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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

验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大局中地位重

要、作用突出。”

“我对广东的工作始终寄予厚望，希望你

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更大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3次到

广东考察调研、2次参加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

审议，每到广东发展的重要关口，都及时为广

东定向领航，指引广东在新时代伟大征程中

经风雨、化危机，应变局、开新局。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地方考察选择了广东：“广

东是一个窗口。到广东来看一看，了解一下

党的二十大以来都有哪些新进展新气象。”

从湛江、茂名到广州，4天时间，总书记辗

转千里，穿越粤西大地，深入企业、港口、农

村，同工人、农民、企业家、科技人员等亲切交

流，为广东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走在前列”指明方向。

坐拥4000多公里海岸线，广东是我国大

陆海岸线最长的省份。向海而兴、向海图强，

成为广东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早在2018年考察广东时，习近平总书记

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把广东海岸线的

东端和西端连接起来，擘画出一幅气势恢宏

的新蓝图——

“把汕头、湛江作为重要发展极，打造现

代化沿海经济带。”

此行第一站，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粤西南

三面环海的湛江市，首先关注的正是发展海

洋经济这件大事。

雷州湾内东海岛上，坐落着国家863计划

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10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听取了广东省关于

推动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的汇报：

抓种业攻坚，把渔业良种价格降下来；抓

装备技术升级，搞深水网箱，发展深海养殖；

抓全产业链发展，精深加工，通过预制菜等解

决海产品储藏运输难题……

一组直观数据令人印象深刻：2030年广东

预计年新增海鱼产品201万吨，按照等量蛋白质

换算，相当于养猪3045万头或养鸭15.4亿只。

“广东现在养了多少猪？”总书记问。

“4000多万头。”

“相当于把养的猪翻了一番。”总书记点

点头。

选育养殖池里，金鲳、海鲈、石斑等各类

鱼种活蹦翻腾。习近平总书记踏上浮排，边

走边看，赞叹眼前景象“真是翻江倒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是一个14亿多

人口的国家，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

题。除了吃粮食，吃陆地上的食物，还要靠海

吃海。”

靠山唱山歌，靠海念海经。

总书记回忆道：“我在福建工作时，在山

区干过，也在沿海干过。当时我就提出大食

物观，肉、蛋、禽、奶、鱼、果、菌、茶……这些都

是粮食啊。这么一算，福建虽然是‘八山一水

一分田’，但食物来源就多了。所以，我先后

提出要建‘海上福州’和‘海上福建’。”

在大食物观的视域下，辽阔的海洋就是

蓝色的粮仓、丰茂的牧场。

30多年前，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同

志，在当地大黄鱼育苗技术专家刘家富递交的

《关于开发闽东海水鱼类养殖技术的报告》上

作出批示，要求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

“当地的一个研究所，把宁德大黄鱼的人

工孵化问题给解决了。”总书记记忆犹新。

如今，黄鱼游出产业发展新天地，成为当

地人“靠海吃饭”的支柱产业。

“水产品的营养价值很高，提高我们国民

的身体素质，把水产搞上去，把蛋白质搞上去

很重要。耕海牧渔，发展海洋经济大有可为、

大有前途。”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随着生产力

发展，把远海深海养殖搞起来，把渔业‘种子

工作’这一篇文章做精做好，对我们的粮食安

全可以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作用。”

从靠海吃海到靠海护海，是和谐共生的

辩证法。

红树林，这种扎根于海岸潮间带的胎生

木本植物，既可防风消浪，又能净化海水，还

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素有“海上森林”

“海洋卫士”之称。

对红树林保护，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十分

关注。

2017年，总书记在广西考察了北海金海

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叮嘱“一定要尊重科

学、落实责任，把红树林保护好”。

2022年，总书记以视频方式出席《湿地公

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宣布在深圳

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

红树林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自然保护

区。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保护

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

实地察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

“红树林保护，我在厦门工作的时候就亲

自抓。党的十八大后，我有过几次指示。这

是国宝啊，一定要保护好。”

海风轻拂，绿树摇曳，鸟鸣阵阵。

远眺水天一色，总书记语重心长：“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组成部

分。沿海地区生产最密集、人口最密集，同时

对自然生态影响也比较大，一定要真正重视

起来，采取真正有效的举措加强保护。这是

国家战略，要一代接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

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我们中国

人的贡献。”

在听取广东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陆海统筹、山海互

济，强化港产城整体布局，加强海洋生态保

护，全面建设海洋强省。

海洋，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也是联

通世界的重要通道。

沿雷州半岛南下，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我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县。

东滨南海，西濒北部湾，南临琼州海峡，与

海南岛隔海相望，徐闻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重要港口，曾见证舟楫竞发、商贾云集的盛况。

如今，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徐闻在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对接服务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020年9月，全球最大的客货滚装码头

徐闻港开港运营。新航线直对海南海口新海

港，过海航程缩短至12海里，用时约1小时，

将广东同海南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港口专用码头，习近平总书记极目远

眺，详细询问船舶航行时间、港口吞吐能力、

安全管理情况等。

穿过廊桥，总书记来到一艘即将出发的

客轮旁。船上的旅客看见总书记来了，高声

向总书记问好。

习近平总书记向大家挥手致意，祝大家

一帆风顺。

离开港口时，总书记嘱咐当地负责同志：

“琼州海峡是国家经略南海的战略通道，要把

徐闻港打造成连接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

港的现代化水陆交通运输综合枢纽。将来这

里一定能够作为‘黄金水道’和客货运输最佳

通道而兴盛起来。”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

质特征，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

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来

到广东，足迹遍及珠三角、粤北、粤东、粤西。

这次考察期间，总书记言明初衷：

“就整个广东来讲，珠三角是经济最发达

的地方。但广东要发展，不仅要靠珠三角，粤

北、粤东、粤西这些地区也要联动发展。中国

式现代化就是要促进共同富裕，解决区域发

展不平衡的问题。”

在这个经济发达的省份，水资源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困境。

由于地形地貌、蒸发量大等原因，三面临

海的雷州半岛，千百年来却是“苦旱之地”。

缺水，严重制约着粤西发展。

在党中央关心支持下，2022年，一项引西

江之水、穿云开大山、至半岛腹地的浩大水利

工程正式开工。工程建成后将造福粤西4市

1800万人口。

10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环北

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向南输水的接点

站——徐闻县大水桥水库。

登上大堤，举目远望，一个蓄水量超过

1.2亿立方米的人工湖蔚为壮观。

广东省水利厅负责同志汇报，通过工程

建设、区域高质量发展、生态建设“三管齐

下”，这项工程不仅有利于解决当地城乡百姓

生活和工业用水问题，还将新增灌溉面积，推

动这里的特色农业发展，让绿水青山真正变

成金山银山。

“还有几年建成？”总书记问。

“总共需要8年时间，其间可以做到分段

建成通水。”

“移民多吗？”

“只有75户。”

“目前水质怎么样？”

“这是今天打上来的水样，属于Ⅲ类。”

“水是命根子。”总书记思虑深远，“我们

国家的特点就是缺水，且水资源时空分布不

均衡。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跟水打交道，

探索如何治水、用水。”

一部治水史，蕴含着中华民族治国理政、

长治久安的智慧。

“无论是城镇化还是乡村振兴，无论是发

展工业还是发展农业，都离不开水。我们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下一步发展目标，都要

把水考虑进去，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

水定人、以水定产。”

“你们看，解决了水的问题，这里可以进

一步发展。”总书记手指辽阔水面，意味深长

地说，“把水资源优化配置好，推动解决区域

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战略性问题，要看得

更深刻一点。”

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发展不平衡也体

现为城乡发展不平衡。

2018年考察广东，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

要下功夫解决广东城乡发展二元结构问题，

力度要更大一些，措施要更精准一些，久久为

功，把短板变成“潜力板”。

4年多过去了，南粤大地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壮阔篇章里，有区域的协调发展，也有城

乡的融合发展。

沿着平整山路，穿梭丘陵之间，满目葱

翠，民居点缀其间。

习近平总书记留意车窗外的风景：“一路

过来，看到咱们茂名这一带盖的房子都很好，

说明这里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家庭还是殷实

的。和珠三角比，差距和潜力都在产业上。”

为实地察看当地乡村产业发展情况，11日

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茂名高州市根子镇柏

桥村。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古

人赞不绝口的珍馐美馔，正在成为造福岭南百

姓的特色产业。在茂名，荔枝种植面积已达139

万亩，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去年实现产值

110亿元，带动新增就业岗位15万个。

走进柏桥村一个荔枝园，古木新树交杂

其间，荔枝幼果缀满枝头，一派生机盎然。

习近平总书记不时驻足凝视：“1000多年

前的树能保存到现在。说明这里荔枝种植有

文化底蕴、有历史传承，也说明柏桥人对生态

环境、荔枝产业的保护意识很强，使千年古树

至今仍能造福于民。”

几名技术人员正在园中劳作。总书记同

他们攀谈起来。

他们都是附近村民，自从有了合作社、荔

枝园，收成有分红，务工有报酬，每户年收入

可以达到5万到8万元，多的超过10万元，“真

是尝到了种荔枝的甜头”。

驻村第一书记介绍，这些年柏桥村大力

推动数字化营销，通过直播带货、定制销售、

组团展销等方式，线上线下结合，农民的荔枝

不仅不愁卖，还卖出了好价钱。

“下一步发展，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总书记问。

“主要是保鲜问题。以前用土办法保鲜，后

来有了冷链，但也只能保存10天。如果能达到

15到20天，全世界都能吃上我们的荔枝了。”

“荔枝产业要发展，不解决保鲜问题不行。”

总书记对当地负责同志说，“发展特色产业是实

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途径，要着力做好‘土特

产’文章，以产业振兴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村农创园广场上，欢呼声此起彼伏。

面对热情的村民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你们这里是荔枝之乡，我是慕名而来。

千百年前一颗难求的稀罕物，现在全中国人

民都可以吃到了。发展荔枝产业，技术、市场

都有潜力可挖，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从产业兴旺到乡村振兴，总书记展望中

国式现代化美好图景，娓娓道来：

“我们要搞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把后

富的往前推一把；钱赚得再多，不讲精神文明

不行，我们的乡风民俗要文明；生态和经济要

和谐，‘个体现代化、村里脏乱差’不行……乡

村振兴要和这些‘国之大者’结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执政就是为

人民服务，就是让人民群众幸福起来。希望乡亲

们的生活越过越兴旺，像荔枝一样红红火火！”

改革开放是广东的鲜明标识。

12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广

州两家企业——一家外企、一家国企。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

实验区”，新时代十年，广东书写了令世界刮

目相看的奇迹：经济总量翻番，接近13万亿

元；外贸稳居全国第一；实际利用外资超1.4

万亿元……

“现在广东的经济总量，要单独拿出来

排，在全世界也可以排进前十名了。”百尺竿

头再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充分肯定，也

寄予更高期望。

考察中，广东省相关负责同志汇报新时

代十年广东利用外资成绩时，用了两个“翻

番”：实际使用外资资金规模的翻番，高技术

制造业外资占比的翻番，从2012年的20%提

升至2022年的41%。 （下转第4版）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
首次地方考察选择了广东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开发与保护的辩证思维

“发展海洋经济，加强海洋
生态保护，全面建设海洋强省”

开放与自立的战略抉择

“中国是不会自己把大门
关上的，我们开放的大门还
要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