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激荡，风云际会。40 年
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人民，始
终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始终上下
求索、锐意进取，取得了伟大历史
性成就。可以说，改革开放历程就
是成功应对前进道路上重大挑战、抵
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
大矛盾的过程。

面对挑战，抓改革，重点是土地制
度、价格改革、国企改革等人民最关心
的切身利益问题；面对风险，谋发展，
切入点是城乡协调、区域协调发展等环
节；面对矛盾，补短板，强调打好精准
脱贫、污染防治等攻坚战……

从 敢 于 “ 大 包 干 ” 到 打 破 “ 大 锅
饭”，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杀出一条血路”，从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到“敢于啃硬骨头，敢于
涉险滩”，40年来，我们曾有过不少困难和困惑，
但始终靠奋斗攻坚克难，中国发展一路凯歌。

抓好最关心的改革问题

认清挑战，才能迎难而上。从外部来看，世界
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金融危机多次爆发，全球
格局剧烈动荡，大国博弈暗潮涌动。从内部来看，
十几亿人口的东方大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冲刺跨
越“中等收入陷阱”，史无前例。特别是随着近年
来“三期叠加”的挑战集聚，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
艰巨前所未有。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一些深
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凸显出来，需要下大决心、花大
气力加以破解。中国有句话叫良药苦口。我们采用
的是全面深化改革这剂良方。”中央领导同志的形
象阐述，道出了持续推进改革的坚定决心。事实
上，40年来，改革始终围绕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
利益问题，土地改革破冰，价格改革解题，国企改
革攻坚。

土地改革，印证“地能生金”，成功应对土地
收益分配的难题。1978年的某一天，小岗村18位
农民冒险按下红手印，成为农村改革的起点；
1987年的那一槌，深圳顶着压力首次公开拍卖土
地使用权，改写城市用地历史。改革大潮中的地方
政府与人民群众，开始认识到“土地是财富之
母”。如今，北京、上海率先步入“减量化”用地
时代，各地群众从土地增值中获得了更多收益。

价格改革，寻回“看不见的手”，成功应对双
轨制下“价格闯关”的风浪。改革前，针头线脑几
乎都是政府统一定价。40年来，政府定价以及政
府指导价的品种和范围大幅下降；如今，市场调节
价在商品价格中已经处于主导地位。安徽省物价部
门的数据显示，2017年与1978年相比，在该省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由3%左右上
升到97%以上。

国企改革，抓牢“国之重器”，成功应对国
企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与危机。从改革初期的放权让
利增强企业活力，到 1985 年实施承包经营责任
制，到提出构建现代企业制度，再到1997年国有
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后来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
革，国企改革一路走来可谓波澜不惊。目前，混合
所有制改革企业数量不断增多，“混改”企业层级

在提升，“混改”行业领域也在拓展。

科学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直面风险，才能锐意进取。40年来，面对着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局面，我国及时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再次
将改革不断推向深入。

40 年来，面对城乡结构深刻变化，我
们实行包产到户，对农产品实施市场化定
价，破除“剪刀差”；乡镇企业异军突
起，工业化在农村播种；亿万农民工进
城务工、建设城市，形成了巨大的人
口红利。40 年来，从新农村建设到
乡村振兴，党中央始终把“三农”
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动农
村从封闭走向开放。

城乡融合，乡村再生。由“城
乡二元”到“以工补农、以城带
乡”再到“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
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不久前，山东
省淄博市高青县常家镇蓑衣樊村的
梁光合老人在村卫生室里开展远程视
频问诊，解放军总医院首席心电专家
卢喜烈教授很快为其确定了治疗方案。
实践深刻表明，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能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福
祉提供不竭源泉。

与城乡关系同等重要的是区域结构。伴
随改革开放，我国区域经济版图呈现加速分化
的态势：东部地区继续发挥转型升级和制度创新
的示范作用；中西部地区内部分化明显，一些省份
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一些地区经济下滑趋势明显；
东北地区深层次体制机制和结构性矛盾凸显，出现
深度调整。现实呼唤区域发展新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
济带发展……我国广阔区域空间蕴藏着巨大发展潜
力。如今，在京津冀，雄安新区正在谋划高起点布
局；在长江经济带，沿江 11 省市“共抓大保护、
不搞大开发”；在“一带一路”沿线，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全面推
进。以区域发展为支点，新的增长极、增长带正逐
步形成，发展新动能不断涌现。

补足经济社会发展短板

木桶的容量取决于最短板，经济社会发展亦如
此。为提高我国经济的“木桶容量”，国家从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着手，围绕民生短板、生
态短板等方面强根基，清障碍，不断提升公共服
务、资源环境等支撑能力，发展更有底气。

眼下虽然寒风凛冽，但在江西省永丰县新天地
家庭农场扶贫车间里却热气腾腾。恩江镇石桥村贫
困户刘秀英说，“天天有事做，日子肯定不会穷”。
如今他们在家门口每年能挣到工资5万多元，部分
贫困户年底还有分红。截至目前，全县30个贫困
村退出25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5345户。

40年来，中国7.4亿农村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在人类反贫困史上绝无仅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国平均每
年有1300多万人摆脱贫困。预计到今年底，我国
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将减少85%以上，贫困村
将退出80%左右，贫困县脱贫摘帽50%以上。

不久前，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以环保督查“回

头看”为契
机，把大气污染
治理作为重点，突出对小高炉冶炼、矿山采选等大
气污染源的整治；依法取缔或拆除黏土砖厂 32
家、小高炉冶炼16家，永久封闭一线矿洞200多
个，解决了一批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

这是我国向污染宣战的一个缩影。“青山就是
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近年来，生态文明建设目
标评价考核办法出台，责任主体更加明确；“史上
最严”环保法确立了按日连续计罚等惩罚措施，法
律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在制度护航下，生态修复不
断加码，还大地山川以绿色，实现了由“沙进绿
退”到“绿进沙退”的转变。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
和环保节约的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实现伟大理想，没有平坦大道可走。在改革开
放的长征路上，唯有不断攻坚克难。

直 面 问 题 迎 难 而 上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近年来，我国粮食连续丰收，但同时也面临甜蜜的
烦恼，一些农民晾晒、收储和销售出现了困难。江西省

新余市民钰种养农民合作社就在为种粮农民解
除烦恼的过程

中不断壮大。
2015 年晚稻收割时，江西新余连续遭遇阴雨天

气，不少农户刚收上来的稻谷被淹，霉变粮食达 2500
万公斤，占全市晚稻总产量的 10%。看到这个情况，
民钰合作社在罗坊镇东边粮管所内投资1700万元，建
成了全市最大的循环式水稻烘干基地。受益于该项

目，当地每 100 公斤湿稻谷收购价比市场价高出 8
元以上。

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2017年早稻收购时，民钰合作

社在国家最低收购价

下行的情况下，田间湿稻谷每100公斤平均收购价达到
180元。仅此一项，就让利农民百万元。目前，合作社
在稻谷烘干、便民综合服务等方面惠及农户 6100 多
户、2万余人。

“农民不能单打独斗，合作社的目标是打造现代农
业经营服务体系。”民钰合作社理事长胡海根介绍，合
作社坚持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
体”。作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该合作社打造
了全省最大的粮食烘干基地，拥有粮食烘干基地42组，
日烘干规模达300万斤以上，可为农户提供代储存、代
加工、代销售等服务。

在合作社创立之初，有人担心它能否坚持下去，甚
至有人等着看笑话。可胡海根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农
业现代化是大方向，打造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条路不
会错。

社员发展生产最缺资金。为破解这一难题，民钰合
作社从2017年4月份起设立了1000万元互助资金，开
展资金信用互助试点。

近年来，经常有全国各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前来交流。胡海根兴奋地说，现在中央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合作社在社会化服务方面的优势将更加显
现，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方面将更有

作为。

民钰合作社：为种粮农民解除烦恼
本报记者 乔金亮 通讯员 平国旺

图① 经过25年持续快速发展，三峡集团
从项目建设者转型成为全球最大的水电开发企
业和中国最大清洁能源集团。

黄正平摄（新华社发）
图② 中车株机公司洛阳分公司机车“医

生”张素丽在检修车间内对车体连接部进行检
修（10月17日摄）。 韩朝阳摄（新华社发）

图③ 12月16日，河北省邢台市沙河市曹
章村村民在“扶贫车间”制作灯笼。该市制作的
灯笼销往全国各地。 赵永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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