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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是一座见证了改革开放伟大实
践和深圳经济特区快速崛起的建筑。它创造了“改革开放
的神话”——“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彰显了深圳

“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的特区精神；它见证了邓小平
“南方谈话”，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要的时代符号。

●书写“深圳速度”

今天，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的国贸大厦处于林
立高楼之间，显得毫不起眼。但在20世纪80年代，国贸大
厦曾经是全国第一高楼，可谓一枝独秀。深圳国贸大厦高
160米，共有53层，由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中建三局建造。

当时，中建三局认为国贸大厦是深圳经济特区的标志
性建筑，是足以载入史册的工程，于是放弃了金城大厦工
程，并以“滑模施工”中标国贸大厦工程。滑模工艺是指
先用钢结构搭建模板，再往里浇灌水泥，等到水泥大体凝
固，再往上提升模板。这种盖楼的方式虽然快，但如此大
面积的滑模施工国内尚无先例，因此在项目实际试验中遭
遇了数次失败。

随着工期一天天临近，再不开工，大厦将无法按期交
付使用。“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通过滑模工艺才能创造效
益，提升我们在建筑市场中的竞争实力和形象。”于是，时
任中建三局局长的张恩沛顶住压力，在未请示上级的情况
下，不惜以个人名义做担保，冒险用外汇券从香港采购了2个
爬塔、3台混凝土输送泵和1台混凝土搅拌站。在新设备刚
到的当天晚上，他们就连夜开展滑模试验。

从 1983 年 6 月到 10 月，中建三局整整进行了 4 个月的
技术攻关。此后，国贸大厦工程建设就越干越顺，速度越
来越快：第 5至 10楼，7天一层；第 11至 20楼，5天一层；
第 21至 30楼，4天一层；到了 30楼以上，进度达到了 3天
一层，最快是两天半一层！那时候，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
播》 平均每周都会播发一条关于深圳的新闻报道，画面中
最常出现的就是这座正在一天天长高的中国第一高楼。从
那时起，“深圳速度”就在全国传开了。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深圳的大街
小巷传遍了这个振聋发聩的口号。改革创新是提高效率的
法宝。中建三局彻底打破了大锅饭制度，实行计件工资。
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奖金不封顶，大楼快封顶；奖金一封
顶，大楼封不了顶。”建设工人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最
高时拿到的工资是600多元。

1984 年 4 月 30 日，国贸大厦主楼封顶，比预计的工期
整整提前了1个月；1984年9月3日，国贸大厦主体工程顺
利完成；1985年底，国贸大厦投入使用。当时深圳的建设
正在快速推进中，国贸大厦成为深圳如火如荼城市建设的
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国贸大厦创下了中国的数个“第一”。它是中国建筑史
上第一栋超高层建筑，创造了建筑史上新纪录；它是中国
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在国内率先大面积运用滑模施
工，创下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

●见证“南方谈话”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贸大厦都是深圳最高档的
办公写字楼，楼顶的旋转餐厅更是人们观光的好去处。旋
转餐厅位于国贸大厦顶层第 53 层，高约 160 米，建成时是
中国第一家旋转餐厅。

国贸大厦见证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刻。1992 年，时
隔8年后，邓小平故地重游，再次来到深圳。当时，深圳城
市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8 年前还是水田、鱼塘、低矮房
舍，如今已是马路纵横交错、楼宇高耸入云。“邓小平十分
关注国贸大厦。1984年来深圳的时候，就曾在对面的国商
顶楼观望正在建设中的国贸大厦。1992 年来国贸的时候，
小平同志原本计划只有 15 分钟的讲话，最后讲了 45 分
钟。”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姚成新说。

1992 年 1 月 20 日，在国贸大厦的旋转餐厅里，邓小平
听取了深圳市委负责同志汇报，和省市负责人作了较长时
间的谈话。邓小平充分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所
取得的成绩。然后，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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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
不得。

在谈话中，邓小平强调要多干实事，少说空话。他
说，会太多，文章太长，不行。谈到这里，老人家指着窗
外的一片高楼大厦说，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
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刊发了反映邓小平视
察深圳行程及“南方谈话”主要内容的长篇通讯 《东方风
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引起了强烈反响，
影响巨大。这篇报道全景式生动地记录了邓小平 1992 年 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深圳的所行、所思、所讲。“南方谈话”
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涵，是邓小平理论极其重要
的组成部分，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
重要指导思想和宝贵精神财富。“南方谈话”吹响了中国新
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国贸大厦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是“神话”诞生的
地方。“南方谈话”之后，国贸大厦更被全国人民所熟识，
许多人珍藏的影集里都有一张以国贸为背景的照片。据介
绍，“全国很多退休的老干部，来到深圳都会特意来到国
贸，在旋转餐厅喝喝茶。”

国贸大厦一直是国内外游客造访深圳的重要景点，旋
转餐厅先后接待过国内外600多位首脑政要，如美国前总统
乔治·布什、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等。

今天，尽管“深圳第一高楼”的光环褪去，国贸大厦
先后被京基100大厦、平安金融中心项目主体建筑所赶超，
但它依旧是一个城市的地标、一段历史的印记、一个时代
的符号。“国贸大厦是意义非凡的历史建筑，分量重，在海
内外都十分知名。小平同志教导我们，一定要保持改革的
精神，这样才能不断前行……即便在新时代，国贸大厦依
旧保持着改革的动力。”姚成新表示，“对我们来说，国贸
大厦代表着一种精神，引领我们发展壮大。”

全国首份“城市文化菜单”近日在深圳晒出，这份
“菜单”共收录了国际化、标志性的品牌文化活动 28
项，内容涵盖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科技创新、体育休
闲等多个类别，不少活动代表了中国对应领域的最高水
准，是展示深圳国际化城市形象的“文化大餐”。精彩纷
呈的文化活动从每年1月一直持续到12月，深圳市民将
体验“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的文化生活新模式。

建立“城市文化菜单”是深圳文化建设史上的一件
大事。在日前召开的“城市文化菜单”新闻发布会上，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表示，制定“深圳城市文化
菜单”，既是落实 《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 （实施方
案）》、打造城市文化品牌的创新举措，也是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还是
凸显城市文化魅力、提升深圳国际化形象的必然选择。
深圳设立“城市文化菜单”，旨在提升城市文化竞争力和
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城市文化菜单”的新鲜出炉，使深圳市民的文化生
活实现了多样化、常态化，也让深圳打造文化高地的路
径逐渐清晰。

【满足市民需求】

深圳一向将“满足市民文化需求”放在文化建设的
重要位置。早在 2004 年，深圳就在全国率先实施“文
化立市”战略，提出要努力建成高品位的文化城市。
2015 年，深圳制定 《深圳文化创新发展 2020 （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建立“城市文化菜单”，在深圳形成

“月月有主题、全年都精彩”的文化生活新局面。
深圳文化建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正逐步形成自己的城市文化特色和城市文化品位。但与
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要求、市民日益增长的
精神文化需求以及国内外先进城市较强的文化综合实力
相比，深圳文化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其中的一个
短板就是国际化、标志性的品牌文化活动还不多。从国
际上看，伦敦大型常设性文化节庆活动多达 200 个；从
国内看，香港有近50个，北京、上海也有20多个。而深
圳约有 10 个，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活动屈指可数。因
此，深圳城市文化建设还需要更多社会力量投入、更多
市民参与，以形成城市文化氛围的良性循环，进一步提
升作为区域中心城市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

建立“城市文化菜单”，是深圳顺应文化发展新要求
做出的新努力。这不仅是城市定位和文化发展所需，也
是市民生活所需。通过建立“菜单”，深圳将引进和培育一
批新的国际化、标志性的品牌活动，在活动数量和质量上
进行“双提升”，力争形成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新格局。

应该说，这是一份品质高、内容多、沉甸甸的“民
生文化礼包”。说到民生，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就业、教
育、医疗等领域，其实，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
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众的文化需求也随之增
长，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建立这样一份“文化菜单”，就是要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文
化福利。文化民生并不仅仅意味着对文化需求的满足，
也不仅仅指向个人的艺术情趣，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
种市民权利。市民是否能公平享有文化权利、是否能公
平享用文化资源、是否能享受充足的公共文化服务，是
决定一个城市文化含量的重要指标。“民生文化礼包”的放
送，正体现了城市文化工作者的管理智慧和敢于亮剑的争
先品格。深圳较早地提出了“实现市民文化权利”的概
念，而建立“文化菜单”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眼界与胸襟。

【精选品牌活动】

“城市文化菜单”针对深圳文化建设短板，将不断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能，提升市民文化福利，提升
国际化城市形象。

“文化菜单”里的文化活动既有深圳文博会、创意
12月、读书月等老品牌，又有深圳“一带一路”国际音
乐季、深圳国际科技影视周、深圳国际摄影大展、深圳
设计周、中国图片大赛等新品牌。在选择标准上，“文化
菜单”坚持与国际化现代化创新型城市相匹配，以国际
化、标志性的品牌文化活动为主体。“文化菜单”里的
28个活动项目都经过广泛征集和反复讨论，经严格遴选
后确定，基本代表了某一领域的最高水平，保证了较高
的活动质量。“文化菜单”发布后，每年还将进行动态调
整，不断丰富提升，让“菜品”更具“中国风格、深圳
口味”，“菜式”更有世界色彩、国际风范。

“文化菜单”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国际化
程度高。大部分活动都有国际或国家权威专业机构主办
或授权，一些活动甚至代表了中国这一领域的最高水
准，是代表深圳国际化城市形象的“文化大餐”。二是内
容丰富多彩。这份“菜单”表面上看只有28项，实际上
每项活动时间跨度从几天到 1个多月不等，由几项、几
十项甚至上百项具体活动组成，各款“菜式”都有，不
同口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自行“看单点菜”。三
是体现深圳特色。“菜单”中有1/3的活动与创新创意有
关，体现了深圳“创新之城”“设计之都”的城市特性，
可谓是深圳的“特产”。四是新的品牌活动首次集体亮
相。经过多年培育，深圳已经拥有文博会、高交会、读
书月、创意12月等传统品牌活动，接下来还将精心打造
一系列新的文化品牌活动。

在体育赛事方面，由深圳发起主办的中国杯帆船
赛、国际马拉松赛等，在全国乃至更大范围产生了非常
好的影响。为继续办好这些品牌赛事活动，深圳将探索

创新活动及赛事的运作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培
育、引进更高水平的文体活动和赛事，并结合城市特
色，打造一批能够反映城市文化特质的本土活动，进一
步充实“城市文化菜单”。

【探索文化创新】

为保证每道“文化大餐”色香味俱全，让广大市民
乐享其中，深圳将多管齐下，确保文化惠民利民工程扎
实推进：一是加大宣传推广力度，通过召开新闻发布
会、开辟专版专栏、加强海外推介等进行整体宣传。二
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市宣传文化基金和文化
创意产业专项资金的鼓励、引导作用，优先支持纳入

“文化菜单”的品牌文化活动。三是加大交流互动力度，
积极搭建联系沟通平台，让各活动项目互通信息、互补
资源，共同提升、共同进步，特别是在举办活动过程中
更多地引入社会化、市场化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
让全社会共同参与，共襄盛举，共享文化福利。

今后，市民们将能够拿着“文化菜单”按需“点
菜”，有关部门也将推出有针对性的创新激励活动，比如
评选深圳文化“十大好食客”，让市民与“菜单”更好互
动。未来，“点菜”将成为更多市民自觉的生活方式以及
爱上城市的理由，鹏城将更好地以文“化”人。

此外，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核心城市，将
积极发挥好文化的联动促进作用。“文化菜单”的有效落
实，必将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起到更好的示范
作用。

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深圳逐渐成为传统文化
的传承者和文化创新的先行者。依循《深圳文化创新发
展 2020 （实施方案）》，深圳各项文化事业稳步推进，
一个个新的文化品牌和节庆纷至沓来。本着文化雄心与
担当，深圳将以建立“城市文化菜单”等为契机，不断
提升文化实力，汇聚文化自信，在世界版图上绘就越来
越精彩的城市文化新标识。

文化创新2020

月月有主题 全年都精彩

深圳首推“城市文化菜单”
彭 芾 翁惠娟

深圳国贸大厦：“神话”诞生的地方
林坤城 赵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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