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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中国开启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邓小平同志
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村考
察时说：“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
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
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40年来，农村改革从破冰
到攻坚，层层推进、步步深入。
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农村从封闭走向开放、农民从贫穷
走向富裕、城乡关系从割裂走向融合。沧桑巨变，成效卓
著，标注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带领一个国家砥砺奋进、
发愤图强的时代高度。

跨越这样的高度，过去没有经验，世界没有先例。到
2016年底，世界上超过1亿人口的国家有13个，其中成为
经济发达国家的只有美日两国；世界上所有经济发达体
人口加在一起，人口不过10亿。中国，一个人口超过13
亿的大国，如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城乡融合发
展？一道亘古未有却必须回答的时代考题，只能靠自己
去摸索、实践、解答。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道考题的答案就是：改革。
40年风雨兼程、勠力前行，我国农村改革从一线发轫

到全面深入，既涌动着乡村田野的草根力量和基层智慧，
更体现了党中央从实际出发作出的顶层设计与长远谋
划，是党心民心一体、国情农情交织的伟大成果。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改革，始终坚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
神，始终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坚持解放和发
展农村生产力，循序渐进、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城市和乡村
的关系、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农业和市场的关系，走出了
一条中国特色的“三农”改革发展道路。

农民和土地，变与不变的根基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农村改革，千头万绪，核心
在哪里？1978年，那个冬夜，淮河岸边的一个小村庄，
18户农民因吃不饱饭，大胆分田单干。一个只有100多
人的村庄，一张有18个红手印的契约，演变成一场惠及
亿万人群的改革巨浪。到1981年底，全国已有90%以上
的生产队建立了以“土地包干”为基本特征的农业生产
责任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抓住这一关键点，土地承包
极大地释放出农民创造力。改革前，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和经营权合一，出工不出力、种地不打粮成为“痼疾”；
家庭联产承包，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保证国
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种地打粮热情
高涨。1984年，全国人均粮食拥有量从“吃饭难”跃升至
800斤，“一年吃饱饭、两年卖余粮、三年盖新房”，成为“大
包干”后广袤乡村的经典画面。

40年，印刻出政策逐渐夯实、不断精准的时间年轮。
1984年，基本完成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2002
年，《农村土地承包法》出台，“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

包关系的长期稳定”。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2017年，
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
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从土地承包期限15年到延长至30年，再到“长期稳
定”变为“长久不变”，一次次调整，回应了全体农民和整
个社会的关切。在农民与土地关系的核心利益上，凝练
而生动地刻画出党中央的卓越智慧与深谋远虑。

“大包干”撬动了板结的土地，但经络还须不断通
活。在土地分包过程中，土地细碎化，小规模经营，难以
适应大市场，更多农民离开土地等新矛盾逐渐显现。农
民开始探索互换、出租、转让等土地流转方式。在此基础
上，党中央做出“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由此，从土地

“大包干”，历经所有权、承包权“两权分离”，到所有权、承
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村土地改革“三部曲”，成为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又一次重大创新，为传统农业走
向现代农业奠定厚实的制度基础。

时至今日，“三农”问题仍然是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最大“短板”，需要继续向改革要动力，补齐“短
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
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高屋建瓴的论述，揭

示了农村改革的本质，反映出
我们党对处理好农民和土地关
系规律性认识的升华。

由是，2014 年，农村土地
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块地”
改革试点走向前台，33个试点
县市蹄疾步稳。2015 年 9 月，
浙江德清，全国农村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第一槌”敲响。“三块地”试点，让更多农
民开始享受农村土地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广阔乡村的
深厚内力。而试点先行，既强调了改革的整体性、系统
性、协同性和综合效益，也昭示了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
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的“四条底线”。

农村改革向“深水区”挺进，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
“变”与“不变”中深刻演绎。变的是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僵化土地制度，不变的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土
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农民的“大后方”，也是保持农村
社会和谐稳定的根本。40年改革求变，始终坚持这一根
本，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维护农民的核心利益，把
变与不变的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吃上长久“定心丸”，
从而激发出巨大创造活力。

（下转第四版）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
谈“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
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9月7日
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
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共同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为开卷篇，以 2018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
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
一部分《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收卷篇，收入
习近平同志论述“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文稿42篇，约13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

思考世界形势，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
展规律，首倡“一带一路”，得到国际社
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作为扩
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共建“一带一
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
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
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同志对“一带

一路”建设的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
标路径等进行深刻阐述，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造福
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了宏伟蓝
图，提供了重要遵循。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主要
篇目介绍见第二版）

说起南京，总离不开“六朝古都”“十朝都
会”的文化标签，在历经40年改革开放之后，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又增添了许多国际化、现代化
的新“头衔”——时尚绿都、软件名城、全球科技
创新中心……穿越600年历史烟云，明城墙风
姿依旧，而如今的石头城已是一座“定位全球”
的现代化大都市。

提档升级，产业向高端智能
绿色化转变

在中电熊猫平板显示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
里，300多台机器人正按照指令翻转腾挪，制作
仅有0.4毫米的液晶屏；在南钢车间，30个工业
机器人已经上岗，能轻松完成炮泥制备、测温取
样、力学拉伸、无人抓渣等工序……

实体经济是南京的强项，传统产业特别是
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提升空间巨大，南京市运用
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提档升级，向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变。

软件行业的发展就是南京产业升级的鲜活
例证。2005年后，南京把软件产业定位为第一
优先鼓励发展产业，年均增长率超过 40%，其
中通讯软件在全国占比30%，电力应用软件更
占到全国一半。2010年，南京软件业产业规模
已从 2005 年的 166 亿元增长到 1013 亿元，成
为江苏第一、全国第三的软件大市，当年9月份
举办的第六届软件博览会上，南京成为首个“中
国软件名城”。

目前，南京各类开发区已成为先进制造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区域。仅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就汇聚各类企业3000多家，每亩工业用地平均投资强度达
550万元，单位面积土地的投入强度和产出居全国开发区前列，已形成
光电显示、高端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三大产业集群。

打破束缚，转科教资源为创新优势

南京最大的优势，是人才科教资源。拥有53所普通高校，其中12
所入选国家“双一流”高校和学科，总数列全国第三；拥有31家国家重
点实验室，17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2名院士；每万人中大学生人
数全国第一，每万人中研究生人数全国第二。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南京市不断通过科技体制改革，将科
教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创新优势。

1983年，南京在全国率先启动市属科研院所改革试点。1985年，南
京市实行《南京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突破束缚把科技资源引向市场。
2006年2月，南京召开首次自主创新大会，宣布建设创新型城市。2009
年，南京被列为全国唯一的科技体制改革试点城市，逐步形成了“一个平
台”（服务平台）、“两个机制”（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机制、政府推动
激励机制）的科技成果转化“南京模式”。 （下转第二版）

从第一次会面到项目落户，世界
级降温薄膜项目5天谈妥，刷新“宁波
速度”；人才科技周吸引了19位院士、
575位专家、2万余名人才参会，宁波
热忱开启招才引智之门……

今年以来，面对发展新态势，浙江
省宁波市认为，城市发展，不进则退、
慢进也是退；唯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
能形成新优势、掌握主动权。宁波市
委提出“六争攻坚，三年攀高”，全力推
进“项目争速、产业争先、科技争投、城
乡争优、服务争效、党建争强”，“争”出
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推
动宁波走在高质量发展前列。

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

才是第一要素。以制造业创新发展、
探索由大到强新路径为使命，宁波对
高精尖的科研人才以及创新平台的需
求更加迫切。今年以来，宁波不断加
大引才力度，构建人才“强磁场”。年
初，宁波接连发布“3315 计划”“泛
3315计划”“3315资本引才计划”，随
后又在人才科技周期间，推出“加快推
进开放揽才产业聚智的若干意见”和
顶尖人才、青年人才、人才安居等一揽

子人才生态建设政策意见，向高层次
人才发出诚挚邀请。

得益于良好的创业环境，“肿瘤药
物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3 个月内完
成了创办手续；感受到宁波的真情实
意，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100天内落
户甬城，首批13人筹建工作小组已正
式进驻办公。

在引进人才的同时，宁波各类创
新平台加速落地，为宁波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今年 2 月，中国科
学院大学在北京以外的首个科教融
合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
料工程学院揭牌；6 月，宁波与大连
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又一所
重点大学选择落户宁波；7 月，宁波
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开启新一轮战
略合作。同月，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
院落户两个月后结出首个硕果，国内
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操作
系统“supOS 工业操作系统”在甬落
地；8 月，宁波与浙江大学的战略合
作迈上新台阶，双方签署深化市校合
作、共建浙江大学宁波“五位一体”校
区的协议…… （下转第二版）

耕耘，改革之犁开拓希望田野
钟经文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发行

构建人才“强磁场”，搭建合作新平台——

宁波：集聚创新要素 激活发展动能
本报记者 郁进东 通讯员 殷 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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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阿布扎比
码 头 正 式 开 港

这是 12 月 10 日在阿联
酋阿布扎比哈里发港拍摄的
中 远 海 运 阿 布 扎 比 码 头
现场。

由中远海运集团下属中
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与阿布
扎比港务局合资经营的阿布
扎比哈里发港二期集装箱码
头开港仪式10日举行，标志
着中国和阿联酋“一带一路”
项目合作跃上新台阶。

新华社记者
苏小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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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日益完善

工业互联网：“落地”还需“接地气”

英首相为何推迟议会脱欧投票

“好大米”为什么卖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