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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的 海 南 ，木 棉 花 开 ，三 角 梅
怒放。

南海之滨，千帆齐进，改革开放的浪
潮奔腾不歇。

30年前，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海南经济特区应势而生。

30 年里，海南在先行先试中，为改
革开放镌刻下众多载入史册的探索
印记。

海阔帆直春潮涌。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而立之年的海南特区再出发，劈波斩
浪，奋楫争先……

披荆斩棘闯新路，实
现国际旅游岛跨越式发展

海南省即将迎来30岁生日。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
经济特区。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
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
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
同志在 1987 年 6 月 12 日会见外宾时
表示。

带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嘱托，带

着党中央的深切期望，海南扬帆起航，开
启了探索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全新之
路，奏响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乐章。

30 年沧桑巨变，昔日的海角天涯，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深刻地改变着中
国的发展版图。专家评价说，海南的发
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之一。

建省之初，海南与深圳、珠海、厦门、
汕头等城市经济特区有明显的差异，属
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口多达
80％，黎、苗等少数民族100多万，长期
属于我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建省时海南人均分
配水平只有全国分配水平的83％，85％
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左右的人口未
解决温饱。中部山区甚至还没有脱离

“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很多“老海南”回忆，建省前海口没

有一个红绿灯，用电奇缺，蜡烛是海口居
民家中的必需之品。“就是一根铁钉也要
到岛外去买。”

30年来，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
数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与建省前的
1987 年相比，2017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21.8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 226.8 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30.3倍和24.7倍。

如今，海南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地区
之一。海南在落地签证、航权开放以及
国际航线开辟等方面均率先探索实践，
打造中国“最开放的天空”。2000年海

南省率先实行落地签证政策，2003年在
全国率先开放第三、四、五种航空运输业
务权，2017 年进一步拓展国际航线至
56条。

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海
南，博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一
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外交小镇”。海南省
外事侨务办主任王胜说，借助博鳌亚洲
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等平台，海南已
初步成为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实践范例
的窗口。

“中国的海南、亚洲的博鳌、世界的
三亚”，成为今天海南影响力的重要
标识。

建省时，海南只有一个位于海口市
中心的军民两用机场，全岛通往内地的
航线只有 4 条，年旅客吞吐量 5 万人
次。坑坑洼洼的岛内公路上，无论从南
到北，还是从东到西，坐汽车通常要跑上
一天。

天堑变通途。如今，粤海铁路通道
投入使用，开通近 200 条国内外航线、
337 条海上货运航线、14 条邮轮航线
……天涯不再遥远。岛内建起了世界首
条环岛高速铁路，田字高速公路网络即
将成型，全岛实现了 3 小时经济生活
圈。2017 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和三亚
凤凰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突破
2000万人次和1938万人次。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南成为全
国人民向往的四季花园。目前，海南是

国内五星级酒店最密集的省份，旅游硬
件设施毫不逊色于世界驰名旅游目的
地。2017 年全年旅游接待人次达到
6745.01万。

回首来路，海南的发展历程，并非一
帆风顺。

在百废待兴、远离国家经济腹地的
海岛，创办中国最大经济特区，如何闯出
一条新路？海南建省之初，一直摸着石
头过河。

洋浦风波、房地产泡沫、金融风险重
灾区……几轮过山车似的起伏沉浮，海
南沉寂了多年。1994年后的连续几年，
海南经济陷入低迷期。

惨痛教训使海南省委、省政府认识
到，急于求成下的房地产虚热、畸形的产
业“空壳化”不能长久，必须脚踏实地，依
靠独特资源、环境和区位优势，这是特区
经济实现高起点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唯
一路径。

1995年，海南省提出了“一省两地”
（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
中国度假旅游胜地）战略。1998年起海
南经济逐渐摆脱低速增长状态，实现了
从恢复性增长向稳健发展的转变。

2009 年12月31日，国务院出台了
《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
若干意见》，这一重大决策，使海南站上
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走上了一条探
索科学发展、开放发展的正确道路。

（下转第四版）

春 潮 拍 岸 千 帆 进
——海南特区改革开放30年纪实

2018 年 3 月 17 日，中国
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
当家作主、议决国是的最高
殿堂，掌声雷动，十三届全国
人大第一次会议 2900 多名
代表肩负着 13 亿多人民的
重托，庄严投下神圣一票，表
决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
案》。3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甫一公布，即刻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话题的热点，网上网下好评如潮、点赞
无数。

生机勃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亿万中国人民的
事业。“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改革开放
第40个年头，当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改革
攻坚战，夯基固坝、疏渠引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
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民对伟大梦想的追
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注入强劲动力，释放源头活水。

（一）

上善若水。奔流不息的黄浦江，碧波荡漾的嘉兴
南湖，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启航。正是高扬着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理想风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
心干”，28 年浴血奋战，28 年岁月峥嵘，推翻了压在人
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
山，彻底终结了亿万劳苦大众受压迫、被剥削的旧制
度。正是凭着为人民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

界的豪情壮志，领导人民进行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
伟大创造，古老的华夏大地诞生了新的国体——工人
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
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有了新的根本政
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开辟了中国人民当家作
主的历史新纪元。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在这片崭新的
天地，亿万中国人因为能够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而扬眉
吐气，能够为自己的家园劳作而意气风发。一穷二白何
所惧，战天斗地写春秋。无数劳动者挥洒着汗水，也燃烧
着激情，无数建设者不惧任何困难而拼搏向前。孟泰、王
国藩、王进喜、赵梦桃、邓稼先……一串串响亮的名字，闪
耀的是一代人的豪情。一汽、北大荒、大庆、红旗渠、两弹
一星……一个个光辉的坐标，凝结的是一代人的奋斗。
前所未有的优越制度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惊天伟力，曾经
满目疮痍的中国大地，换了人间，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华民
族，尽展新颜。

制度唯坚持发展，方彰其生命；探索唯艰难困苦，方
玉汝其成。任何一个政治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
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前无古人的道路上坚定前

行，有创造的收获，有开拓的艰辛，但始终不渝的是——
让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真正成为社会进步的主体
力量。

1978 年冬天，华夏神州春雷滚动。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
设上来的战略抉择。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让国家摆脱贫
穷落后，让人民生活小康，打破思想禁锢，破除不适应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藩篱，开启了新的革
命伟大征程。改革也是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
一招。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刀阔斧调整生产关系，
完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改革发展，同向发力、相
得益彰。

30多年间，民主集中制更加健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
不断规范，国家公务员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权力运
行监督机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制度机制
……一个个利于长远的制度，一项项匡正固本的举措，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
色，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有效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形式更加完善。30多年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步步深入，

从解决机构臃肿到转变职
能，从理顺关系到提高效率，
机构职能体系实现了从适应
计划经济向适应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党和国
家活力大大激发，全社会活
力不断释放。

在春水绿如蓝的季节
里，每一个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如涓涓细流，鲜活、欢跃而
顽强，汇聚成奔腾向前、气势宏大的历史之河、时代潮流。

（二）

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走进21世纪第二个十年。
看中国，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上庄严宣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铿锵有力，坚定
豪迈。

看世界，同样是这一年，曾经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
义的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
败》，书中所述与二十几年前的调门截然不同，发出了西
式民主正在走向衰落的哀叹。对比这无奈的“低调”，对
比一些国家日益陷入为形式上的民主、为利益而民主难
以自拔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满怀自信，坚定推
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书写着人民民
主的新时代华章。 （下转第二版）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
宣 言

仲春广元行，无处不飞花。
明媚的阳光洒进绵延起伏的四

川广元市苍溪县运山镇双龙现代农
业园区。在一片雪梨园区，农民三
三两两，在白中透粉的梨花海洋中
劳作。李文超、仲秀碧夫妇手拿小
刷、胸挂小瓶，正进行一年中最重要
的工作——给雪梨树人工授粉。

“授粉好不好，对雪梨的产量和
品质影响都很大。”李文超告诉记
者，他有600多棵雪梨和脆红李，仅
水果一项，去年收入5万多元。

“你就说实话嘛，他又不借钱。”
仲秀碧边授粉边笑着说，去年果园
的实际收入是8万多元。

运山镇委书记贺俊杰告诉记
者，在这个覆盖 11 个村社、面积 1
万余亩的双龙园区，像李文超这样
的收入水平在当地只能算是中等。

双龙园区只是广元市众多现代
农业产业园之一。通过园区建设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致富奔
小康，广元市朝着乡村振兴战略目
标扎扎实实迈出了一大步。

广元是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的核心区域，整体连片贫
困的发展面貌特征十分突出，乡村
振兴任重道远。市委书记王菲说，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广元要
结合实际，坚持把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作为主线，围绕质量兴
农、绿色兴农，坚定不移建园区、创
品牌、搞加工，构建现代农业体系、
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提升农
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既有山区也有河坝的广元立体
气候特征显著，物产丰富，以苍溪红
心猕猴桃、米仓山茶叶、青川黑木
耳、朝天核桃、广元纯黄茶、剑门关
土鸡和广元高山露地蔬菜等为代表
的“广元七绝”远近闻名，但囿于规
模偏小，效益不高。为此，广元把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作为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大力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优化农
产品结构、扩大中高端农产品供给。

广元把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全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调整的抓手，截至 2017 年底，建成了 92 个万亩农业园区、
1472个村特色产业示范园、19.8万个户办产业小庭院。

与此同时，广元加大力度建设功能配套的产地区域性市
场、产地冷库和冷藏运输等冷链物流体系，正扩建和新建产地
批发市场100个，选建50个采后处理及配送示范中心，每个
中心建设上万吨冷藏库1个。

依托园区建设，广元引导特色农产品向领军龙头企业和
拳头品牌集中，积极培育和创建国家级、省级名牌农产品。对
主要优势特色农产品统一名称、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统一包
装、统一宣传，形成上下一盘棋，各方一股劲的品牌打造氛围。

目前，广元市已有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166万
亩，特色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80%，累计增加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7674个，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59.5%，广元市已拥有有
机食品67个、地理标志农产品26个，“广元七绝”成为全省十
大公共区域品牌。

在连片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过程中，整体连片贫困
区的面貌正发生深刻变化，广元市贫困发生率已由2014年
的14.6%下降到2017年的4.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突破万元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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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 日上午 11 时，首
列光谷量子号有轨电车满
载乘客从当代国际花园站
驶出，标志着由中铁电气化
局集团等单位承建的武汉
光谷有轨电车T1T2示范线
开通试运营。

武 汉 光 谷 有 轨 电 车
T1T2 示范线运营线路总长
36.4 千米，该线路在全国率
先采用能量型超级电容储
能供电技术，实现“全线无
触网，无需站站充”。另外
有轨电车采用了独特的储
能结构，行驶途中遇到下
坡、刹车路段，车辆能将动
能转化为电能反馈到超级
电容存储。 李增辉摄

首列光谷量子号

有轨电车试运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