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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来，作为珠海经济特区的发祥地，香洲区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升 1200 多倍；每年
投入大量公共财政用于城市品质提升，让群众尽享青
山绿水、碧海蓝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参
保覆盖率 100%，幼有所教、病有所医，善行义举蔚然
成风……

多年前，身为金山软件初创员工的雷军，在珠海留
学生节开幕式演讲时，怀念那段时光：“我们金山就是
从珠海出发，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如今，起家于香洲
区石花西路62号的金山软件，依然是国内最优秀的软件
开发、分销和服务供应商。

特区设立之初，香洲区在许多领域引领全市乃至全
国改革开放之先河。吸引雷军等创业者的，正是充满活
力的创业氛围和开放便捷的营商环境——在这片土地
上，进行了全国第一次百万重奖科技人员的壮举，发行
了中国第一张信用卡，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酒
店，培育和成长了一批领军型科技企业，涌现了董明
珠等多位杰出企业家。

历经40年的发展，香洲区从原先只有一条路、一个
交通岗的小渔村一跃发展成为广东省经济强区。全区
GDP2019年达1542.93亿元；人均GDP2.8万美元，达到
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在创新型经济发展中尝到甜头的香洲人，以更大力
度推进软硬环境建设，打造“一园一镇一廊一带”产业
发展新格局，城市空间功能实现结构性优化。

经济发展，还伴随着人居环境的改善。
黄昏时分，香洲区梅华街道南村社区新城市中心广

场上，孩子们在焕然一新的游乐场里尽情玩耍；大一些
的孩子，则在家长的带领下走进菜园，摆弄辣椒青菜，
忙得有模有样……“你肯定想不到，这里以前被几家酒
楼占用倒垃圾，成了一片臭气熏天的垃圾堆；而这样的
变化，是小区居民自己推动实现的！”南村社区党委书
记林文胜说。

从 2018 年开始，香洲区精准对焦镇街、社区基层
治理，探索城市管养新体系和“城管局指导协调—镇
街主体责任—企业参与养护”的城市管理新模式。至
今，香洲区已投入 10 亿元，在全区建成 140 座社区公
园，总面积达 578万平方米，完善了区、镇街、社区三
级监管，全部免费开放，“香洲社区公园”成为响当当
的城市名片。

以民为本，让这里汇聚更多人、惠及更多人。通
过积分入学政策，来自湖南的务工人员潘霞让女儿顺利
入读香洲区一所新建成的公办幼儿园。崭新的校舍教
室、和蔼可亲的老师，令她满意。

从落后小渔村到现代都市，香洲“以民为本”的初
心始终不改，坚持将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1984年
全区民生支出 210 万元，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9%，到2019年已增长至63.8亿元，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支出的 83.2%。为补足公办幼儿园短板，香洲区 2019年
动工建设了16所幼儿园。

从蛇口港出发，驾车沿南海大道一路北上，“时间
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与“前海蛇口
自贸片区”的蓝色拱门遥相呼应。途中，海上世界、
蛇口网谷、深圳大学、深圳高新园等城市地标相继从
眼前掠过，勾勒出现代化、国际化的滨海城区形象。

“40年前，赤湾这里还是一片荒山秃岭，只有一条
山路。”今年70岁的方志强，是广州航道局设计研究院
的老职工。40年前在深圳开山填海、建港修路的工作
场景，他至今历历在目。

那时，大多数人拿的是固定工资。方志强所在的
码头项目，被列为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工资改革试点。
改革第一个月，大部分人就拿到了108元奖金。“108元
现在看来不起眼，当年却相当于很多人两个月的工资
呢！”方志强说。

正是蛇口的这项改革，打破了“大锅饭”和平均
主义。随后，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
工资制度、住房制度……一系列探索与改革层层铺
开，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了鲜活的经验。

招商局集团副总经理王崔军认为，从蛇口到南
山，最重要的经验就是通过营造市场化的环境和氛
围，吸引一批又一批企业家在此创新创业。

2019年，南山区推出“创业大礼包”，率先打造企
业设立“拎包入驻”模式。“以前开办企业需要近一个
星期，来南山后，没想到最快只要一天就完成了。”首
位拿到“南山创业包”的西加云杉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吴方表示。

南山区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重要抓手，对标最高最好最优，为企业、人才提供更
好服务。对创新的包容、对规则的尊重、对企业的呵
护，吸引众多优秀人才和创新企业入驻。

腾讯、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世界 500强企业，
从这里走向世界；中兴通讯、中集、迈瑞等航母级企
业，在这里发展壮大；大疆创新、海能达、优必选等一
批新锐企业，从这里冉冉升起。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
南山区累计商事主体达504952户。2019年南山区GDP
达6103.69亿元，相比1990年的78亿元增长了78倍，人
均GDP更超过了40万元人民币。

如今的南山，已经是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
一。中国多家核心互联网公司总部或区域总部，越来
越多的世界500强企业区域总部，以及新兴产业的科创
企业，坐落于此。2019年，南山区 PCT国际专利申请
量超过7000件，约占全国的1/8。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
究院院长李凤亮介绍，目前南山正在大力发展数字经
济、分享经济、平台经济，抢占云计算、大数据、5G
通信、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产业化先机。

创富也宜居。南山居民温炜鑫的手机相册里，集
满了随手拍下的精美图片。在他看来，美丽的深圳湾
和“南山蓝”已成了这座城市的标签：西丽湖畔湖光
山色，人才公园里四季繁花，华侨城湿地内百鸟翔
集，散落在城区的136个公园，让居民能推窗见绿、开
门见园。

率先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了鲜活的经验——

深圳南山区,人均GDP超40万元
本报记者 吕绍刚

第一次百万元重奖科技人员，第一张信用卡，第一家中外合资酒店——

珠海香洲区，宜业又宜居
本报记者 贺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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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20，中国首批经济特区40岁了！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0年，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其中的深圳南山区、珠海香洲区、汕
头龙湖区、厦门湖里区，正是特区率先起步的地方。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来自五
湖四海的建设者们来到经济特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拓荒牛”。

特区之“特”，在于敢为人先。“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易事。40年来，经济特
区的建设者们秉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一心一意谋发展，主动放下“铁饭碗”、打破

“大锅饭”，让市场说话、按规律办事，最终使经济特区成为资金积聚、人才云

集、技术拔尖的“经济高地”。
特区之“特”，更在于共享发展。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当年最

早的4个经济特区，如今已成为全球各类人才工作学习的乐土与享受生活的归
宿。与此同时，经济特区所取得的经验、所带来的示范，更是为改革开放40多年
来全国各地经济建设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4个经济特区的发祥地，曾有过哪些动人的故事？如今呈现怎样的面貌？面
对新形势又有哪些新发展举措？本报记者近日进行了回访，为您集中呈现。

——编 者

回访经济特区起步的地方

以湖里区东渡码头建设为起点，移山填海、开荒拓路，厦门迎来巨变——

厦门湖里区，颜值气质俱升华
本报记者 钟自炜

从汕头市龙湖区党政大楼远眺，道路笔直宽敞，高
楼林立。楼前广场中央，汕头经济特区的标志性雕塑

“升腾”直指苍穹。
汕头经济特区一开始被称为“巴掌特区”，刚成立

的时候，面积只有市区东部龙湖村西北侧的 1.6 平方公
里。“30多个工作人员、600多万元启建资金，加上一辆
破旧吉普车，就是我们全部的家当。”特区管委会第一
任主任刘峰回忆。

当年的特区，灯不明、水常停、电话不通、道路不
平……但刘峰和最早的一帮“拓荒牛”们，凭着“一定
要探索出一条路子来”的信念，在这片沙丘地上开启了
征程。

敢为人先，这里创出了一个个全国瞩目的“第
一”——率先制订出台我国首部独资企业法规；成立全
国经济特区唯一“顾问委员会”；在用人制度上推行聘任
制；率先实施领导干部定期述职、评议……

同时，汕头经济特区充分利用侨乡资源，鼓励、吸
引潮籍侨胞回乡投资建厂，兴办了一大批“三来一补”
和“三资”企业，充分发挥了“试验田”和窗口作用，
为特区发展积累了经验、打下了基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位于龙湖科创中心一楼的
“车库咖啡”迎来了一天之中最热闹的时光，来自四面
八方的创业者汇聚在这里，分享创意、共享资源。

龙湖科创中心运营负责人岳小平告诉笔者：“项目
启动不足一年，这一栋楼 11 层就全满了，像‘猪八戒
网’这样的双创大咖就落户这里。”

入驻龙湖区两年多的潮创智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锡雄说：“当时我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完善边招
商，短短半年就顺利启动项目并实现入驻企业 80%以
上，这就是特区效率。”

类似的故事，每一天都在龙湖上演。龙湖科创中心、
潮创智谷、潮人创客、五维创意园……总园区面积近20万
平方米的创新载体，让龙湖成为创业者竞相逐梦的热土。

“龙湖要成为创新的集聚地、策源地、支撑地，就
要为发展科技创新和培育新业态创造基础条件，集聚创
新要素，整合优质资源。”龙湖区委书记林定亮说。

随着一项项创新之举相继实施，龙湖发展蹄疾步
稳，产业创新力、竞争力不断增强：地区生产总值从
1992 年的 14.4 亿元增至 2019 年的 522.6 亿元，年均增长
14%；2019年人均生产总值达9.3万元。

四十不惑再出发，新时期的汕头始终保持着领先姿
态。“24小时内答复”这一领先全国的理念，就是在汕头
龙湖响亮喊出。一项项涉及税费减负、资金扶持、创业
发展问题的政策性解答，附上职能部门联系电话，被汇
聚成“企业发展宝典”全覆盖推送，让“创客”们真正
感受到政府的服务随时在身边。

制订全国首部独资企业法规，在企业率先推行聘任制——

汕头龙湖区，“创客”的乐园
李 刚 张明纯

“我是厦门人，厦门就是我的家！”82岁的朱凯霞
精神头十足，一开口这句有着浓浓安徽口音的自我介
绍，形成了一种“反差萌”。扎根鹭岛40余载，见证马
路越来越宽、高楼越来越密、花园越来越美，朱凯霞
对厦门的变化感触颇深。

1980 年，中央决定在厦门创办经济特区，湖里这
片2.5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特区发祥地。作为中交三航
局厦门分公司的工程师，朱凯霞来到湖里区，成为特
区建设的第一批开荒者。

那时的湖里啥模样？
“小渔村，人口也就2300多，区内只有一条坑坑洼

洼的泥土路。”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朱凯霞和同事们开
始了第一个项目东渡码头的建设。1984年一期工程正
式投入使用，东渡码头开启了厦门港口运输的新篇
章。以东渡码头建设为起点，和平码头、厦门大桥、
厦门地铁……朱凯霞与同事移山填海、开荒拓路，在
一个个项目中亲身参与和见证厦门特区 40年的沧桑巨
变。

“从当年的小渔村开启腾飞之路，今天的厦门已经
发展成一座高素质的创新创业之城和高颜值的生态花
园之城。”中共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说。

城市高颜值——城在海上、海在城中，厦门的风

姿吸引世界目光。联合国人居奖、国家环境保护模范
城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众多殊荣，树
立了高颜值生态花园城市标杆。

好风景并非等来的：立法手段铁腕护绿，30 余部
与生态环境建设和资源保护有关的法规规章落地生
根，环境监管走到了前端决策。先行先试创新突破，
厦门率先规划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行动方案，重点推
进36项改革任务、58项重点改革成果。

如今的厦门，每一寸肌肤都被绿色浸润。建成区
绿地率从 1985年的 35.34%提高到 40.79%，绿化覆盖率
从41.15%提高到45.1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从12.42平
方米提高到14.85平方米。

发展高素质——神州鲲泰厦门生产基地顺利投产、
“5G+无人驾驶”赋能智慧港口、天马第 6 代柔性
AMOLED生产线项目开工……2020年中，一批高精尖
项目再度彰显厦门经济的不俗实力。聚焦转型升级，以
创新为主引擎的发展动力机制和产业支撑体系在厦门加
快形成。

数据显示，如今厦门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到31.8件，为福建省平均值的3倍。2019年，全市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1900家，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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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圳渔民村。
（新华社发）

图②：2020 年 8 月，珠海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
式开通启用。 本报记者 贺林平摄

图③：2020年9月7日，工人在汕头市奥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装配车间组装玩具。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图④：2020年8月，厦门全景。
苏华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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