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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环岛路上，海风习习，清爽
宜人。吴伟宏摇下车窗，眺望着眼前
广袤的大海，呼吸着新鲜空气，眼前
仿佛浮现出 30 年前的自己骑着摩托
车呼啸而过。

今年 48 岁的吴伟宏是土生土长
的厦门人，从事室内设计已近 30
年。“90年代初，环岛路还是一条细
长的羊肠小道。”吴伟宏回忆。如
今，环岛路焕然一新，有的依山傍
海，有的凌海架桥，有的穿石钻洞，
成为厦门市环海风景旅游干道之一。

1980 年 10 月 7 日，国务院批复
同意在厦门岛西北部的湖里地区划出
2.5 平方公里设置经济特区，率先确
立了厦门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试验

田”角色定位，从此拉开了厦门追风
逐浪、勇立潮头的奋进大幕。

小时候，吴伟宏住在一幢 1958
年建的三层楼房里，与 8 户人家合
住，共用厨房和洗手间。“因为局
促，当时我只能住在单独辟出来的小
阁楼里。”吴伟宏说，“特区成立时，
我还是个小学二年级的小孩。我清楚
地记得四年级时，我们全家搬到了故
宫路和湖滨南路交界的一幢宿舍楼，
有了自家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

刚刚成立的厦门特区，凭着闯
劲，从金融体制改革入手，率先探索
举外债搞基建，向科威特政府贷款修
建高崎国际机场，其后又筹借款项完
成码头、自来水等工程，逐步完善空

港、渔港、通信、供电、供水等基础
设施。“那时候的故宫路全都是石
块，湖滨南路还是沙土铺成的，记忆
中，到处都在建高楼。”吴伟宏说。

四十载筚路蓝缕，厦门迎来“脱
胎换骨、凤凰涅槃”的巨变，从一座
一穷二白的海防小城，成为高素质高
颜值的现代化国际化城市。

吴伟宏说，小时候父亲经常带他
去工作的工厂——厦门感光厂，学洗
黑白胶卷的相片，那里曾是当年厦门
最高的建筑。如今，厦门海峡世贸大
厦双子塔高达300米，与鼓浪屿遥遥
相望，成了新时代厦门最高的地标。

处处对标、时时奋进、久久为
功，厦门得以一次次实现精彩嬗变，

而生态治理实践是最生动的体现。
水清岸绿、白鹭齐飞，这是厦门

“城市会客厅”筼筜湖的最新剪影。
1988 年 ， 厦 门 治 污 的 第 一 场 硬 仗
——筼筜湖综合治理打响。此后，经
历4期大规模综合整治，才有了如今
的一湖碧水。“我们刚搬到湖滨南路
时，筼筜湖的臭味让我们在夏天都不
敢开窗户。”吴伟宏说，“当时环保意
识没有现在这么强，许多工厂废水都
直接排放。经过这几十年的治理，筼
筜湖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40 年间，厦门全市生产总值比
1980年增长925倍，进出口贸易总值
增长 4548 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 137 倍。“厦门包容、有情调，
又很热情。”吴伟宏说，“我到过全
国、全世界很多地方，但每次回到厦
门，呼吸到第一口空气，总能让我感
到家的亲切和温情。”

昔日，被寄予厚望的厦门生机盎
然；如今，这块热土继续释放蓬勃朝
气，阔步向前。

2020 年，深圳特区 40 岁，也是诞
生于蛇口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集团”）
成立的第 40个年头。在这家与特区同
龄的企业，麦伯良已经干了38年。

如今是中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的麦伯良，1982 年大学毕业后，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深圳，成为一名集
装箱工程师。“当年的深圳就是一个
小渔村，水泥铺的马路应该不超过 2
公里，其他路都是泥路、田埂路。”
麦伯良说，“我记得头一两年，只要
一下雨我就得穿水鞋上班，没有水泥
路可走，一脚踩下去，都是泥。”

尽管从零起步，但天南地北奔向
深圳的人们个个满怀希望。“我天生是
一个喜欢新东西的人。我觉得深圳是
特区，将来肯定会有大片的天地需要

我们这些大学生一展身手。对于年轻
人，深圳就是实现价值、挥洒青春和
热血的地方。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麦伯良回忆，当时公司所在区域还是
一大片土坡，但他常常对着那片地方
想象着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的样子。

麦伯良到深圳工作半年时，有一
天，全公司最昂贵的一台德国进口二
手机床出了故障，而能够维修机器的
德国人正好在休假，至少要一个星期
后才能从德国过来。这时，有人提议
让大学专业是自动化的麦伯良试试。

“我哪懂这个，但还是凭着不服输的
心气去试。”没有图纸，他就把机床
的零件一个一个拆下来以摸清楚机器
原理。经过三天三夜的尝试，麦伯良
修好了机床，也赢得了全公司的尊重
和信任。

“创新”是深圳精神的核心。在
麦伯良看来，这种精神体现在具体的
企业和个人身上，就是不拘一格、勇
于突破。中集是蛇口第二家中外合资
企业，其首任董事长是“蛇口模式”
的开创者袁庚。在这样一家分量十足
的企业，1992 年，年仅 33 岁的麦伯
良就当上了总经理，这在当时中国绝
大多数省市是难以想象的。4年后，中
集集团的集装箱数量已做到了世界第
一，这个“第一”一直持续到今天。现
在，中集集团已经成长为营收接近
1000亿元的多元化跨国产业集团，又
把半挂车、登机桥、液体罐箱等 24
个细分品类做成了世界冠军，其中包
括试采可燃冰的大国重器“蓝鲸 1
号”。“中集在 40 年的发展中，始终聚
焦一流，现在共有 24个冠军产品，我

们规划将来达到40个。”麦伯良说。
40年来，深圳从一个小渔村成长

为在全球产业链举足轻重的国际化大
都市。一批批怀揣梦想、敢闯敢试敢
拼搏的“麦伯良”，把一条条泥泞的
道路走成了今天开放、创新、现代化
的“幸福路”。“深圳聚集了全中国一
大批有创新精神的人，正是这么一群
人把深圳建设起来。而深圳也给企
业、给个人提供了成长的沃土、圆梦
的机会。”麦伯良说。

在深圳，“时间就是金钱，效率
就是生命”早已深入人心；“来了就
是深圳人”显现出城市的包容。深圳
培育了众多的全球 500 强、中国 500
强企业，也成为全国人均 GDP 最高
的城市。

谈及未来，麦伯良充满信心。他
常常对身边的年轻人讲，无论企业和
个人，发展的关键是要踏上国家和时
代的节拍。“现在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
区，又给了深圳机会。我相信深圳一定
会继续把握住这个历史性机遇，建成
世界第一流的大都市。”

乘风逐梦，敢为天下先。1980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正式设立。作为改
革开放的“试验场”和“窗口”，经济特区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掀开了崭新的一页。40年筚路蓝
缕、艰辛探索，一家家特区企业、一批批特区建设者勇立潮头，披荆斩棘闯新路，让边陲小岛、
落后渔村走上了世界舞台。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40年辉煌背后，惟有奋斗与改革是永远不变
的主旋律。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经济特区成立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探寻其背后的特区
故事，邀您共同聆听动人的特区乐章。 ——编 者

40 年前，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
济特区的设立吹响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号角。40
年间，经济特区的历史性变化和世人公认的辉
煌成就，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之路的巨大成功。

上世纪 80年代，中国最初吸收外资的形式
以绿地投资为主，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鞋
帽、玩具、箱包等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早期
的投资大大提高了中国消费产品的生产能力，
外资企业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
业发展，也促进了国内相关产业发展，满足了
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繁荣了市场，促进
了经济。经济特区在这一过程中迅速成长，其
中形成的不少好做法推广到全国，发挥了改革开
放“试验田”“突破口”的作用，为逐步扩大对外开
放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成熟与完善也
为经济特区的更好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以深
圳为例，从发展“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到众多
合资企业的建立再到国内大型企业的兴起，从
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发展到一般制造业再到以
高科技企业为主的高新制造业，这些成功的转
型与升级，得益于中国长期坚持的改革开放，
得益于市场化、法制化和国际化发展环境不断
优化。

经济特区的巨变折射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成
功，也承载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艰辛与努力。在
40 年历程中，我们有过对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
结构调整的彷徨与困惑，在发展的实践中也经
历了许多困难，但是中国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始
终锲而不舍，对坚定参与经济全球化永不放
弃。正因为此，我们才有了今天的辉煌。

当前，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再次面临复杂的
外部环境。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致使世界
经济出现全面萎缩，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使我
们面临新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也阻力重
重。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经济结
构调整面临新的困难和矛盾。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
座谈会上就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中国将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
平，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一重要政策宣示向全世界
传递出积极信号：面对疫情冲击，面对全球经济低迷，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不仅不会关闭，而且会越开越大。

我们有决心有信心继续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相信进
入不惑之年的经济特区也将扬帆再起航，发挥引领作用，以更高水平
开放促进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

1981 年 9月 6日，出生于广东汕
头的李桂雄从广州白云机场坐飞机来
到泰国，跟随在泰经营宝石生意的亲
叔叔学习珠宝知识和评鉴。17 岁的
他依依不舍地离开祖国，开启了 39
年的异国生活。

“小时候家乡很穷，只是我们属
于‘华侨之家’，有侨批，才能够生
活得比别人稍微好一些。”李桂雄
说，“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汕头
特区刚刚成立，来自香港、台湾的衣
服、家用电器等物资都很稀缺，我们
觉得很新鲜、很向往。”

李桂雄回忆，当时泰国是“亚洲
四小虎”之一，马路上已经到处是汽
车，与家乡汕头的差别非常大。“几

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发展速度引领世
界，现在情况已经相反了。”李桂雄
自豪地说。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决定，批准
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深圳、珠
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
区，汕头由此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
车。从经济特区到华侨经济文化合作
试验区，从建设粤东中心城市到建设
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快打造活力特区
和美侨乡粤东明珠……回望 40 年发
展历程，汕头经济特区摸着石头过河，
创造了多个创造了多个““全国首创全国首创””和和““全国率全国率
先先”，”，切实肩负起体制改革切实肩负起体制改革““试验田试验田””和和
对外开放重要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窗口””的使命担当的使命担当。。

“近20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会
回 中 国 ， 每 年 都 要 回 去 汕 头 两 三
次。”李桂雄说。从萌芽起步到蓬勃
发展，汕头新经济新业态蒸蒸日上：
汕头获批设立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淘宝镇、淘宝村数量分别
为 13 个 、 94 个 ， 列 全 省 第 5 位 ；
2019 年全市完成现代物流业增加值
52.98 亿元，快递业务量列全国第 16
位、全省第5位……

因侨而立因侨而立、、开放而兴开放而兴。。从经济特从经济特
区到华侨试验区区到华侨试验区，，汕头迎来汕头迎来““二次创二次创
业业”。”。20142014年年，，国务院批复设立华侨国务院批复设立华侨
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汕头成为全国汕头成为全国
唯一一个以唯一一个以““华侨华侨””为主题的国家级为主题的国家级
改革创新平台改革创新平台。。依托丰富的侨乡资依托丰富的侨乡资

源，40 年来，汕头累计引进外商投
资企业 5000 多家，累计实际利用外
资93.8亿美元，近九成为侨资。

“汕头特区 40 年来的建设与发
展，离不开海内外华侨华人、潮籍乡
亲的大力支持。”李桂雄说，“我还清
晰地记得 2017 年‘侨梦苑’在汕头
揭牌落成的场景，建设汕头需要海内
外广大侨胞、企业家共同参与。”

40 年来，汕头综合实力显著提
升，城乡面貌日新月异。2019 年全
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94.1亿元，是
1980 年的 97.4 倍；2019 年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1416元，是1980年
的99.7倍。

如今的李桂雄已经荣任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华海外联谊会理
事、中国侨联委员，为中泰两国和平发
展、家乡汕头的建设献力。李桂雄说：

““目前目前汕头经济发展趋势良好汕头经济发展趋势良好，，环境环境
优美优美，，人民幸福人民幸福，，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不断提高不断提高，，海内外侨胞乡亲海内外侨胞乡亲、、企业家企业家
对汕头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对汕头的未来发展信心满满！”！”

在与深圳特区同龄的中集，麦伯良见证了企业的闪光变身——

敢闯敢试，泥路走成幸福路

40年，我与经济特区共成长
本报记者 孔德晨

40年，我与经济特区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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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落后于国外到领先世界，华侨李桂雄每次返乡都有惊喜——

家乡的巨大变化让人开心
从落后于国外到领先世界，华侨李桂雄每次返乡都有惊喜——

家乡的巨大变化让人开心

◀吴伟宏记忆中的厦门感光厂，曾是
厦门最高的建筑。 吴伟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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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深圳中央商务区。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1981 年 1 月 24 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
破土动工。 中集集团供图

▲日前，国内最大直径越海盾构隧道——汕头海湾隧
道西线贯通。图为汕头海湾隧道施工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