最多、系统集成最复杂的机载信息化
武器装备之一。

2009年国庆 60周年阅兵式上，
中国预警机第一次在世界面前公开
亮相，引领机群飞过天安门广场。观
礼台上，70岁的王小谟流泪了。

“把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

这些场景，很多老同事历历在
目：在预警机工程的关键时刻，王小
谟顶住遭遇车祸和癌症的双重打击，
坚持在病房交流工作；临终前，他刚
刚化疗结束，就直奔会场阐述预警机
总体关键技术……

可王小谟只说：成长、奉献于这
个时代，我感到非常幸运。

2013年，王小谟荣获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面对聚光灯，他不愿多
谈自己的成就，却拿出500万元奖金
中的 450万元，又多方筹集 2000万
元，设立了雷达创新奖励基金，用于
奖励在雷达和预警探测技术领域作
出贡献的年轻人。

这是甘为人梯的拳拳之心——
为了使年轻人得到锻炼，他经常

组织专题讨论，听取大家的意见；他
把重要的方案设计交给年轻人，同时
又给予具体指导；他牵头编写的《雷
达技术丛书》，影响了几代雷达人的
成长。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一批年轻人
陆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为
我国预警机事业积蓄了发展后劲。

这是殚精竭虑的赤子深情——
直至耄耋之年，王小谟仍坚持

上班，与年轻人一起讨论技术问
题。2022 年，他领衔成立空基技术
实验室，谋划推动预警机事业转型
升级。

“中国梦，往大了说是国家强
盛、民族复兴，在我这里，就是要把
中国的预警机做到最好，做到卓
越。”他说。

王小谟离开了，他开辟的道路，
后辈们还将坚定地走下去。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王小谟：用一生
为祖国打造“千里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