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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千载难逢大机遇 主动作为对接海南徐
闻
海风徐来，月光满天。 隔岸星星
点点的灯火， 来自 12 海里外的海
南省海口市。 这里是湛江徐闻，长
达 372.3 公里的 U 形海岸线，构
成了南中国一弯最美的“项链”。

先是海南成为“国际旅游岛”；
再有中央部署建设海南自贸区
（港）；2018 年 10 月， 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广东重要讲话中， 要求

“湛江把握好国家支持海南自贸区
发展的机遇，与海南相向而行”，徐
闻随即被湛江市赋予“高标准建设
广东对接服务海南岛的南门户城
市，奋力当好湛江与海南相向而行
的排头兵”这一定位。

用中共湛江市徐闻县委书记
梁权财的话来说：作为通往海南的
咽喉之地的徐闻，迎来了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徐闻要
在海南自贸区
（港 ）、粤港
澳大湾区
等 一 揽
子“大礼
包” 中 ,
分 享 徐
闻 应 有
的份额。

路不通，财怎通？ 徐闻县委书记梁权
财指出，徐闻要寻找更多发展机会，重中
之重，是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徐闻县
交通局副局长邓图造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过去3年，在广东省委省政府、湛江市委市
政府的支持下，徐闻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
入达34.4亿元，相当于过去30年的总和：

———徐闻港，累计完成投资 15.1 亿
元，计划于今年 12 月 20 日完工。 建成
后，这里将是全世界最大的客滚轮渡码
头， 年呑吐能力达年辆 320 万辆次、旅
客 1728 万人次。

———湛徐高速徐闻港支线已于
2018 年底建成并获达到通车条件验收；
备受瞩目的湛江到徐闻 350 公里时速高

铁建设前期工作也正在顺利推进。
———徐闻港进港公路改扩建工程，

于 2018 年 9 月提前一个月建成通车。
该项目设计速度 80 公里 / 小时， 无缝
对接海南岛。

———雷州半岛环半岛公路， 预计今年
12月底完成一期南段 10公里建设。

……
这些工程，对内而言，改善徐闻交通

环境，拉大城市框架、塑造城市形象，提
升城市品位；对外而言，则将进一步畅通
琼州海峡通道，合力解决“过海难”难题，
打造琼州海峡半个小时经济圈， 对承接
海南经济辐射、 建设广东对接海南岛的
南门户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徐闻县一海之隔便是海南省会海口。 徐
闻的目标不再是县域， 而是“粤琼合作紧密
区、广东对接服务海南岛的南门户城市”。

除了正在建设的徐闻港，紧临港区，徐闻
正在规划一个占地 11.53� 平方公里在的“现
代国际物流城”。 徐闻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弘祖介绍： 规划中的物流城不仅仅拉动徐
闻，而是要打造成以物流产业为基础，立足粤
琼两省,面向中国－东盟，服务“一带一路”，

具备港口、物流、旅游、产业、城市五位一体
的现代化“物流新城”。

徐闻希望把握国家规划中的丝绸之路连
接大通道和川贵广、港滨、南亚国际物流大通
道，利用现代物流业，建设面向全世界的物流
支点， 做强现代物流产业， 扩大对外发展水
平，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据了解，建立在现代物流业基础上的电子
商务， 近年来徐闻也开展得如火如荼。 徐闻

县主动对接国内大型电商平台，促进电子商
务产业发展，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农村电子
商务发展项目合作协议，建立了一个县级电
商体验中心和七个镇级电商体验服务站；建
设农业大数据开发运营服务平台，支持广东
三农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中国菠萝电商
产地直供基地”和大数据运营中心，更好地
获取市场与产地之间的供求信息， 实现农村
产销信息资源的汇总。

占全广东省 1/10 的海岸线、
中国大陆最南端、 有着深厚历史
文化的大汉三墩海上丝绸之路始
发港、 大陆最大的珊瑚礁区等自
然条件，使徐闻具备“世界级”的
旅游资源。

据了解， 自 2016 年 1 月 18
日，南极村揭牌以来，徐闻加大了
大陆之南的极地文化和南方冬休
目的地形象的宣传， 景区游客与
日俱增。而“菠萝的海”更被《孤独
星球》杂志力荐为广东 15 个顶级
旅游体验地之一， 被中国地理杂
志赞誉为“中国罕有的壮美景
观”，一片片的菠萝田成为网红打
卡点。 如今，行走在徐闻的县区，

操着北方口音的外地游客随处可
见； 甚至当地楼盘主要的目标客
户都不再是本地人， 而是从北方
城市来的“候鸟”们。

与之配套的， 是滨海景观旅
游公路的加快建设。全省 2000 公
里的滨海景观旅游公路， 有 168
公里位于徐闻， 将沿途的特色小
镇、风景区串珠成链。

徐闻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也
吸引了华侨城、 鼎龙集团等一批
文旅龙头企业的目光。 徐闻县委
副书记、县长吴康秀介绍，现在华
侨城已提出了青安湾、 白沙湾滨
海度假区概念性规划， 组织了专
家评审； 华涛特色小镇先行区的

土规调整已上报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鼎龙三墩旅游等项目建设加
快，同时，与海南旅游产业的交流
合作也不断深入。

湛江市徐闻县委书记梁权财
表示：未来几年，是徐闻实现跨越
发展的大机遇、大文章，也是全县
广大党员干部施展智慧才华、实
现人生抱负的大舞台。 徐闻将坚
定扛起“高标准建设广东对接服
务海南岛的南门户城市、奋力当
好湛江与海南相向而行的排头
兵 ”的使命担当，为湛江加快建
设省域副中心城市、 打造现代化
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做出徐闻
贡献。大手笔建基础设施 开创发展新局面

大交流大物流奠定发展大格局

串珠成链的滨海旅游

湛江徐闻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杨卫忠

现代化港口对接海南 过海不再是“痛”
在中国大陆最南端的 “极

点 ”———1100 亩填海造地堆 出
的人工岛上 ， 杨卫忠和同事们
已奋战两年 。 热火朝天的工地
上 ，被命名为 “海上生明月 ”的
徐闻港综合楼外形已具规模 ，
恰似一轮满月浮于海面 。 51 岁
的杨卫忠 ，土生土长的徐闻人 ，
湛江徐闻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 ， 见证了琼州海峡多年来
“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变革。

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 ， “过
海 ”，是往返海南与广东旅客的
痛 。 据杨卫忠回忆 ， 徐闻 1980
年代才开始有轮渡接驳海口 ，
当时的木壳轮渡只能装载三辆
车 ， 吨位只有 2-300 吨 ， 动力
不足 ， 遇上海风 ，18 海里的距
离 在 海 上 漂 5-6 个 小 时 也 是
常事 。

1988 年，海南建省。1990 年，
杨卫忠从广州空军部队退伍，父

亲把他召回：回来建设我们自己
的家乡！ 他有印象，那时的琼州
海峡开始繁忙起来， 从木壳船，
到有退役的登陆舰投入民用；再
后来 ，双泰等几个国有 、集体企
业开始自己造船。 如今，整个琼
州海峡有 53 艘过海轮渡， 吨位
在万吨以上的占 80%，每年运送
超过 1600 万人次往返海南与大
陆。轮渡的大型化、人性化、豪华

化已成趋势。
深水良港是徐闻得天独厚

的条件 ， 而现代化港口的建设
与运营 ， 则是徐闻人多年的渴
望 。 “从父辈开始 ，我们徐闻人
就有港口梦 。 ”杨卫忠说 ，他有
幸参与了海安新港和徐闻港两
个港口的建设 ， 更将有幸见证
湛江 、徐闻主动对接海南 、实现
腾飞的梦想。

见证人

“菠萝的海”
徐闻港综合楼

外形已具规模

建设中的湛江徐闻港 吴开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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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98 年的“遂溪抗法斗争”，到
“南路革命”，从乐民武装起义，到粤
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遂溪人
杰地灵，英豪倍出。

新中国成立以来， 如何让红色
的基因在遂溪传承，如何让老区人
民脱贫致富 ，过上幸福生活 ，是中
共遂溪县委县政府的头等大事。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
遂溪率先将红色村作为新农村建设
的领头羊，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让
乡村振兴工程落到了实处， 脱贫攻
坚之路越走越宽。

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东征支队誓
师首发地———遂溪县遂城镇豆村村委
会下洋村1994年被广东省人民政府批
准为革命老区村庄。 2018年3月， 遂溪
县委县政府根据乡村振兴战略，将该村
作为“基层党建+红色文化+乡村旅游”
的示范点进行改造和建设。政府投入建
设东征文化广场后，该村掀起了“三清
理、三拆除、三整治”新农村建设热潮。

县派驻遂溪东征文化村 （下洋村 ）
工作组组长陈波告诉羊城晚报记者：最
近一年多来， 小山村变成了热门景点，
湛江市各单位组织党员及大中小学师
生到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有 1.2万多人。

目前下洋村按AAA级景区标准打
造了东征文化广场、 志愿者服务站、停
车场等设施，接下来，还将提升标准，新
建旅游厕所、安置景区标识牌，完善游
客服务中心，将村前自然河和村后运河
水库沿岸进行规划整治。记者看到，“遂
溪百年陈列馆” 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
预计年底就能开馆。

据悉，村容村貌的提升和独特的历
史文化资源吸引了社会资本，万达国旅
计划投资 1.3亿元在此建设研学基地。

如何用好“红色基因”，让革命老
区的贫困村脱贫，遂溪县交出了可喜
的答卷。 遂城镇下洋村、 河头镇河
头村、乐民镇敦文村等 3 个“红色村”
成为第一批试点单位。 县委县政府在
3 个“红色村”成立县驻村专项工作
组，一期项目概算总投资 4838 万元，
聘请北京、深圳专业设计团队，将党
建阵地、红色遗址维护保护和新农村
建设结合起来，统筹规划建设。

在下洋村， 是结合当地生态环
境优美的优势，采取“市场运作 + 政
府投资”模式，谋划建成遂溪百年陈
列馆、 湛江市党员干部拓展训练基
地、 湛江市青少年红色革命文化教
育基地等。

在墩文村， 则是以革命烈士黄

学增故居纪念馆为基础， 引入社会
捐赠资本，建设红色教育基地。 黄学
增是大革命时期广东省四大农运领
袖之一，与彭湃等人齐名，又是土地
革命时期广东西江和海南岛红军、
苏维埃的创始人之一。 在周总理的关
怀下，1962 年中共湛江地委为纪念
黄学增同志，特拨专款在其故乡墩文
村修建“黄学增纪念亭”。 如今，黄学
增纪念亭已修缮一新，黄学增纪念广
场也正在稳步推进。 该村也抓住此良
机，进行了村容村貌整治，拆除了一
批危旧房屋与废弃猪牛栏。 村道也安
装了路灯，实现硬底化。

在河头村， 则与革命烈士陵园
连片打造建设党性教育基地， 成效
卓越。

据遂溪县介绍， 该县有贫困人
口的村委会 235 个， 其中省定贫困
村 35 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 25974
人。截至 2018 年底，全县脱贫 22523
人，脱贫率达 86.7%。 该县以基层党
建为引领， 以产业为突破口的全动
力引擎， 紧密衔接精准扶贫与乡村
振兴，为广袤的红土乡村，增添脱贫

奔康的强劲动力。
当前， 第五批省级新农村连片

示范建设项目已在遂溪铺开，全县
2019 年首批 24 条生态宜居美丽
乡村示范村建设工作在“领头羊”
的带领下，正有序进行 ，以崭新的
面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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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村庄重放异彩

红色基因永续传承

脱贫攻坚振兴乡村

整治后的下洋村

传承弘扬红色基因
脱贫攻坚振兴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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