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今天早上还在江苏的家里吃早饭，这不，
下午已经站在北京的国博看展览了。”在“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现场，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台前，郝强停下脚步仔
细观看。“现在高铁已经成了我出远门的第一选
择，太方便了。”他回忆，30多年前，坐火车出省
随随便便也要十多个小时，“舍不得买卧铺，就拿
报纸往硬座座位底下一铺和衣而睡”。

因为高铁的发展，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成都等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半小时至四小时”高
铁都市圈已经形成，一幕幕现代版的“双城记”每
天都在上演，极大地拓展了像郝强一样的普通百
姓的生活、工作空间，同时也让沿线城市分享“高
铁红利”，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

展览现场资料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
最大、运营速度最快，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高速铁路网络，形成了勘察设计、工程建设、技术
装备、运营管理、安全保障、人才培训的完整体
系，“四纵四横”高速铁路骨干网络提前建成运
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从1978年的5.17万公里
增长到2017年底的12.7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
从无到有达到2.5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量
的三分之二。

不仅高铁跑出了“中国速度”，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在其他交通、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都取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大批关系国
计民生的重点项目相继竣工投运。

在“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沙盘”前，现场解
说员介绍，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当今世界综合规
模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将荆江段防洪标准由十
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有力保障长江安澜，电
站装机容量达到225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整个
工程建设创造100多项世界之最。人群中，一位
从智利远道而来的外国观众听得饶有兴致，据陪
同他参观的陈女士介绍，他是从事水利建设工作
的专业人士，看到这些年中国水利建设的成就也
不停“点赞”。

“南水北调工程模型”前同样聚集了众多观
众。北京市民李凤丽特意留影：“北京是这项工
程的受益方，我没机会到工程现场看看，就想从
展览中了解下。”展览现场的多媒体资料显示，南
水北调东线、中线一期工程分别于 2013 年、
2014年建成通水，惠及沿线6省（市）的33个地
级以上城市，直接受益人口超过1亿，间接受益
人口超过2亿。

展览中一幅幅照片，一段段视频，共同记录着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个成就，截至目前，我国
适度超前、统筹衔接的一体化现代基础设施网络
已初步建成，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发展，而更为重
要的是，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成为受益者。

基础建设上演“中国速度”

“申请专利在此排队，第一名航天 207
所。”30多年前，从事科研工作的胡国华和他
的同事拿着写着这些字的纸板，排了三天三夜
的队，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件发明专利的申
请人。如今，这张专利号为“85100001.0”的
发明专利证书作为历史的见证，陈列在“伟大
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的
现场。

今年已经76岁的胡国华说：“在改革开放的
浪潮下，自己成为‘发明专利第一人’，是朵幸运
的浪花。”回忆往事，胡国华说，他经历过发明创
造不值钱的岁月，“从地上捡五块八块的东西可
能会被人瞧不起，但是偷用别人的技术，却没有
人当回事。在实施专利法之前，多年研究的成果
很容易就被他人学到手，非常打击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

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专利法》，自1985年4月1日起施行。

1985 年 3 月底的一天，胡国华到国家专利
局查资料，偶然间听到工作人员提起4月1日要
开始接受专利申请，当时就动了提交专利申请的
念头。他按照工作人员的提示，来到专利局院里

一处还在修缮的平房。“当时那里乱糟糟的，周围
不少人都在观望，不知道到哪里申请。”胡国华灵
机一动，赶快拿好材料，并准备了一个写着“申请
专利在此排队，第一名航天207所”的纸板，“我
当时就把牌子往门上一挂，大家就自觉在我身后
排起了队”。经过三天三夜和同事接力排队，他
们终于在 4 月 1 日如愿成为第一件发明专利的
申请人，申请的专利是“可变光学滤波实时假彩
色显示装置”，“这个装置可以将从卫星上拍的地
面照片，显示为按某种特征不同而编制的彩色图
像，从而看到更多信息”。

以此为起点，胡国华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
申请了20多个专利。而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也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不断发展完善，数据显
示，2017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38.2万件，
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

虽然已经退休，但胡国华现在依然活跃在科
研工作中。看着展览中一个个振奋人心的科研
成果，胡国华不禁感慨：“是改革开放为科研人员
松了绑，让知识有了价，激发了大家从事发明创
造的积极性。”在他看来，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
营造着日益良好的创新环境，给现在的年轻一代
带来了更多鼓励和信心。

改革开放让知识有了价

“我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1978年冬，安徽凤
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实行“包干到户”，拉开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第二展区也以此为开篇，小岗村农民按
下“红手印”的雕塑前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拍照。

来自内蒙古的吴佃喜是人群中的一员。到北京旅游的
他，经过国家博物馆时特意下车，就想亲眼看看展览的盛
况。对于曾经经历过的吃不饱饭的岁月，吴佃喜从没忘记
过，“我们一家8口人，要凭粮票购粮，根本不够吃，很多时
候要靠稀饭、土豆充饥”。当年，他并不清楚在千里之外的
小岗村发生了什么，不过，改革的春风还是在1980年吹到
了他所在的村子。“我们实行‘包干到户’的当年，粮食产量
一下子就上来了。我记得改革前，生产队100多人，一年产
量也就七八万斤粮，‘包干到户’后，地还是那些地，可一户
就能打七八千斤粮，30多户全部的产量是之前的三四倍。
改革激发了大家的干劲！”

展览现场，一张张粮票、肉票和购买各种紧缺商品所需
的票证，同样让吴佃喜感慨颇深，它们见证了人民生活从全
面短缺到日渐丰富的历史。

不过，对于年轻观众来说，吃不饱饭、物质短缺仅仅是
上一辈人口中的往事。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多年站
稳在1.2万亿斤的台阶上，中国人不仅把饭碗牢牢端在自
己手中，还对世界粮食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从城镇超市到
乡村集市，粗粮细粮一应俱全、蔬菜副食目不暇接。

说起这些年农业的变化，农民最有发言权。来自黑龙
江的观众朱彦峰是位农民：“我家流转了500亩地，全部机
械化生产，在家踏踏实实种田我也能实现致富。”数据显示，
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超过66%，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
57%，意味着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已成为历史；一半以上
的农田旱涝保收，意味着“靠天吃饭”正得到改变；各类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达330万家，“农业小弱散”的经营格局正发
生深刻变化。

在取消农业税的历史文献、美丽乡村的今昔对比、农
业科技成果的实物展示、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的珍贵画面
面前，观众热烈讨论着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业农村巨
大的变化，感到备受鼓舞，纷纷表示，这体现了农业农村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的基础性地位，也体现了党中央
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成绩的
充分肯定。

希望的田野

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现场，一幅1984年安徽省合肥市群众在工人文化宫跳集体
舞的黑白照片，一下子把张博宇的思绪带回了上世纪80年
代。“这张照片记录的场景太有共鸣了。我那时在上大学，
业余生活除了看书，就是跳舞、打牌，文化活动特别少。”张
博宇毕业后留校任教，让他感慨的是，现在年轻一代拥有五
彩斑斓的文化生活，“看网络小说、3D 电影、话剧、演唱会
……每天的安排能不重样”。对他来说，这种对比就像黑白
照片和彩色照片般强烈。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文化迎
来了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这40年间，电影产量大幅度跃升，国产故事片的数量
从1978年的46部增长到2017年的798部；印刷出版物品
种由每年不足1.5万种增加到53万种；截至2017年底，广
播和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 98.71%和 99.07%，直播
卫星公共服务用户总数达1.29亿户……”现场解说员的讲
解，从几个侧面反映出，我国文化设施和产品供给已从相对
紧缺迈入繁荣发展，人民多样化、多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正
日益得到满足。

看展览，上点年纪的观众总能在今昔对比中找到共鸣，
年轻观众更容易被时髦新品吸引住眼球。在故宫博物院、
陕西历史博物馆等联合展示的文创产品展台，一群年轻观
众啧啧称赞，“真漂亮！”“我想买！”这几年，历经近600年风
雨洗礼的故宫凭借《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影视作品以及新颖
的文创产品，一下子成了新晋网红。正如故宫博物院院长
单霁翔所说，文化创意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让文物背
后的人文情怀、艺术造诣、时代精神深入人心。据统计，目
前，故宫文创产品已突破 1 万种，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
可以说，这还只是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2017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达到
34722亿元，占GDP比重达4.2%。

幸福生活，不仅有“诗”，还有“远方”。改革开放后，百
姓的精神生活日渐富足，更加渴望“身体在路上”。旅游之
于普通人，已经从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变成幸福生活的刚
需。展览现场的数字显示，我国入境旅游人数从1978年的
180.92 万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1.3948 亿人次；国内旅游
人数从 1993 年的 4.1 亿人次增加到 2017 年的 50.01 亿人
次；入境旅游收入从1978年的2.53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
的1234 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从1993年的864 亿元增加
到2017年的45700亿元。

数字以外，展览现场的一台“机票时光机”引发了更多
人的感慨。轻轻一刷身份证，它立刻为观众呈现改革开放
40年来不同时间节点机票、登机牌的变迁。“我小时候出去
旅游都是坐火车，坐飞机是大学以后的事情了。”来自黑龙
江的胥女士此次是带着5岁的女儿来北京旅游，特意安排
了看展览这项活动，“女儿现在去过的地方比我上大学以前
去过的地方都多，我希望旅游让她增长见识，享受有诗有远
方的生活”。

从单调黑白
到五彩斑斓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正在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设计了壮美篇章、关键抉择、

历史巨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从第一张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到实施简政放权过程中封存的公章；从

黑白电视机到高清网络电视；从寻呼机、大哥大到智能手机……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实物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所

取得的巨大成就立体呈现于人们眼前

观众在国家博物馆前合影留念。

观众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上观看上海浦东陆家嘴实

景沙盘。

观众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上参观中国自行设计制造

的航天服。

展览展出了被誉为“天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模型。 本版撰稿 张 雪 摄 影 高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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