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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大棋局中的关键落子———
1988 年 4 月 13 日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海南设立，30 年砥

砺奋进，成就了一个边陲海岛到国际旅游岛的华丽蜕变。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昂扬动力———
1978 年到 2018 年，40 年改革开放，浓缩着一个民族奋

起直追的伟大跨越。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国

梦的必由之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进行到底。”习
近平总书记 2018 年的新年贺词，吹响了新时代的奋进号角。

伴着激昂的鼓点，新时代的海南正在争创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乘着浩荡的东风，承载 13 亿多中国人民伟大复兴梦想的
中华巨轮，将在改革开放新航程上继续劈波斩浪，向着充满希
望的明天扬帆远航！

“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 海南经济特区 30 年跨越，印证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不断开辟新境界的根本动力

春天的海南岛，万木争荣，天高海阔。
琼海市潭门镇，数艘崭新的大吨位钢质渔船整齐停靠在

港口，桅杆上的五星红旗猎猎作响，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漫步
在古老的渔业小镇，尝海鲜、吹海风、看海景。

2013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潭门看望渔民群众，祝
愿他们收入越来越多，日子越过越好。

“从最早 25 吨的小木船到上百吨的钢质船，从偏远落
后的小渔村到现在全国知名的渔港风情小镇，我们的日子越
过越好了！”谈起这些年的变化，潭门“老船长”王书茂激
情满怀。

潭门渔村的变迁，是海南经济特区 30 年跨越式发展的缩
影。

“海南作为全国最大经济特区，后发优势多，发展潜力大，
要以国际旅游岛建设为总抓手，闯出一条跨越式发展路子来，
争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范例，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

五年前的春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海南时肯定了海南办
特区的探索，并赋予海南新的使命。

这是昭示中国改革开放决心和魄力的开创之举———
历史永远铭记，1988 年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
议，一举将海南岛推向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彼时，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十个年头。深圳、珠海、汕
头、厦门 4个经济特区已于 1980 年正式设立，大连、天津、广
州等 14个沿海港口城市也在 1984 年对外开放。

但海南建省办特区的消息仍然震动了世界。
“设立海南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有着特殊意义。”早期参

与海南行政体制改革设计的海南省行政学院原院长廖逊说。
中国地理版图中，海南独一无二：
浩瀚南海中的唯一热带岛屿省份；陆地面积仅 3 . 54 万

平方公里；海洋面积却达 200 万平方公里，拥有 1823 公里海
岸线。

五个经济特区中，海南与众不同：
面积远超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之和；不但有城

市，还有占特区总人口 80% 的乡村；经济落后，老少边穷；基
础差，起步晚，是一块长期没有开发建设的“处女地”。

这就是 30 年前党中央设立海南特区的“初心”——— 海南
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地理特征，有利于实行更大范
围、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试验。如果相对落后的海南通过改革
开放能发展起来，将对全国产生更强辐射力和推动力，增强人
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前所未有的胆魄和
勇气，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艰难与挑战。

历史上，海南岛曾是历代封建王朝贬谪逆臣的“瘴疠之
岛”；一个多世纪前，孙中山先生欲将琼州改省开发琼崖，终因
内忧外患，壮志未酬。
建省前，隶属广东省的海南行政区，长期属于我国最贫穷

落后的地区之一。85% 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 左右的人口
未解决温饱……“南海明珠”一直未能闪烁出应有的光彩。

30 年前海南的封闭贫穷，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真实写
照。

“一张白纸”的海南能不能迎头追赶，能不能搞成经济特
区？

面对世纪之问，海南在波澜壮阔的特区建设中高擎改革
开放的巨椽，绘就了独一无二的壮美画卷。

30 年砥砺奋进，海南实现了从封闭落后的边陲海岛到欣

欣向荣的国际旅游岛的大跨越———
“刚上岛时海南的条件相当糟糕，没有一个红绿灯，缺水

缺电，打电话要排一个多小时队……”站在南洋大厦 18 楼的
办公室，“闯海人”蒋会成回忆 1987 年揣着 200 元和几百斤粮
票上岛时的情景，无限感慨。

航空航线由当年 4 条拓展到 400 多条，开通国内外货运
航线 337 条、邮轮航线 14 条；海口、三亚、博鳌三大机场相继
建成，海南空港年吞吐量超过 4000 万人次；4G、光纤全覆盖，
所有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公路……

30 年来，海南基础设施已极大改善。全省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 21 . 8 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26 . 8
倍。

进入新时代，海南的经济增速年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
济总量实现两个千亿级的跨越，生态环境质量保持全国一流。

如今，海南已成为中国唯一的省域国际旅游岛。“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举办地、全球唯一
的环岛高铁、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中科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一张张享誉世界的“海南名片”闪闪发亮。

“这些巨大的变化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
光明之路，印证了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也是发展海南的关键
一招。”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说。

30 年砥砺奋进，海南实现了从人民群众基本温饱尚未解
决到迈向全面小康的大跨越———

“三梁六柱一间房，几块竹片一张床，三块石头垒个灶，一
根山藤挂衣裳。”昔日海南的贫困地区，曾流传过这样苦涩的
山歌。

1987 年，在中南民族大学读研究生的王建成来到海南中
部山区调研，当地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原始落
后令他震惊。

“绝大部分住茅草房，一些村庄与世隔绝，五指山部分地
区还保留着带有原始社会父系家庭公社残余的合亩制生产和
社会组织。”后来一直在海南省民宗委工作到退休的王建成
说。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区也承载着让百姓更加富强
的使命。

让更多百姓分享发展成果。尽管底子薄、财政弱，海南始
终坚持“小财政”办“大民生”，每年财政支出的七成左右用于
民生，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不断增强。

率先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学杂费、率先对公办
中小学学生免费提供课本、率先实施教育扶贫移民、率先实现
中职教育免费注册入学，率先全面实现城镇从业人员五项社
会保险省级统筹……

与 1987 年相比，海南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30 . 3 倍和
24 . 7 倍。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实施脱贫攻坚战略，彻底消灭
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茅草屋，减少贫困人口 61 . 7 万人，贫困发
生率由 12 . 3%降至 1 . 5%。今年，海南将实现 5个国定贫困县
全部摘帽出列。

30 年探索，30 年跨越。海南淬火蜕变，涅槃重生。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
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的铿锵话语，既是对历史
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面向未来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鲜明宣
示。

“改革开放造就了今日的中国。”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国
别报告称，广泛的改革使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可能，把
一个由政府主导、以农业为主、封闭型的计划经济体转变为更
加市场化、城镇化的开放型经济体。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 凭着“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中

国在改革开放路上昂首阔步，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强大生命力

海口市东湖三角池，一块“闯海魂”纪念石静静矗立。
“船往天涯去，风从南海来”“热岛洒汗血，成败皆英

雄”——— 纪念石上镌刻的这首诗见证着 30 年前“十万人才下
海南”的激情和梦想。

“到海南去，干一番事业！”海口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创始人
方树青就是当年十万“闯海人”中的一员。时隔 30 年，他仍然
保留着上岛时那张薄如蝉翼的船票。

闯海是海南人民与生俱来的基因。闯海为了生存，闯海为
了发展，闯海为了梦想。

30 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海南以“闯海人”
的飞扬激情，书写全国最大改革“试验田”的“春天的故事”。

“放胆发展生产力，开创海南特区建设的新局面！”回忆起
参与起草的 1988 年海南省第一次党代会报告的标题，67 岁
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仍难掩激动。

靠一个“闯”字，海南杀出一条“血路”———
率先实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建

立以股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率先实行“一脚油门踩到
底”的燃油附加费改革…… 30 年来，海南驰而不息，近百项改
革走在全国前列。

回忆当年的改革，海南农垦南田农场(神泉集团)董事长
彭隆荣依旧心潮澎湃。

特区成立初期，一度靠割胶日子红火的南田农场，在市场
经济大潮下萧条，负债 3000 多万还得养活 3 万多人，2000 多
名职工及家属出走谋生。

1992 年就任场长的彭隆荣做出一个大胆决定——— 打破
“一胶独大”改种芒果。

那一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如阵阵春雷，回荡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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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计划经济下的僵化管理模式开刀，向单一的产业结构

和经济结构开刀……尽管支持者寥寥无几，认定这条路的彭
隆荣毅然带领农场投入市场化改革大潮。

如今，成立近 70 载的南田农场又活力迸发，企业总资产

从 1992 年不足 5000 万元跃升至 30 多亿元。2016 年 10 月，搭
乘神舟十一号飞船，南田芒果遨游太空，这是世界首例芒果太
空育种。

一个特困农场何以成为全国农垦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彭
隆荣说：“南田取得今天的成就，就是在于敢走前人不敢走的路，
做前人不敢做的事。”

正是凭着一股“闯”劲，改革开放以来，无数个“彭隆荣”脱颖
而出，无数个“第一”从特区走向全国。经济特区“先行先试”的探
索，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闯出了路子，积累了经
验———

深圳特区：深圳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了新
中国第一张股票；

珠海特区：首开“科技重奖”先河，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
员实施奖励；

汕头特区：在全国率先实行 24 小时审批答复制度，开政府
机关实行承诺制的先河；

厦门特区：在中国第一个采用由地方政府集资、外国政府
贷款的模式建设机场；

海南特区：率先实行“先上车后买票”的企业登记制度，将申
办企业法人由审批登记制改为直接核准登记制，取消企业主管
部门和挂靠部门；

……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海南等经济特区的生动

实践一再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的必由之路。

靠一个“韧”字，海南蹚出一条新路———
作为探路者，引领与挫折，犹如硬币的两面，始终伴随海南

的成长。
历经几度起落的海南，究竟要走一条什么道路？总结经验

教训，海南在一步步探索中对未来发展的思路日渐清晰：
1999 年，海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生态省；
2007 年，海南省第五次党代会决定实施“生态立省”战略；
2009 年，“建设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区”成为海南国际旅游岛

六大战略定位之一；
2017 年，海南省第七次党代会将良好的生态环境列为海南

三大优势之首；
……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如何平衡？这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海

南正在用实际行动作答。
这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邃思考——— 保护生态环境

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海南的探索，折射 40 年改革开放路上中国经济面对“成长

中的烦恼”的艰难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一幅青山绿水、江
山如画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好图景，正在神州大地铺展。

勇于创新，百折不挠。正是凭着这股“闯”劲和“韧”劲，进入
新时代的海南，正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突破思想观念束
缚和体制机制障碍中激发澎湃动力。

抛弃片面的“唯 GDP 论”，突破了制约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
建设的思想和制度障碍，海南办了许多人许多年想办而没有办
成的事；

推进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基本完成了垦区集团化、农场
企业化、社会管理职能属地化、农用地规范管理等关键领域的
重大改革，为全国农垦改革提供了“海南经验”；

五年来，持续深化“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革，累计减少审批
事项 1206项，减幅 80 . 4%；建成全省“一张审批网”，新增市场
主体 31 . 8 万户；

……
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

向、谋篇布局，推出 1500 多项改革举措，在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
立。

不仅如此，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推进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谋求双赢、多赢、共赢。

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区位，决定了海南在建设 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下转 3 版）

在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扬帆远航
从海南建省办特区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这是建设中的海南东环铁路海口段（2010 年 8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郭程摄

河北省沧州市的万亩梨树陆续绽放，吸引了
北京、天津及周边地区的游客前来观赏。

新华社记者杨世尧摄

梨花争艳
河南省封丘县曹岗乡的万亩油菜花竞相绽放，

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踏青赏花。

新华社记者冯大鹏摄

花海醉人

新华社武汉 4 月 7 日电(记者谭元斌)曾凡春永远不会忘
记， 30 年前嫁到毛家槽的时候，展现在自己眼前的是怎样
一幅落后景象。

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始县官店镇最西端
的毛家槽村，平均海拔 1786 米，这里山连着山、坡连着
坡，长期以来，村民们守着大山过穷日子，姑娘嫁人都争着
从山上往山下去。然而， 1988 年，曾凡春却不顾家人反
对，铁着心从山下的雅家坝嫁到了山上的毛家槽，一间破落
的木板房，就是当时她和丈夫李发珂的新房。

那时候她根本想不到，丈夫有一天会成为村主任、村支
书，带领大家脱贫攻坚。

贫困，像大山一样，压在毛家槽人的心头。直到 2017
年底，这个村还有 137 户、 498 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占全
村总人口的一半以上。

“让毛家槽脱贫，是天大的事。完不成党交给你的这个
任务，我都瞧不起你！”这个辛辛苦苦拉扯 6个弟弟妹妹成

了家，在村民眼里“真会事”的“李家媳妇”，在丈夫当上村
支书后撂下狠话。

其实，对于李发珂来说，曾凡春不仅是他的妻子，更是他
在毛家槽脱贫攻坚路上的亲密“战友”。

“不到毛家槽，不知路有多远；走进毛家槽，才知路多难
行。”世世代代的毛家槽人，吃了路的亏。

2011 年，刚刚当上村主任的李发珂，立誓要让村里的路
大变样。可修路的钱从哪里来呢？李发珂回家和妻子商量，曾
凡春二话没说，掏出卖白肋烟还没有焐热的 600 块钱，塞到了
丈夫手中。

这些年，为了修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曾凡春，早已记不
清垫了多少钱。

路慢慢进了组、入了户， 很多村民建了楼房，买了轿车，过
上了好日子，而李发珂、曾凡春两口子至今还住在当年结婚时盖
的木板房里。大儿子和同村的姑娘谈恋爱，因为腾不出一间像样
的婚房，曾凡春含着泪让儿子做了上门女婿。 （下转 4 版）

扶 贫 路 上“妻 管 严”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谢樱)农村老人过八十大寿，免不了

要办场风光体面的生日宴席，讲究的还搭台请戏班唱大戏。
可日前湖南娄底涟源市斗笠山镇塘溪村谢延长老人的八十寿
宴却办得尤其“安静”：既没有鞭炮声入耳，也不闻锣鼓喧
天，更不见迎来送往。

村民们心里犯起嘀咕：说起来，谢延长一家在当地颇有
名气。谢家六兄弟，儿女子孙百余人遍布海内外，可谓人丁
兴旺。作为家族中健在的最年长者，谢延长的八十大寿自然
应该格外隆重才对？原来，在怎么做寿这个问题上，有 60
年党龄的老党员谢延长曾与儿孙们较过真、红过脸，最终家
人按照老人“三不准”要求，陪他过了一个特别的寿辰。

今年春节，谢家人从各地赶回塘溪村，聚在一起秘密讨
论如何办好这次寿诞。“为了弥补自己常年在外不能陪伴老
父亲，我们预算用十万元来办这场寿宴，尽可能地体面热
闹。”大儿子谢旭说，他做了一套详细的寿宴方案，还准备
邀请专业湘剧演员在寿辰当天演出。

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谢延长，直到偶然听到大儿子在电话
中与人沟通演出事宜，才知道家人正准备为自己的寿辰大操
大办。

第二天一早，谢延长紧急召开家庭会议，直接宣布了三
个不准：“一是不准燃放烟花爆竹，二不准请戏台演出班
子，三不准大张旗鼓宴宾客。”

虽然已经忙活了一个多月，可为了满足谢延长老人节俭
办酒席的心愿，家人严格遵照“三不准”要求，缩小酒席规
模，把原先预订的演出、高价食材等做了退换，也没有通知
各方亲友。

寿宴当天，谢家人派了部分代表赶回来团聚在谢延长老
人身边，简简单单办了寿宴，照了全家福。

这一天的塘溪村没有鞭炮声、锣鼓声，也没有戏班的演
奏声，一如往日般安宁，堂屋前那副横批为“后来居上”的
对联“代代真传曰勤曰善，世世正路惟耕惟读”，在春日阳
光下熠熠生辉。

老党员寿宴“三不准”

潮 起 海 之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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