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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坭兴陶，与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陶、四川荣昌陶享誉中
外，被誉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

坭兴陶的“窑变”艺术在国内陶瓷行业中绝无仅有，艺术品位极
高，有“中国一绝”之称。

在烧制过程所产生的“窑变”是无釉坭兴陶的一大艺术特色，当炉
盘上升到 1200 度的临界点时，偶有发现其极少部分胎体发生窜变现象，
并自然形成各种斑斓绚丽的色彩和纹理，须打磨表层氧化物后才发现其
真面目，如天蓝、古铜、虎纹、大斑、墨绿等意想不到的诸多色泽，可
谓火中求宝。难得一件，一件在手，绝无类同。

钦州人今天的改革创新精神，与坭兴陶烧制过程中的出其不意、求
新求变一脉相承。

来到钦州港仙岛公园，钦州港壮观的景色尽收眼底。这百舸争流，
这车水马龙的场面，让人顿时觉得钦州港酷似一艘超大无比的巨轮，承
载着钦州人民自强自立的精神，承载着南中国一方热土一个时代的兴
盛，驶向远方，播向世界。

“要富康，建大港”。1992 年，钦州人对大海有了新的认识，决心以
建设大港口为突破口，带动全市经济发展，并于当年自筹资金建设港
口，1994 年建成两个万吨级起步码头。随后，钦州市创新建港机制——
实行业主建港制，陆续建成了更多更大的码头。之后，钦州 10 万吨级航
道、30万吨级航道、10万吨级以上码头相继建成。

中国港口建设的“钦州速度”和“钦州力度”扬起了投资者的信
心。有了大港口的钦州终于有了大工业。钦州建设北部湾临海核心工业
区及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物流中心的步伐又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保税港区的建设上。这个一期建设 2.5 平方公里的
保税港区，仅用一年半时间就实现了封关运作。创造了“日填海造地 40
亩，7天建成一层楼”的“钦州速度”。

不按常理出牌，不走寻常路，钦州正是以这种勇于超越，敢于突破
的精神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奇迹。

而在今天，在钦州，改革依然在大刀阔斧地推进。为优化政务服
务管理，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最近，钦州市商务局创新审批模式，推
出“不见面的行政审批”模式：通过接受进口许可证发放委托，帮助
企业降低办事成本。钦州市企业通过网络向自治区商务厅申请行政审
批，自治区商务厅在网上进行审批出证后，将有关证件邮寄到钦州市
商务局，委托市商务局发放许可证，企业便可直接到市商务局窗口领
取进口许可证。

在钦州，改革创新精神，不断解放和发展着生产力，也在不断塑造
这座城市的面貌与灵魂。

在中国，有一座城市正成为沿海开放发展的新引擎。
她是中国通往东南亚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民族英雄

冯子材、刘永福等著名历史人物的故里，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坭兴
陶的产地，是“海上大熊猫”——野生中华白海豚的乐园，今天，她更是国家
实施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与东盟合作的重
要枢纽。

这座城市就是地处北部湾经济区中心位置的广西钦州市。
加快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打造中南、西南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

点，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钦州在迎来一个拐点的同时，还给区域一个奇
迹。年轻的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快速发展势头，正成为北部湾经济区
发展的新地标。

在这里，集中了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钦州保税港区、整车进口
口岸、国家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海洋公园、台湾农民创业园等开放平
台和政策平台，大大提升了钦州在国际区域合作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通过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及平台优势，以“建大港、兴产业、造
新城、强科教、惠民生”五大发展方略为引领，钦州正呈现出日新月异的面貌。

钦州港，从一个小渔村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今年底将仰首迈进
亿吨吞吐能力的大港行列。中石油 30 万吨级油码头及保税港区 10 余个
10 万吨级码头气势恢弘地屹立在钦州湾畔，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巨轮；
全长约 34.3 公里的 30 万吨级航道全面竣工，“南方深水大港”的恢弘气势
与美丽容颜已展现在世人面前。

在蔚蓝的大海边，石化产业园区、保税港区、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
园区等产业园乘风而起。石化、装备制造等千亿产业集群加快形成，造纸、

粮油加工、能源、冶金等百亿元产业加快成长壮大。中石油含
硫原油加工、玉柴石化二期、澄星磷化工、嘉华钛白粉、华汇镍
业等一批产业项目加快建设，国投电厂二期即将开工。钦州，
正成为新兴的临海产业基地。

在滨海新城城区，美丽的白石湖公园 9 月 30 日开园，扬帆
大道南延长线贯通，茅尾海水上摩托城市公开赛场地建设基本
建成，中山公园改扩建，安州大道、滨湖路等白石湖片区主干路
网正全面施工，北部湾钻石海岸国际海鲜城、东盟生态园等功
能性项目加快建设，钦州城正改变靠海不见海的历史，成为一
座真正的一线滨海城市。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最近 5 年来，钦州市大力实施“强科
教”战略，大规模加大教育投资，全市新建、扩建教育设施项目
1918 个，投资额达 30.2 亿元，总投入量在全区名列前茅。钦州
高新区获得自治区政府批准设立。清华同方数字电视、华成自
控、同方和宸、盛和恒达 LED 等项目建成投产，综合功能配套区
创业大厦、东盟会馆、专家楼建成投用。科教正为钦州的崛起
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民生的改善，正让钦州成为一座幸福之城。2013 年 1—9
月全市财政用于教育、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等民生项目的支
出 55.6 亿元，占全市财政总支出的 64.8%。为民办 10 件实事工程 59 个子
项目全部启动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理赔工作启动，7 个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稳步推进。城乡低保扩面提标，就业等工
作全面推进。

2013 年 以 来 ，面
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钦
州市按照“稳中求进”
的 工 作 总 基 调 ，坚 持

“稳中求进、开拓创新、凸显成效”，紧盯既定目标不放松，进一步明确责任，
突出重点，细化措施，形成合力。前三季度，GDP 增长 7.6%，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 35.5%，连续 3 季度排全区前 2 位；港口集装箱完成 41.4 万标箱，增长

22% ，居 沿 海 三 港 之
首。

今 日 钦 州 ，大 港
起，产业旺，城市美，
科教兴，民生好，正成
为一方投资热土，一
片宜居之地，一座幸
福之城。

发展的涛声分外喜人

“为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钦州。”这是著名画家齐白石对钦州
的赞美。

今天的钦州，在建设了大港口和发展大工业后，依然美丽。这里的
天空依然这么晴朗，大海依旧这么蔚蓝，“海上熊猫”白海豚在海里快活
地嬉戏。

从一开始，钦州就明确了“不要污染的 GDP，不要污染的政绩”，坚
守在经济快速发展下保持总体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趋势的底线，做到

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把钦州打
造成宜商宜居的现代化滨海城市，走可持续发
展之路，造福子孙后代。

被誉为钦州海上“生态牧场”的茅尾海是
一片宁静、美丽的内海，当之无愧地成为养育
钦州儿女的母亲海。

为了守护白海豚的家园，为子孙后代保护
好这片蓝色海洋，钦州市在区域用海整体报批
优惠政策、用海指标、茅尾海综合整治、海洋
防灾减灾、海监执法等方面积极争取国家和自
治区的支持并不断加大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工作
力度，科学用海、科学管海、科学保护海，促
进海洋经济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近三年来，钦州争取到中央和自治区的专
项资金支持达 19465 万元，加上市本级预算安

排的 1392 万元，及市县配套上级项目资金 4429 万元，累计投入 25286 万
元用于海洋环境保护。钦州市还加强对入海排污口的监管整治工作，保
障海洋环境安全，定期开展入海排污口、海洋环境巡查，加大对重点排

污口的监控力度。每月至少两次对钦州港、三娘湾、茅岭、大风江等地
进行不间断的海洋环境巡查，及时掌握全市陆源污染排海情况。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钦州关、停、限 50 多家陆上污染企业，淘汰落
后产能，筹措工程减排资金 3186 万元完成废水治理工程建设。积极推进
城镇污水处理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建设。督促和指导 73 家存在环
境安全风险隐患企业开展大整改。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时，钦州坚持两个基本条件，首先看是否符合
环保要求，其次看是否符合钦州的发展规划。仅这两年，被拒绝入钦的
污染项目产值超过 10个亿。

2011 年 5 月 19 日，茅尾海海洋公园获准建立，成为国家首批 7 处国
家海洋公园之一。2012 年全市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及城市空气质
量优良率均达 100%。钦州成为全国首批“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
城市”，荣获“中国节能减排 20 佳城市”，石化产业园区已经获批准成为
全区首个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从城市到乡村，从大海到陆地，从田园到园区，碧水蓝天正成为钦
州一张亮丽的名片。正因为坚持了生态优先、持续发展、绿色崛起，钦
州，实现了白海豚和大工业的共存，展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
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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