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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
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
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
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
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
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
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

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
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
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
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
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

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
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
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
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
文化根基。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2018年12月18日）

在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不乏着古装的
人。但当你走过汴河上的平桥，迎面而来的一位

“包公”定会吸引目光。今年 11月，记者在开封
采访，就见到了这位“包公”。

这位“包公”不一般。只见他穿着一身紫红
色的长袍，头戴一顶黑色相纱，下巴上垂着一缕
长长的黑色大胡子，腰间系一条金色的玉带，脚
下蹬一双黑色布鞋，身材偏胖，面相和善，正热
情地给客人称重呢。

这位“包公”称重的方式也不一般。简易的

门梁下，悬挂着一杆 2米长的大秤。只见他右手
一伸，请客人坐在秤盘上的小板凳上，左手则调
整秤杆上的秤砣，一边称重，一边朗声说道：

“大宋公平秤，包大人给您称体重。这老兄，阳
光朴实大方人，看着语言不多，绝对是饱学之人，
写出来的文章活泼老辣还洗练。又不胖又不瘦，
在大学教书可以当教授，论重量，黄金身段 150
斤。”伴随着特有的节奏，游人被逗得哈哈大笑。

“包公”给人称重，这个组合挺新鲜。不
过，对于开封人和到过清明上河园的游客而言，

“包公”可是位名人，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
包”、“包哥”。

“老包”真名叫王惠，原在河南第一毛纺织
厂工作，1998年底，因厂里效益不好，王惠下岗
了。那时候，仿《清明上河图》而建的清明上河
园刚开业，王惠细看 《清明上河图》，发现有位
老者在称重量、做交易，又联想到《宋史》里包
拯陈州放粮、弹劾贪官、制作大宋公平秤的典
故，便在清明上河园里开设了这把“大宋公平
秤”，自己扮演“包公”，配合擅长的脱口秀表
演，为来往游客提供娱乐。

60元订制一杆大秤，60元买一根木梁，还有
一套 200元的包公行头，就这样，王惠的小店开
张了，定价是每位游客称重一次收费 1元。第一
次营业是在1999年1月的一个周六，清明上河园
里游人挺多，一两个小时内王惠就挣到了 47 元
钱。这令王惠喜出望外，要知道，在他下岗前一个
月的工资也不到300元。更令王惠充满信心的是，
接下来的几天，他的小店一直备受欢迎，等待称重
的游客们常常围了里外几层，还有游客说他收的
太少了。于是，一个月后他将价格涨到 2元一位，
半年后又涨到 5 元一位，如今价格已变成 10 元一
位，仍然有游客排着队让“老包”称一次重。

王惠的这杆“大宋公平秤”一称就坚持了20
年时间，偶尔他外出办事，还会有人打电话询问
他什么时候回来。寒来暑往，平桥下的这间小店
铺成了清明上河园里不可或缺的景观，王惠这位

“包公”也成了开封的旅游形象大使，甚至有外
地人专程来开封找他拜师学艺。

王惠喜欢这份工作，不仅仅把它当作一门生
意。他坦言，如今清明上河园增设了夜游项目，
一天下来，他要站将近10个小时，这份工作并不
轻松。王惠认为，开封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

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浸润其中，他也得懂文
化，并且有责任和义务宣传开封。

别看每位顾客的说辞只需要持续四五十秒的
时间，现场根据顾客的职业、面相、交谈等少量信
息，即兴创作出一段演讲，有时看似调侃或“油嘴
滑舌”，能让人听了轻松愉快，意犹未尽，其实需要
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积累。用王惠的话说，“胸无
点墨可不行”，“要诙谐幽默，还要寓教于乐”。

王惠的业余生活是被阅读学习所占据的。一
有空，他就会通过看书、上网等方式，学习各地
的风土人情、市井文化，甚至连外国的历史地理
也要了解。王惠说：“关键的词语要背下来，记
扎实，很考验人的！”不仅如此，王惠的表演还
得跟上时代潮流，比如最近，他就在段子里更新加
入了“小鲜肉”等词汇。当然了，除了每天两小时
以上的阅读时间，王惠的表演深受客人喜爱，离不
开他小时候学习山东快书所积累的“嘴皮子”基本
功。王惠说，这些东西不在本子上，都在肚子里。

“上量名流贤士，下称黎民百姓”，这是王惠
为自己小店创作的一副对联，横批是“水浊心
清”。他说，包公文化在开封已经传承了 1000 多
年，这杆“大宋公平秤”不仅是个衡量体重的器
物，还是一种传承，凝结着老百姓对清官廉吏的
喜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大宋公平秤，包大人给您称体重……”听，老
包的吆喝声又响起了，来往的游客不妨一试大福
大祥。

冬日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午后的阳光恣意地洒
在道路、田间，今年75岁的严金昌坐在自家门口，晒着
太阳，与邻居聊着家常，好不悠闲。

40年前，他和另外17位农民一起，在包干到户的契
约书上按下了红手印，实施了“大包干”，使小岗村一
夜跨过温饱线。如今，严金昌家里的35亩地已经全部流
转，他住进了两层的小洋楼，还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

在 12 月 18 日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
100 名同志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当“大包干”带头人代
表严俊昌上台领奖，在家收看电视直播的小岗人都激动
鼓掌，掌声经久不息。

曾有外媒报道，可以从两个小村庄看中国巨变，一
个是深圳 （原小渔村），另一个就是小岗村。40 年前，
小岗人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
雷，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标志。40 年后，2018 年 12 月
10日下午，本报记者走进小岗村，实地走访这个“中国
农村改革第一村”的新面貌。

吃不愁 穿不愁
家家住着小洋楼

到小岗村，映入眼帘的是由曾撰写《乡土中国》的
著名学者费孝通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牌楼，在这座
标志性建筑之后，笔直的友谊大道通向村中。在这条主
干道上，造型统一的二层小洋楼依次排列，都是白色的
徽派建筑风格。放眼望去，各种饭店、副食店、礼品店
一间接着一间，金昌食府便是其中一家，这是严金昌和
儿子所经营的一家农家乐。

走进金昌食府，一眼便看见墙上挂着的“生意兴
隆”牌匾，大厅里设有 6 张大圆桌，立式空调站在角
落，消毒柜里各种餐具整齐摆放，柜台周围堆满了各种
酒水饮品。问他生意如何，严金昌笑嘻嘻地说：“还不
错！”游客多的时候，客人坐满了金昌食府的前屋后院，严
金昌一刻也闲不着，他要接待食客，还要帮忙上菜。

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在小岗村已经普遍，不过
严金昌总是被邻里夸赞为：“老金子脑子最活络。”他的
5 个儿子中，有 3 个开农家乐，1 个开超市，1 个开澡
堂，每个孩子的年收入都超过 10 万元。“土地流转之
后，农民收入不减少，劳动力还解放出来了，可以干自
己的事，或者到企业打工赚钱，这不等于双赢嘛！”严
金昌说，“我们的生活很好，现在吃不愁穿不愁，家家
住着小洋楼，户户还想盖车库。”

在金昌食府，记者注意到一张海报，上面印着一个
二维码，写着“严金昌的赋能网店，欢迎大家扫码关
注、选购”。这是乡村赋能工程在小岗村的落地，扫描
二维码，就能进入页面，选购小岗特色产品。小岗村蒲
公英茶、农家土豆饼、黑花生以及粗粮饮品等品种繁
多，都是产地直供，手机下单方便快捷。

小岗村党委书记沈仁龙介绍：乡村赋能一方面是从
产品供应方面赋能，即培育特色乡村农产品品牌；另一
方面则是从渠道销售方面赋能，搭建乡村赋能电商平
台。现在，小岗村民中有 350户开了网店，凡是做实体
销售的农户，村里都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注册网
店，然后由各家具体运作。沈仁龙希望，通过“互联
网+大包干”的方式，把“大包干”的经验、精神传播
出去，带动小岗村村民致富。

同样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宏昌，现在就忙
于帮儿子一家打理网店。严宏昌的儿子严余山从2014年

开始返乡做电商，致力于让小岗村的产品“土里来、网
上走”。近年来，严余山借助网络把小岗村的特产卖向
了全国，他也被选作新的十八户致富带头人之一。父亲
严宏昌很开心，网店的销量每个月都在增加，尤其是粉
丝、黑豆等土特产销路很好。严宏昌告诉记者，村里经
营得好的网店一个月能卖两三万块钱，他相信将来这方
面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集体经济新发展
村民都能分红利

沿着友谊大道继续走，在一栋栋楼房之间，有一处
茅草屋引人注意。杂木棍围隔成一个院落，木门上写着

“当年农家”，这里是当年的“大包干”签字室所在地。
这座建于 1973年的茅草房，草檐下还挂着红辣椒、

蒜头和玉米。进门右手边，有个低矮的门洞，成年人需

弯腰才能进入，室内的旧凉床、小板凳和小桌子上的煤
油灯、钢笔、印泥，展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大包干诞生
时的场景。同样是小岗村旅游必到之处的还有大包干纪
念馆。40年过去，大家纷纷前来感受当年的环境，致敬
中国人的创举，也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

这些景点是小岗村盘活集体资产、发展集体经济的
众多举措之一。2012年6月，小岗村率先创建了“村企
一体”的经济组织——小岗村创新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小岗创发”），注册资金 3150万元，全面负责村
内集体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大包干纪念馆就是小岗创发
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近年来，小岗创发先后组织了50
多个建设项目，通过承包、租赁、合作等多种经营方
式，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最大限度保护村民权益。

小岗村还在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上做出了有益
探索。小岗村成立的“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集体资产
股份合作社”，以小岗村现有经营性资产和部分“小岗

村”品牌折算无形资产3026万元作为合作社总股本，与
小岗创发公司进行股份合作。其中，小岗创发公司51%
的股份为集体股，用于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另外
49%的股份则量化为个人股，用于以村民所持股份参与
收益分红。就这样，小岗村1028户、4288名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都收到了一份股权证明书。

严宏昌清晰地记得，2018年 2月，小岗村举行了集
体资产股份经济合作社首届分红仪式，小岗村股东每人
获得分红350元。“人人持股”的红证书变成了“人人分
红”的真福利，现在说起来，严宏昌还是很激动。他
说：“不管钱多少，这是一项改革举措，真正让我们老
百姓得到了实惠。”

打造田园综合体
乡村振兴有盼头

老百姓得到的实惠远远不止这些。通过壮大集体经
济，小岗村加大公共事业投入，强化民生保障，增强服
务水平，小岗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得到了全面提升。

2017年，小岗村集体累计投入98.9万元免费为全体
村民办理新农合、新农保、政策性保险等，平均每个村
民获益230多元。近年来，小岗村改建新建了1002套居
民新居，让80%的村民实现了三个社区的集中居住。社
区实行美化、绿化、亮化、硬化，自来水、天然气等一
应俱全。严宏昌说，以前泥巴路时，小岗村是进不去也
出不来，现在全换成了水泥路、柏油路，大变样了。

不仅如此，全覆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善小岗学
校软硬件设施，建设小岗村现代农业科技园区……围绕
乡村振兴发展产业，小岗村提出了60项工程，目前已形
成实际投资的有 40 余项。凤阳县委书记徐广友激动地
说：“过去我们仅仅搞农业，只顾着埋头种田，现在我
们还搞销售、搞旅游，而且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连
上了。”

年轻一代的小岗人韩苗苗深有感触。她是“大包
干”带头人之一韩国云的孙女，大学毕业后进入小岗旅
游公司，成为一名讲解员。这些年里，她接待过几十个
国家的外宾。在小岗村，像韩苗苗一样从事旅游业的有
近400人。

小岗村第一书记李锦柱告诉记者，小岗村要做优一
产，构筑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做强二产，构筑农副产品
加工平台，做旺三产，创建 5A 级景区，培育培训教育
产业，最终实现一产二产三产融合，打造全域性的田园
综合体。

“未来，小岗村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小岗精神，
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实现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打造
创新小岗、美丽小岗、实力小岗、幸福小岗。”李锦柱说。

一组关于小岗村的照片很有意思。1979年，刚开始
“大包干”的严宏昌、严俊昌、严立学三人蹲在田埂上
盘算未来；2018 年，三位老人在村口研究起了智能手
机。不变的拍摄角度，飞奔的是时代。在小岗村，除了
友谊大道，新修
的还有改革大道、
创新大道。这几
条主干道，纵横交
错，连接起社区、
景点、农田和产业
园区，也织就了小
岗村民们的幸福
大道。

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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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公包公””王惠王惠 （（右右）） 在给人称重在给人称重。。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小岗村村民新居。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小岗村村民新居小岗村村民新居。。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才才 扬扬摄摄

在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在安徽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门前，，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领取了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大包干带头人严俊昌领取了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端端摄摄

曾有外媒报道，可以从两个小村庄看中国巨变，一个是深圳 （原小渔村），另一个就是小岗村曾有外媒报道，可以从两个小村庄看中国巨变，一个是深圳 （原小渔村），另一个就是小岗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