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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1986 年，蛇口工业区办公楼外写着“时间
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

江式高摄 （影像中国）
图②：深圳深南大道的铜牛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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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深圳城市风光。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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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区——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本报记者 陈伟光 吴 冰 贺林平

■辉煌历程

春节假期后一开工，奥比中光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技术团队就开始了忙碌
的工作：新品发布会在即，一批人攻坚算
法难题，另一批人进驻发布会现场；东莞
的自建工厂也开足马力，应对新产品的供
应链需求……在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乃
至整个特区，这种“闯”的精神、“创”
的劲头、“干”的作风随处可见。

一切都始于 40 多年前的那个“春
天”——

1979 年 4 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中
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推进
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明确指
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给些政
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同年 7 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
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 8
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
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 年 4 月又批准
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明确要求发挥经济
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

2020年10月14日，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
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深圳等经
济特区创造的辉煌成就，深刻总结经济特
区 40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累的宝贵
经验，对新时代经济特区在更高起点上
推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

渔民村成为整个经济特区
发展蝶变的生动缩影

位于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的渔民
村，16 栋楼宇错落有致，党群服务中
心、社区公园、村史馆等改造一新，呈
现出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新图景。曾经
的渔民村，“吃了上顿没下顿，家家穷得
叮当响”，改革开放后，渔民村凭借着特
有的地理优势率先组建运输船队与运输
车队，开展小额贸易，1992 年成立村办
股份制公司，2001 年开启城中村改造，
变成了现代化花园式社区……

渔民村成为整个经济特区发展蝶变
的生动缩影。在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
讲解员深情讲述：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研究，广东向中央提出建议，在毗邻港
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
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广东的
建议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和支持。

1979 年 7 月 15 日，中央下发文件，
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
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
告，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
办出口特区。1980 年 5 月，“出口特区”
被定名为“经济特区”。

然而，改革开放的航程并非一帆风
顺，作为新生事物的经济特区面临着许
多困难。1992 年春，邓小平同志到深
圳、珠海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
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困扰和束缚
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把改革开放
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不坚持社会

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
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
才是硬道理”。历经思想解放，改革开放
和特区建设的航程更加宽阔、坦荡。

一系列“摸着石头过河”
的改革举措落地

在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庆祝深圳经
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展览”上，不少观众
在观看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开山第一
炮”的老照片，耳边仿佛响起那振聋发
聩的隆隆回声……

为了保证深圳大规模城市建设，中
央先后派遣两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支援特
区建设。中建科工华南大区总工程师陆
建新被派来时，只有 18 岁。“我们在工
地，住的是毛竹搭的临时工棚，湿热蚊
虫自不必说，一场大台风就把屋顶掀掉
了，我们只得抱着衣服行李，在工地楼
板下躲了一夜雨。”陆建新说，“时间就
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振奋人
心，艰苦的条件并未影响大家的干劲。

1988 年，深圳开始在资本市场试验
探索。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任副总经理
禹国刚对此记忆犹新：“筹建深交所之
初，专家小组起初是在我家工作，后来
向深圳中行借了一套宿舍，成为大家的
办公室兼住房。专家小组先翻译了 200
多万字的境外股市法律、业务规则等资
料；再结合深圳实际，写成与之对应的
法规草案、深交所章程及各项业务规
则。”1990 年 12 月，深圳证券交易所成
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建，带动了金
融业的发展，推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
等方面的提升。”禹国刚说。

诚如所言，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地区生产总值从
1980 年的 2.7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77
万亿元，全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
到18650家。

随着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
扩大到全岛，厦门的发展进入新阶段；珠
海首开“科技重奖”先河，引来一批批人
才和一项项先进技术；汕头从龙湖1.6平
方公里的“巴掌特区”起步，将这片沙丘
地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中心城区……

在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中，一系列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举措在特区落地
开花：创新的热潮不仅取得了巨大的发
展成就，更形成了许多经验做法。

将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
高更稳

新年伊始，深圳前海一批建设工程
上马在即，来自香港的奥雅纳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的工程师们也忙碌起来……去
年 10月，前海推出专门针对香港工程建
设领域专业机构和人士资质资格内地认
定的新举措，面向港企港人开放前海建
设市场；到今年 2 月，已有 4 家专业机
构、37名专业人士在前海完成备案。

从蛇口到前海，两处改革新旧地标
相互呼应。如果说 40多年前蛇口创造了

“三天一层楼”的拓荒奇迹，那么如今前
海则以平均“三天一制度”的制度创
新，诠释着特区“闯”的精神。截至
2020 年底，前海蛇口自贸片区累计推出
制度创新成果610项。

2019年 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 印发，深圳被列为区域发展核
心引擎的四个中心城市之一。

2019年 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
范区的意见》 出台，要求深圳“朝着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
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城市范例”。继兴办经济特区后，深圳迎
来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的新征程……

2019 年 9 月 ， 深 圳 企 业 登 记 “ 秒
批”系统在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正式启
用，从跑一天到“秒批”，这个变化让人
们强烈感受到了立志于“先行示范”年
轻城市敢闯敢试的劲头、底气和实干。
2020年4月，随着一声“开始起吊”，光
明科学城项目施工人员一气呵成，顺利
完成首节钢结构吊装，为构筑高质量发
展高地持续发力……

东方风来，春意盎然。如今，不管
是在深圳，还是在珠海、汕头、厦门，
改革发展的步伐都在加快推进。

近日，预计总投资超过 20亿元的立
汕智造澄海工业项目在汕头正式开工，主
要生产先进电子元器件和智能装备。与此
同时，厦门、珠海两大经济特区也不约而
同地将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更稳，奋
力创造让世界惊叹的新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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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

今年 86 岁的梁广大回忆起当
年珠海特区的奋斗历程，仍然心
潮澎湃：“1983 年 10 月 10 日，广
东省委调我到珠海任代市长。”梁
广大曾经是南海县委书记，因为
鼓励全县农民解放思想大胆致
富，一时间闻名珠三角。

梁广大到任后，先是理顺管
理体制。在此之前，特区管委会
和珠海市政府是两块牌子、两套
人马。“我把两者合二为一，采取
措施调动干部积极性。”接着，梁
广大关掉了200多个采石场，制定
了土地管理五个统一、城市规划
八个统一和环境保护八个不准等
规章条例。

1980 年的珠海特区只有 6.81
平方公里；到 1988 年时，已先后
进行两次扩容。随后，梁广大统
筹全市建设，在西区规划建设了
港口、机场、铁路、大电厂和大
水厂，同时在东部谋划建设伶仃
洋大桥，把珠海和香港连在一起。

1998 年，梁广大卸任珠海市
委书记，在这片土地上干了 16
年。时间证明，这些城市基础设
施不可或缺……

40多年来，珠海特区广大党员
干部接续奋斗，不断取得新成就。

清风徐来，春暖花开。早上6
点，在连接澳门与珠海的拱北口
岸，天刚蒙蒙亮，拱北边检站四
级高级警长赖移威站在东向靠
海、情侣南路末端的口岸出境车
道路口执勤；从 1982 年参加工作
起，他已在珠海边检总站拱北边
检站工作了39年。

1999 年 12 月，澳门回归。“最重要的就是责任心，
专注于自己面前的三尺验证台。”当时，他站在出境大厅
的前台，守护着秩序与安全：“我看到许多同胞脸上亲切
的笑容，他们说着‘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内心有说不出
来的激动……”

澳门回归以后，珠海拱北口岸客流量猛增：从 1999
年的3000万人次跃升至了2019年的1.45亿人次。在最初
的几年，查验手段基本靠人工；如今，拱北口岸设有出
入境旅客自助通道190余条，“砰砰”响的盖章声和“咔
咔”的自助通关声交错响起……

“以往查验一本通行证件需要逐页查看真
伪，旅客过关平均需要好几分钟；现在自助
通道验放1名旅客平均只要8秒。”赖移威说。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要发挥澳门
—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
用。赖移威相信，不断升级的
拱北口岸，将见证更多珠海和
澳门两地的精彩合作。

■党史撷英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本报记者 李 刚

春日的深圳，绿树成荫，鲜花绽放。
在深圳市委大院门前广场，绿树与鲜花簇

拥之处，坐落着一座铜牛雕塑。只见这头铜
牛，头抵向地面，四蹄用力后蹬，竭尽全力将
身后的一块巨大枯树根拉出地面……

“特区成立之初，深圳市委市政府希望能有
一座城市雕塑，形象地展示特区精神，于是找
到了雕塑家潘鹤先生。”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关
于采用什么形象展示特区精神，有过一些讨
论。潘鹤先生建议：搞特区建设，需要奋斗到
底、甘于奉献的精神，雕塑一头埋头苦干的牛
最合适。

一次偶然的机会，潘鹤先生在一处农舍旁
看见两块老树根，迸发了灵感。于是，他买下
这两块树根，作为雕塑中的实物参考，让铜牛
展现出奋力牵拉树根、尽力一搏的姿态，为雕
塑注入拼搏与奋进的精神。

1984年7月，重4吨、长5.6米、高2米、基

座高1.2米的大型铜牛雕塑落成。
40 多年来，凭借着这股勇于探索的劲头，

深圳成为享誉世界的“创新之城”。
做为民服务孺子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

苦奋斗老黄牛，体现出我们党引领潮流的时代
担当、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在 40多年中，一批又一批的

“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在改革开放大
潮中、在经济特区火热的实践中，锐意进取、
大胆创新，为特区发展持续贡献智慧和力量。

“在新起点上，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要坚
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永葆‘闯’
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努力续
写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创造让世界刮目相
看的新的更大奇迹！”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
着经济特区干部群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开
拓、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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