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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近来，电影《无问西东》影院热映，不少网友为影片中演
员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这一角色潸然：他弃笔从戎参加
空军，抗战时期，他驾驶战机冲向一艘日军军舰，与敌同归
于尽。

不少历史爱好者认为，这一角色取材的原型是抗战初
期在淞沪会战中殉国的沈崇诲烈士。不管是不是他，但影片
中的情节的确与沈崇诲的经历有些相似。为了追溯这段故
事以及故事背后闪耀的“笕桥精神”，记者日前走进了杭州
笕桥抗战纪念馆。

烽火岁月中他舍身撞向敌舰

在杭州笕桥抗战纪念馆，收藏着《中国的空军》1938 年
至 1939 年的合订本，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最为主要的宣
传刊物。翻至底页，一张薄薄的纸上印着青年意气风发的照
片，下面写着“与敌舰同归于尽的空军勇士，沈崇诲遗像”。

沈崇诲出身名门，早年就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九一
八事变爆发后考入中央航校。在一本航校三期生的纪念册
里，还能追寻到沈崇诲当年的一些身影，他非常活跃，文章
也写得很好。

“愿我们同学永继英志，互相规劝，共同前进，而效‘死’
国家。苟一日得雪旧恨新仇，有余生者，以鲜花果酒，奠诸故
友灵前，那么，他们虽牺牲于今日，亦可无遗恨于将来。希我
们共勉之。”这是沈崇诲的自勉书。

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航空烈士公墓园里，沈崇诲的墓

碑上写道：沈崇诲，中尉飞行员烈士，湖北武昌人。中央航校
三期毕业，任空军二大队九队分队长。1937 年 8 月 19 日于
上海白龙港洋面驾机撞沉日舰，英勇殉国。时年二十七岁，
追赠上尉。

这样一场牺牲，描述文字不过寥寥千字。在《中国的
空军》第七期，沈崇诲战友口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时
机会太好，可惜炸弹已投光了，没有可以打击敌人的武
器。就在我们义愤填膺，恨不得生吞敌舰的时刻，那架不
断在我们下方、敌舰上方的孤独的某某机(现已证明是沈
崇诲驾驶的 904 号机)忽然对准一艘敌舰，开足油门冲了
下去……

他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缩影

在电影中，“沈光耀”在牺牲那一刻，眼中有了然、怀念，
也有不舍。

而当时冲击敌舰那一刻，27 岁的沈崇诲在想什么，我
们已然无从得知。但沈崇诲所在的中央航空学校，每一个走
进学校的人，首先看见的便是学校的校训，“我们的身体飞
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追忆沈崇诲，绕不开位于杭州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它
在笕桥的历史并不长，前后只有七八年的时间，却培育了中
国最早期的飞行军官。据史料记录，抗战爆发之前已经培养
了 7 期 500 余名飞行员，他们都是空军抗战主力。

杭州笕桥抗战纪念馆馆长高建法介绍，抗日战争全面

爆发不足半年，中国空军就击落近百架敌机，但也损失了
将近一百名第一代飞行员。“他们之中，每十个就有六个
在战争初期牺牲。平均年龄 23 岁。”

因“八·一四”空战大捷，以及在抗战中特殊的历史地
位和作用，2006 年，以“醒村”为重点的笕桥中央航空学
校旧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馆外
安放中央航校标志性“笕桥魂”雕塑。

“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从纪录片《冲天》，到电视剧《北平无战事》《血战长
空》，再到电影《无问西东》，近年来，以中央航校为背景
或人物原型的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在中国航空史和二
战空军历史研究者石智文看来，他们都是那个年代最
有理想激情的热血青年，也是青春勃发的年轻才俊，但
在国难面前，他们毅然放弃了所有，抱着“誓死报国不
生还”的信念，以身殉国。

“这大概诠释了什么是‘笕桥精神’中的视死如归、我
死国生。”作家孙昌建说，中央航校师生的后代，这几十
年陆陆续续从世界各地来到杭州，来到笕桥，他们想通
过寻找父辈的足迹，来证明血脉中一种不屈的基因。

正如网友所说，“曾经有那么一群年轻人，每一次起
飞都可能永别，每一次落地都得感谢上苍，他们战斗在云
霄，胜败一瞬间。而我们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

(记者张璇) 新华社杭州 1 月 17 日电

《无问西东》热映，“笕桥精神”永存
在杭州笕桥抗战纪念馆感受“誓死报国不生还”的英勇

深深圳圳：：别别了了““二二线线””，，别别了了““关关内内””““关关外外””
撤撤销销经经济济特特区区管管理理线线，，粤粤港港澳澳大大湾湾区区经经济济加加速速推推进进一一体体化化

位位于于深深圳圳市市盐盐田田区区的的深深圳圳经经济济特特区区管管理理线线（（22001155
年年 88 月月 2255 日日摄摄））。。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毛毛思思倩倩摄摄

(上接 1 版)不沿边，不沿海，内陆省份的区位缺陷，成为湖南经济
发展的短板、竞争的劣势。开放是湖南的必然选择，惟有深度开放才能
让内外部资源要素互动起来。过去一年来，“开放”被湖南赋予了带动崛
起的重任。

据湖南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商务厅厅长徐湘
平介绍，湖南设计了“1+2+5+N”的开放崛起推进体系，围绕开放崛起的
战略思想、考核办法等出台了系列制度，以问题导向实施对接 500 强、
对接新丝路、对接自贸区、对接湘商会、对接北上广等五大专项行动，并
辅以各市州、部门的系列配套措施。同时，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
作三年行动计划。

在开放崛起“元年”，从经济中心长沙，到泛珠合作前沿郴州，再到
相对落后的湘西，一次开放的“革命”在三湘四水全面铺开。长沙“拿下”
全国第 7 个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郴州出口加工区升级综合保税区，
衡阳、湘潭、岳阳城陵矶等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湘欧快线发运班次和
总体运营水平进入全国五强，粤港澳企业“链条式”转移到郴州，长沙关
区通关时间压缩三分之一以上，湘西进出口增速名列前茅……

全面开放的浪潮，让湖南收获了硕果：2017 年前 11 月，实现进出
口总额 2161 . 8 亿元，同比增长 49 . 2%，增幅居全国第二，其中高端制
造业产品占出口额超 98%；1400 多家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额居中
部第一；新引进世界 500 强投资项目 23 个，投资总额 576 . 8 亿元；海
关特殊监管区数量为中西部地区之最。

从深圳转移至郴州的铠楠珠宝首饰总经理胡端红说，郴州临近粤
港，厂房、人工成本较低，加之通关效率高，目前已把出口业务的一半生
产线转来，未来打算将总部也迁过来。

“过去一年来，湖南开放型经济的主要指标呈现追赶式跨越发展态
势，开放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短板正在逐步缩小，正从内陆大省向开
放强省华丽转身。”徐湘平说。

求质量 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日前，长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传出消息：2017
年长沙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200 亿元，增长 9 . 0%，成功跻身“万
亿俱乐部”。

作为湖南经济“领头羊”，长沙增长取得关键突破，标志着湖南转向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记者梳理发现，过去一年湖南经济发展质量已然“稳中有变”。
一是经济结构更优，企业效益更好。2017 年前 11 月，一二三产业

占 GDP 比例进一步优化为 11 . 3%、41% 和 47 . 7%。规模工业企业利润
突破 1000 亿元，增长 24 . 1%。

二是，经济运行更稳，内需更活。去年前 10 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速居中部第一，代表市场景气的民间投资更是大增 14%，比去年
同期快 11 个百分点。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新消费、新业态
迅速壮大，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 35%。

三是，营商环境更好，内生动力更强。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2017 年取消行政许可 34 项，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 27 项，2500 多家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

受访干部群众及专家认为，湖南经济发展质量更优，正是受益于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推进。创新动力的注入，开放短板的弥补，
共同催生了发展的变局。

“这一战略十分精准，抓住了湖南发展的主要矛盾，针对性强，指向
性明确。”谢超英说，2017 年湖南有 4000 多家企业受到“去产能”等影
响，但经济依然总体平稳，这与创新带来的产业引领作用分不开，与发
展模式与思维理念的开放分不开。

保持创新活力才有持续增长动力，弥补开放短板才能激发增长潜
力。湖南坚持“双轮”驱动，高度契合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是推
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生动实践。长沙市委党校
政法调研部主任、副教授余敏说，创新与开放是新时代主旋律的重要内
容，对湖南而言，追求高质量发展，创新与开放“双引擎”不可或缺，当是
永恒的主题。

展望 2018 年，最近召开的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按照新时
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构建全面创新、全
面开放新格局，增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动力支撑。“保持战略定力，
不折腾、不懈怠，让创新基础更稳、创新能量更大，让开放水平更高、开
放内涵更深。”湖南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是希冀也是信心。

(上接 1 版)

最低薪资和人才公寓让人才“留下来”

收入低、租房贵、买不起房……针对大学毕业生的这些痛点，武汉
开出了力度空前的政策“处方”：出台大学毕业生指导性最低年薪标准、
提供拎包入住的人才公寓、能以低于市场价 20% 的价格买到安居房、
以低于市场价 20% 的价格租到房。

在招聘中，最低年薪标准被写进合同。对初次就业的大学毕业
生，试用期满后的最低年薪：大学专科生 4 万元，大学本科生 5 万
元，硕士研究生 6 万元，博士研究生 8 万元。

在随后发布的首批 3 万多个“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校园
招聘岗位，所有岗位的薪资全部达到最低年薪标准，其中年薪 10 万元
以上岗位近万个。此后，武汉市在全国多地开展 20 多场校园招聘活动，
累计供岗 11 万余个，达成意向 3 万余人。

“让更多留汉就业创业的大学毕业生以低于市场 20% 的价格买到
安居房，以低于市场 20% 的价格租到租赁房。”武汉市去年公布的这项
新政，一时间成为大学毕业生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武汉市还提出，今后每年将建设和筹集 50 万平方米以上的人才公
寓，计划 5 年内满足 20 万大学生的租、住需求。公寓生活设施齐全，不
仅有大学生食堂，还有智能预约洗衣机、共享汽车，每月房租才几百元。

“这不是简单的补助补贴，是综合运用多种举措，向改革和市场要
效益，为降价留空间。”武汉市房管局总工程师邓绪海介绍，目前武汉累
计筹集大学毕业生租赁房源 8340 套，多数房源在轨道站点、地铁小镇、
“创谷”项目周边。

“目标是打造一个精致的现代化生活社区，而不是提供一个只能睡
觉的‘火柴盒’。”武汉市招才局“双创”协调推进部部长石柏林说。

优厚的创业机遇让人才“干起来”

“有梦想、留武汉、一起创！”在华中科技大学招聘会上，陈一新担任
“第一招才大使”，向广大毕业生推介武汉。

去年，类似的招聘会在武汉以及全国的多所高校轮番上演了 20 多
场次，武汉市委市政府多位主要干部上阵“赚吆喝”。

为了营造人才创业干事的氛围，凝聚发展动力，去年 4 月，武汉创
造性成立“招才局”，聘请陈东升、雷军等 16 名知名企业家为“招才顾
问”和“招才大使”，大力推动“百万校友资智回汉”。

“校友经济”将武汉的科教资源和校友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竞争
胜势。去年一年间，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举办了 9 场校友招
商专场，签约总金额 1 . 3 万亿元，贡献了全年招商引资签约总金额的
一半。

为支持大学生创业，武汉围绕平台、活动、培训“三管齐下”。同时，
还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孵化器、大学生创业特区等众创孵化平台建设，为
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场地支持和“拎包入驻”“百兆上桌”以及“保姆式”
孵化服务。

目前，武汉各类孵化器已达 221 家，总面积超过 1000 万平方米，居
全国城市首位。国家级众创孵化平台数量居全国大城市前列，在孵企业
总数已过万家。

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清晰可期的发展前景，点燃了大学生创新创
业热情。2017 年选择留在武汉就业创业的大学生毕业生人数达到 28
万人，是往年的近 2 倍。

种政策“梧桐树”，迎人才“凤筑巢”

新华社深圳 1 月 17 日电(记者孙飞)近期，国务院批复
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这条被称为“二线”的管理
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为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更多积极信号。

1980 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为便于管理，1982 年，在
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用铁丝网修筑了一道管理线，沿线路面
用花岗岩石板铺成，路北侧用高达 3 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
线将深圳分为特区内与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非深
圳户籍人员需办理“边防证”，接受广东边防官兵检查后方
可通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区管理线发挥了积极作用。当
时特区对外实行的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为外商提供良好
的投资环境，从而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在特区内的顺利实
施，既减轻边境一线的压力，也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由“二线”产生的“关内”
“关外”之分，却形成了深圳“一市两法”的两重世界：特区内
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市，特区外则是非城非村的大工地。

一些深圳市民去关外办事，交通往往令人头痛。去的
时候，关内的“红的”(红色出租车)师傅不熟悉关外的路
况；回来的时候，“绿的”(绿色出租车)又不能进关内，必须
打车到关口换上“红的”。这些“红的”“绿的”目前正在被新
能源出租车所取代。

2010 年，国务院批复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深圳全市，
这直接加快了特区内外一体化的速度。深圳经济特区的面
积也由罗湖、福田、南山和盐田四区共 300 多平方公里，扩
大到包括宝安、龙岗等在内的近 2000 平方公里，深圳正式
进入“大特区”时代，原特区关内关外发展差距开始不断缩
小。不过，已有的特区管理线暂时保留，不再新设。这意味着
政策上的分界线已撤，形式上的障碍仍然存在。

由于相关物理设施依然存在，不仅造成了空间资源浪
费，更成为深圳交通的“肠梗塞”，还带来了道路、给排水、污
水处理等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难题。

近期，国务院发布关于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
的批复，为促进深圳经济特区一体化发展，结合特区建设
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使命新任务，同意撤销深圳经济特
区管理线。

深圳市委全会近期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
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的目标任务。深圳综
合开发研究院智库研究与信息部部长郑宇劼说，深圳经
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肩负着为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探路的使命。从特区建设，到撤销“二线关”，到“全
球城市”定位，中国开始摒弃“政策洼地”，核心是打造“制
度高地”，释放中国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积极信号。

▲透过管理线铁丝网拍摄的南坪快速路和福龙路
（2015 年 7 月 1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从哨楼望向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铁丝网（2015 年
8 月 25 日摄）。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 20 世纪 90 年代，广东边防总队官兵在深圳经济特
区管理线哨位上站哨（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广东边防总队官兵铺设深圳经济特区管理线电缆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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