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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走向世界

姚克鲁

一九八四年四月，北海市被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历程八年了，

这是改革开放的八年，光辉的八年啊!这一座祖国最南端的海边小城，从鲜为人

知，正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提高了知名度，它不仅仅恢复了丝绸之路海上

始发港的历史价值，而且成为今天中华大地改革开放的热点。不平凡的一九九

二年的春天，改革开放的春潮又把北海推向世界，成为国内外投资者瞩目的宝

地。今日的旅游热，成片开发热、房产热又烧红了市区这片二百七十多平方公

里的土地。全市三千三百多平方公里土地，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广阔的

西南腹地和广西的资源优势、海洋资源优势、两亿多消费者的市场优势，吸引

着国内外众多的投资者。百万元以上的百项工程的工地沸腾起来了。奠基开工

和竣工开业典礼的锣鼓喧天。北海市已从一座几乎没有工业的渔业小城变为一

座初具规模的现代化港口城市。它以工业为主的多功能的港口城市，正在迈向

建设成为资源共享型的国际工贸城市，即西南经济圈—→广西—→北海市—→

殴洲、美洲、东南亚区域。北海已经不仅仅是北海人的北海，是广西的北海；

西南的北海；是党中央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在全国改革_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

中占有一席地位的对外开放的北海。它肩负着祖国赋予改革开放的历史任务，

正为实现党和人民交给的经济发展战略任务，而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八年的光辉历程，北海人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在中共北海市委的领

导下，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竖持“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敢闯敢试敢干，闯出了一个新天地。

一九九一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90 年不变价)达 22 亿元，为一九八三年 87641 万

元二倍多，平均年增长 11．43％；社会总产值(90 年不变价)达 416947 万元，

为一九八三年 l52716 万元翻一番多；国民收入(90 年不变价)达 188440 万元，

为一九八三年的 74599 万元的二倍多，平均年增长 ll．O7％；工农业总产值

339036 万元，为一九八三的 143226 万元二倍多，平均年增长 ll．37％一九九



一年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达 2104 元，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l．73 倍，年平均递增

13．39％，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一九八三年的 239 元上升到 760 元，增长 2．2 倍；

工业企业固定原值由一九八三年的二亿元增到九亿一千三百万元。北海市在这

八年创造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谁也忘不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北海市区

六年工业产值增值的总和仅是六千万元，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末全市(不包

括合浦县)工业产值为一亿三千多万元。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的北海经济发

展进入了划时代的速度。

这光辉的八年，北海人民创造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投资环境。八年累计固定

资产投入总额近 l7亿元。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建成了一个中型机场，二个万吨

级的深水码头，二百公里的“南北”二级公路，一万二千门程控电话，从而改

变了北海的海陆空交通运输和通讯的落后状况，使之能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

把北海和世界拉近了。北海的能源得到极大的改善，一天停八次电的现象，再

也不会发生了。全市拥有一批设备功能齐全宾馆酒楼、商业大厦等综合服务设

施。新建一座日产五万吨水泥厂，水的供应充足。城市的各项设施也逐步完善。

此外，北海投资“软件”有了明显的改善，特别在优惠政策方面采取了一些更

为开放、大胆让利的措施。

北海的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取得的成绩，无疑为北海走向世界创造了条件。

正如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赞美的，真想不到北海这么美丽，这么好的地方。是

的，江泽民总书记给北海最好的评价，北海是“后起之秀，前途无量”。北海人

民并不因为听到很多很多的赞美而沉醉，更不会自满，而是认识到这仅仅是刚

刚起步，正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北海人民深知要把北海建设成为广西

和西南以至更广阔的腹地的大出海口，一座以工业、商贸、旅游、金融、科技、

海洋渔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的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任重而道远。

北海人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

北海的今天。北海人民取得这八年的巨大成就，除北海人民主观努力，自觉贯

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外，更重要的是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爱护、关怀、支持，

自治区党政领导的帮助，各兄弟省区(市)的鼎力支持分不开的。

北海人民不会忘记，一九八四年四月被列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后，

国务院主管对外开放的谷牧副总理于五月份就亲临北海指导工作。接着，主管



工业的国务委员张劲夫也来北海听取北海经济发展的汇报，对北海的经济工作

作了重要的指示。原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先后三次来北海。原中共中央书记处

书记胡启立和郝建秀于一九八五年到北海视察。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后，以江泽

民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更是频繁来北海视察工作，江泽民、乔石、

宋平、万里、李铁映、温家宝等先后到北海听取市领导汇报，视察工农业生产

和旅游区、三资企业等，并对北海今后发展作了极重要的指示。在八年的改革

开放过程中，北海还得到国务院领导的直接支持，田纪云副总理专程来考察北

海大农业开发，副总理邹家华、国务委员宋健和王丙乾把全国性的重要会议定

在北海召开，亲自到北海参加会议，今年八月五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洪院

长主持在北京召开的“北海经济协作开发区”论证会，邹家华、王光英、于光

远等中央及有关部委主要领导都亲自参加。这大大提高北海知名度，使全国各

省区(市)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领导更好地了解北海，识识北海在全国对外开放

的战略地位以及经济发展前景。此外，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廖汉生、阿沛·阿

旺晋美、陈慕华、马文瑞、杨静仁、程思远、王光英、司马义·艾买提等也分

别到北海巡察工作。这么多中央和各省区(市)领导到北海视察，既是最大支持

了北海的改革开放，又是鞭策和激励北海人民奋勇向前，尽快地把北海建设得

更加美丽。

“北海热”在全国已经引起注意，首都的北海热在各地得到热烈的反响。

四川的北海热更是烧红了峨眉山，惊醒了乐山大佛，四川国际(北海)招商中心，

已经在北海四川路擂鼓响锣。北海银滩的第二期工程也闹得热烘烘的，数十台

推土机在这美丽的北部湾畔日夜轰呜。今年上半年仅外办和市府接待部门接待

的中央及全国 35个省、市、自治区和单列市的领导宾客就达 ll987 人(次)，接

待了包括美国、英国、日本、越南、老挝、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十一个国家

的客人，共 26 个团组 222 人(次)。这一切都在告诉人们，北海正乘着邓小平南

巡谈话的春风，迈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向新的建设时代。

九十年代的北海，是发展中的北海，它将承担广西、西南区域在外线作战

的主要任务，充满自信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