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疆五月，左右江畔，生机勃发。
地处我国西南的左右江革命老区“老
少边山”特点突出，近年来，随着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产业升级以及对外开
放等深入推进，老区振兴步伐不断加
快，昔日的边远山区正成为开发开放
的前沿，红土地培育着新动能、焕发出
新气象。

设施补短助力换新貌

立夏节气刚过，广西东兰县武篆
镇东里村共耕渠附近，一派山水田园
景象。东里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
员、农民运动的开拓者之一韦拔群的
故乡，革命先辈在当地修筑的共耕渠
已流淌90多年。“现在村子变化很大，
很多人盖了新房，经过加固的共耕渠
两旁种上了葡萄，村里还获评‘全国文
明村’等荣誉。”村民韦忠说。

东里村是左右江革命老区众多实
现“美丽蜕变”的山村之一。受自然条
件等制约，老区许多村屯石山环绕，一
度偏僻闭塞，基础设施薄弱。如今，沿
着便捷的路网走村入屯，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幅“山居图”：绿色的山坡上，家
庭水柜、信号基站点缀其间，民居错落
有致，乡村客车、私家车等在宽敞的水
泥路上不时来回。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批批基础设
施项目在老区落地，改写了山区面
貌。在地处桂西的老区百色，数百万
名群众摆脱了贫困。“我们在巩固脱贫
成果中继续紧盯群众需要，2021年全
市仅农村饮水安全维修养护项目就完
成投资3600多万元，受益人口40多万。”
百色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杨杰兴说。

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

眼下，在湿热的右江河谷，挂满枝
头的芒果正等待新一季的丰收。“目
前，百色芒果种植面积达130万亩，全
产业链产值约140亿元，小芒果做成
了大产业。”百色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黄训才说，作为全国南菜北运的基地
之一，近年来，百色做好现代农业文
章，西红柿、芒果等特色农产品搭上果
蔬专列北上进京、南下出境。

在左江流过的崇左市，境内曾发
动过龙州起义的这片红土地已成为

“中国糖都”，全市甘蔗种植面积400
万亩以上，年产糖量200万吨以上。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糖业体制机制
改革，稳定甘蔗种植面积，巩固提升

‘双高’（高产高糖）基地建设，甘蔗种
植机械化水平、亩产量、含糖量得到提
高，糖业竞争力不断释放。”崇左市糖
业发展局局长黄海瀚说。

在左右江革命老区，不仅农业“甜
度”在增加，工业“链条”也在延伸。

“铝产业是百色的支柱产业，着眼
产业升级，全市打造了9个涉铝工业园
区，与吉利、中车等大企业合作，引进
一批铝精深加工项目，铝加工产能从
2015年的170万吨增加到2021年的
385万吨，产业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迈进。”百色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局长黄斌说，2021年全市铝产业总
产值突破960亿元，同比增长36%。

开放发展增添新活力

一批批货物在完成报关手续后有
序通关，一列列跨境列车在铁路线上
往返……在地处中越边境的凭祥市，
大量来自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货物由此

进入彼此市场。“近些年，跨境贸易快
速增长，去年仅凭祥友谊关口岸进出
口总额就达到3200亿元。”凭祥市商
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余瑞达说。

沿边是左右江革命老区的特点。
近年来，乘着“一带一路”和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等东风，在《左右江革命老
区振兴规划》、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
验区、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
等政策支持下，老区开放活力加速释
放。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越
班列累计开行98列，发运标箱2940
个，分别同比增长27.3%、34.1%。“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
效实施后，区域间经贸往来更加紧密，
多重利好政策覆盖的左右江革命老区
正成为发展前沿。今年4月，百色开行
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进一步畅通
了老区跨境物流通道。”中国铁路南宁
局集团有限公司南昆货运中心主任张
友华说。

“立足区位优势，我们不断深化与东
盟国家合作，中国—东盟农产品交易中
心、中国—东盟铝产品仓储交易中心、百
色数字产业新城等项目加快推进。
2021年，全市外贸进出口额为426.3亿
元，其中与东盟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额
就达382亿元。”百色市商务局局长兰
田宁说，放眼未来，老区全方位开放合
作新格局正加快形成。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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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200斤没问题！下午就发货。”在
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土桥镇
辛付村的一座温室大棚里，32岁的李
珊珊“挤”在架豆丰收的一片绿意中，
冲妻子付荷花大声重复着刚刚电话里
接到的订单。大棚门口，一袋袋新鲜
采摘出来的架豆，被码得整整齐齐，准
备运往周边的农贸市场。

一座座院落错落有致，一条条村
道宽阔平坦，载着架豆的货车穿梭在
像公园一样的辛付村里。忙完棚里的
活，李珊珊又匆忙赶回家中，与老人商
量新房客厅软装设计的“扫尾工作”。
虽然忙得不亦乐乎，但他脸上始终洋
溢着幸福灿烂的笑容。

临夏县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
过渡地带，平均海拔超过2200米，曾是
我国深度贫困地区。2013年从湖北省
咸宁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李珊珊创
过业、打过工，却都以失败告终。

“那时候一心想着走出大山多闯闯，
总觉得外面机会多。”李珊珊表示，当时
辛付村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跟他一样。

2020年，经过村上干部和家人的
反复劝说，李珊珊决定在而立之年拼

一把，返回家乡种植大棚。“我没有种
植经验，但政府有技能培训。”李珊珊
打开手机，展示着“辛付村日光温室指
导交流群”里的聊天内容。“选种、育苗、
施肥、采摘……在群里，与种植相关的
各类问题都能随时提问，专家都是‘秒
回’，这只是线上的，线下镇上农技站的
专家们也会定期来给我们指导。”

辛付村包村组长齐永霞介绍，近
年来，辛付村大力发展现代高效设施
农业，流转土地1300亩，建成高效节能

温棚300座。“通过集中经营、分散经营
和农户自主经营的方式发展温棚蔬
菜。目前，全村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成
效显著。”

两年多的时间，李珊珊已经发展
成村上的种植大户，经营着12座温室
大棚，种植了架豆、西葫芦等蔬菜，每
座大棚的年收入超过30000元。“现在，
周边一些老百姓到他家棚里打工，每
人每月能有1000多元的收入，让一部
分人实现了就近就业。”齐永霞说。

钱包鼓了，生活好了，辛付村老百
姓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村子的“颜
值”也越来越高。“过年的时候亲戚来
串门，都找不到我家在哪，变化太大
了。”李珊珊说。

土桥镇党委书记鲁得强介绍，近
年来，通过一系列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的实施，辛付村已经初步实现了公园式
秀美村庄的建设目标。“我们通过埋设
污水管道、改造厕所、安装路灯等一系
列举措，积极统筹推进棚户区改造和村
容村貌整治，提升群众满意度和幸福
感，让老百姓能更好地安居乐业。”

鲁得强说，如今的土桥镇一点都
不土，辛付村也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幸
福村”。“未来，我们要在持续大力发展
种植产业的基础上，依托辛付村环境
美、离城近等条件优势，发展乡村旅
游，进一步拓宽群众的致富渠道。”

去年，李珊珊把老屋翻修了，装修
正在扫尾。今年，他把两个儿子分别
送到镇上的小学和幼儿园。苦尽甘
来，李珊珊坦言，从未想过辛苦付出换
来的幸福生活如此甜蜜。“下一步，我
想发展电商，把我的种植事业做大做
强，挣更多的钱，带动更多的乡亲增收
致富。” 据新华社

纪念园里
讲故事的“红军爷爷”
“当时山上有一种野菜，叶嫩、茎

脆，有一点苦味，红军把这种野菜当作
‘主食’，用来维持生命。这就是我手中
的‘革命菜’……”初夏时分，在海南省
定安县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讲
解室里，一位身着红军服装的老人又一
次向参观者讲述起了红色故事。

老人叫王学广，今年84岁，是母瑞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园长，也是这里的义
务讲解员。1996年，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建成对外开放。2001年，从当地
农场退休的王学广，选择留在母瑞山做
一名红色故事讲解员，一讲就是21年。

初夏的母瑞山透着凉意，葱郁的山
林中，王文明、冯白驹的雕像静静矗立
在纪念园中央。王学广的讲述，将人们
的思绪带回到那段艰苦的岁月。

母瑞山被誉为“琼崖革命的摇篮”。
1928年至1933年，面对敌人的两次大规
模围剿，王文明、冯白驹等革命先辈坚守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成功保存革命火种。

“第一次了解母瑞山革命斗争史，
我就被那些革命先烈的事迹深深打动
了。”说起选择成为讲解员的原因，王学
广说，“想让每一个来到母瑞山的人都
了解这段历史，让母瑞山的红色故事传
播得更广。”

为了让讲解深入人心，王学广一次次
重走红军路，先后跑遍母瑞山深处9个红
军活动遗址，深入红军曾经驻扎的黎村苗
寨，挖掘出许多鲜活细节融入讲稿中。

“针对不同参观群体的需求，王园
长曾将讲稿进行过11次大幅度修改，整
理出20分钟、30分钟、35分钟和60分钟
4个讲解版本。”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
园工作人员李攀朝说，“无论是哪个版
本，他都能娓娓道来，一气呵成。”

担任讲解员后，王学广还分别走进
海口、三亚、琼海、万宁等地，累计为28
万多人讲述了5000多场红色故事。

“1961年我参加工作来到这里，见证
了母瑞山从一个交通闭塞、经济困难的
小山村，成为现在这个人民安居乐业的
美丽家园。”王学广说，“只要身体允许，我
要把红色故事一直讲下去。” 据新华社

这是辛付村，也是“幸福村”！
|伟 |大 |变 |革 |

无人机航拍的辛付村。新华社发

左右江革命老区：边陲老区谱写开放发展新篇
|老 |区 |新 |貌 |

广西东兰县武篆镇东里村乡村风貌。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