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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把廣西打造成大灣區戰略腹地
在廣西考察 強調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西江經濟帶開發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近日在廣西考察。

營造各族人民一家親濃厚氛圍
14日上午，習近平首先考察了位於南
寧市的中國－東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
司。習近平詳細了解中國－東盟信息港
建設運營、中國－東盟經貿合作等情
況，結合平陸運河沙盤聽取西部陸海新
通道骨幹工程建設匯報。習近平指出，
建設中國－東盟信息港，是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加強我國與東盟國家互
聯互通的一項重要舉措。廣西要主動作
為、發揮支點作用，加強信息化建設和
應用，為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促進同
東盟合作不斷注入新動力。

南寧市良慶區蟠龍社區是一個多民族聚
居社區。習近平來到社區黨群服務中心，
聽取現場工作人員關於開展主題教育、促
進便民惠企、舉辦民族特色活動等情況介
紹，對他們堅持黨建引領聚合力、服務為
本促發展的做法表示肯定。在文體活動
室，他饒有興致地觀看社區居民習練書
法、合唱民歌，同大家親切交流，鼓勵社
區充分利用人才、場地等資源，開展更多
健康有益、啟智潤心的文化活動，以此激
發更大的正能量。習近平指出，社區是基
層自治的基本單元，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基
層基礎。通過社區這個平台，辦好「一老
一小」等民生實事和公共事務，積極回應
群眾關切，是中國特色基層治理的顯著優
勢，要把這一優勢發揮好。建設多民族群
眾互嵌式社區，是促進各族群眾交往交流

交融的重要途徑。廣西建設鑄牢中華民族
共同體意識示範區，要從基層社區抓起，
通過扎實的社區建設、有效的社區服務、
豐富的社區活動，營造各族人民一家親的
濃厚氛圍，把民族團結搞得更好。
離開社區時，各族群眾熱情歡送總書

記。習近平親切地對大家說，我結束對
越南的國事訪問，直接來廣西考察調
研。構建具有戰略意義的中越命運共同
體，將更有利於廣西的開放發展，壯美
廣西前景光明。廣西作為我國少數民族
人口最多的自治區，各族人民同頂一片
天、同耕一垌田、同飲一江水、同建一
家園。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一個民族都不能少。希望社區各族群眾
多來往，大家互幫互助，交知心朋友，
做和睦鄰居，共同建設幸福家園。

建多民族互嵌式社區 促各族群眾交往交流交融

◆12月14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南寧市考察調研。他先後來到中國—
東盟信息港股份有限公司和良慶區蟠龍社區，圍繞中國—東盟經貿合作和信
息化建設應用，健全城市社區治理體系、加強民族團結工作等進行實地調
研。這是習近平在良慶區蟠龍社區考察時，同社區居民親切交流。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近日在廣西考察時強調，廣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牢

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和構建新發展格局這個戰略任務，發揮自身優

勢，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解放思想、創新求變，向海圖強、開

放發展，努力在推動邊疆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上展現更大作為，在建設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壯美廣西上不斷取得新進展，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廣西篇

章。

習近平強調，廣西要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放。要增強內外聯動，構建更有活

力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主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對接沿海發達地區產業新布

局，有序承接產業梯度轉移，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西江經濟帶開發開

放，把廣西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戰略腹地。

12月13日，習近平結束對越南的國事訪問回到國內。14日至15日，在廣
西壯族自治區黨委書記劉寧和自治區政府
主席藍天立陪同下，先後到南寧、來賓等
地，深入對外開放項目、社區、農村、企
業等進行調研。

讓生態優勢不斷轉化為發展優勢
15日上午，習近平聽取廣西壯族自治區
黨委和政府工作匯報，對廣西各項工作取
得的成績給予肯定。
習近平指出，推動廣西高質量發展，必
須做好強產業的文章，加快構建現代化產
業體系。要立足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聚
焦優勢產業，集中優勢資源，打造若干體
現廣西特色和優勢、具有較大規模和較強
帶動力的支柱產業。把科技創新擺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深化教育科技人才綜合改
革，加強科教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加強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大技術改造和產品
升級力度。充分利用沿海沿江的優勢，大
力發展海洋經濟、臨港產業。加快產業結
構優化調整，推動產業體系綠色轉型，發
展壯大林業產業、文旅產業、養老產業、
大健康產業，讓生態優勢不斷轉化為發展
優勢。

積極服務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強調，廣西要持續擴大對內對外開
放。要增強內外聯動，構建更有活力的開放
型經濟體系。主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對接
沿海發達地區產業新布局，有序承接產業梯
度轉移，加快北部灣經濟區和珠江－西江經
濟帶開發開放，把廣西打造成為粵港澳大灣
區的重要戰略腹地。要共建西部陸海新通
道，實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高標
準、高質量建設平陸運河，高水平打造北部
灣國際門戶港，提高江鐵海多式聯運能力和
自動化水平。積極服務建設中國－東盟命運
共同體，深化拓展與東盟國家在商貿、勞
務、產業、科技、教育等領域合作，打造國
內國際雙循環市場經營便利地，深度融入共
建「一帶一路」。

讓「桂字號」農業品牌叫響大江南北
習近平指出，鄉村振興是建設農業強國
的基礎性工程，要落實規劃、扎實推進。
要全面落實糧食安全黨政同責，堅持穩面
積、增單產兩手發力，實現糧食均衡增
產。發揮廣西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資源豐富
的優勢，大力發展現代特色農業產業，讓

更多「桂字號」農業品牌叫響大江南北。
既要鼓勵工商資本下鄉，又要把住底線，
防止佔用耕地搞非農化、非糧化經營。加
快完善鄉村治理體系，改善農村基礎設
施、公共服務、人居環境，提升村莊整體
風貌和農民生活品質。鞏固拓展脫貧攻堅
成果，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機
制，防止出現規模性返貧。

繼續在民族團結進步上走在全國前列
習近平強調，廣西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
同體意識作為自治區各項工作的主線，作
為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的根本方
向，鞏固發展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良好局
面。要把持續扎根鑄牢共同體意識落實到
經濟、教育、就業、社區建設、文化建設
和幹部隊伍建設等各項工作中，繼續在民
族團結進步上走在全國前列。要盡力而
為、量力而行、久久為功，着力解決好就
業、教育、醫療、住房、養老、託幼等民
生問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
民族差距，扎實推進共同富裕。持續推進
新時代興邊富民行動。
習近平指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
導，是做好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要堅決
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加強領導班子
建設，不斷提高幹部隊伍素質和能力，激
勵黨員幹部廉潔從政、乾淨幹事。第二批
主題教育處於尾聲，要善始善終，建立健
全以學鑄魂、以學增智、以學正風、以學
促幹的長效機制。
習近平強調，歲末年初，各級黨委和政
府要切實做好市場供應、民生保障，精細
化抓好安全生產，注意解決農民工欠薪問
題，確保人民群眾節日歡樂祥和。近幾
天，我國華北、黃淮等地區普遍出現中到
大雪，對人民群眾生產生活秩序造成一定
影響，各地、各有關部門要密切關注，採
取有力措施，努力把災害帶來的影響降到
最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
蔡奇陪同考察。
王毅、李干傑、何立峰、王小洪及中央
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主題教育中央第十一巡迴指導組負責同志
參加匯報會。
12月15日上午，習近平在南寧親切接見

駐南寧部隊上校以上領導幹部，代表黨中
央和中央軍委向駐南寧部隊全體官兵致以
誠摯問候，並同大家合影留念。張又俠陪
同接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廣西考察。
14日下午，習近平到來賓市考察調

研。在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黃安優質「雙
高」糖料蔗基地，習近平察看萬畝甘蔗
林和機械化作業收割場景，聽取基地情
況介紹。他走進甘蔗林，詳細了解甘蔗
良種繁育技術要領，同蔗農、農機手和
農技人員親切交流。習近平指出，廣西
是我國蔗糖主產區，要把這一特色優勢

產業做強做大，為保障國家糖業安全、
促進蔗農增收致富發揮更大作用。要積
極培育和推廣良種、提高機械化作業水
平，建設好現代農業產業園。要探索建
立更加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讓廣大農
民共享農村改革和發展成果。他祝願鄉
親們的生活像甘蔗一樣甜蜜。
隨後，習近平到來賓東糖鳳凰有
限公司考察。他進入生產車間察看
製糖工藝和作業流程，在公司展廳
了解糖業產品種類及市場份額和發

展趨勢。他強調，我國糖業面臨激
烈的國際競爭，要按照高端化、智
能化、綠色化要求，加大科技創新
力度，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
不斷提質、降本、增效，推動高質
量發展。離開企業時，習近平熱情
地對前來歡送的員工們說，食糖是
重要的副食品，大家為此辛勤勞
動，為千家萬戶送去了「甜蜜」。
希望大家不斷學習新技術、採用新
工藝，為糖業發展作出新貢獻。

總書記祝鄉親們生活像甘蔗一樣甜蜜

◆12月 14日下
午，習近平總書
記在廣西來賓市
考察調研。他先
後來到來賓市國
家現代農業產業
園黃安優質「雙
高」糖料蔗基地
和東糖鳳凰有限
公司，了解甘蔗
良種繁育、種植
收成、糖產業發
展等情況。這是
習近平在來賓東
糖鳳凰有限公司
考察。 新華社

◆12月14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廣西來賓市考察調研。他先後來到來賓市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黃安優質「雙高」糖料蔗
基地和東糖鳳凰有限公司，了解甘蔗良種繁育、種植收成、糖產業發展等情況。這是習近平在來賓市國家現代農業產業園
黃安優質「雙高」糖料蔗基地考察。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