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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8时30分，汕头海湾隧道全线贯通。这个
被钱七虎、周福霖等院士感叹为“世界级挑战性工程”的
海湾隧道提前贯通，是汕头经济特区快马加鞭推进重点
项目的一个缩影。今年前7个月，汕头378个市重点项
目完成年度计划的63.1%，55个省重点项目完成年度计
划的84.7%。

改革开放浪潮奔涌，南海之滨千帆竞发。汕头经济
特区正奋笔书写新时代的“汕头篇章”。

40年蝶变，打造活力特区

从龙湖村的一片沙丘带起步，40年间，汕头特区从
最初的1.6平方公里，扩容到市域全覆盖2064平方公
里；2019年，汕头特区地区生产总值、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分别是 1980 年的 97.4 倍、119.2 倍、99.7 倍和 60.1
倍。昔日的边陲小城，正健步迈向现代化滨海城市。

40年来，汕头特区人敢闯敢试、在实践中开创性地
打造了一批“全国首创”和“全国率先”：率先对特区土地
实行“五统一”管理；率先成立外资银行总行；特区管委
会率先实行24小时审批答复制度……

开拓创新精神同样融入了汕头企业的血脉。1993
年成立的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去年9月25日
在创业板上市，是汕头市第34家A股上市公司，创新成
为这些企业共同的特征。

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得益于汕头经济特区40年来
的创新积累与沉淀：拥有汕头大学、广东以色列理工学
院等知名高校；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落户汕头

以来，已入驻两个核心院士团队；汕头高新区升格国家
高新区，5G产业园区入选广东省首批创建名单。

以侨为“桥”，再立开放潮头

“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海内又一潮汕。”这
是对汕头作为著名侨乡，也作为潮商大本营的一个形象
说法。因侨而立的汕头特区自建立以来，华侨就在其发
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汕头市委常委、副市长双德会介绍，改革开放40多
年来，汕头实施“以侨引侨、以侨引外、以外引外”的外向型
经济发展战略，累计引进外商投资企业5000多家，累计实
际利用外资93.8亿美元，近九成为侨资。

新时期汕头的跨越和发展，依然与“侨资侨力”紧密
相连。

2014年9月15日，汕头华侨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
同意设立。试验区成立5年多来，建设发展取得了显著
成效：特色金融逐步集聚，创设全国首个以“华侨”为核
心概念的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华侨板”，目前挂牌企业达
623家；高端产业加速落地，搜狗人工智能公司已在试
验区注册落户，阿里巴巴“推城出新”全国首站在试验区
启动；引才聚才初见成效，设立人才大厦，吸引了一批高
层次人才前来就业……

广东省政府于今年6月出台了支持华侨试验区
高质量发展的 24条政策措施。“我们将充分用好政
策，构建集经济、文化、教育、人才、金融于一体的高端
示范区，推动海外华侨华人深度参与祖国建设。”双德
会表示。

融“湾”链“带”，建设省域副中心

粤东西北地区与珠三角发展严重不平衡是广东的
一大省情。多年来，广东省委、省政府多措并举以期补
齐该短板。去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
式出台实施，广东区域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广东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全力支持汕头、
湛江建设省域东西翼副中心城市，探索推动广州、深圳
与湛江、汕头深度协作，加快打造汕潮揭城市圈。在8
月底举行的广东省委十二届十次全会上，广东省委再次
强调，要提升汕头、湛江省域副中心城市发展能级。

快速融入大湾区、链接沿海经济带、强化在汕潮揭
城市圈的支撑作用，成为汕头的现实路径。

融“湾”链“带”，交通先行。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加速建设，将显著提升汕头作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的
功能。其中，汕头人最为期待的汕汕铁路工程建成后，
汕头到广州只需1.5个小时。

建设汕潮揭都市圈。当前，汕头携手潮州、揭阳，在
增强规划引领、加强交通互联、统筹产业发展、一体深化
环保、共促民生福祉等方面加强合作，协同推动沿海城
市带、产业集聚带、滨海旅游带发展。

汕头还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谋划布局重大产业
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第三代半导
体、精细化工等重大产业，把纺织服装、工艺玩具等传统
优势产业培育成千亿元级产业集群。

汕头这颗“粤东明珠”，在全新的区域发展格局中愈
发璀璨夺目。 （相关报道见八版）

“ 粤 东 明 珠 ”更 璀 璨
——汕头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发展纪实

不久前，青海省西宁市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城市的重要工程——用6540亩工业用地开建
的西宁园博园一期对外开放。开园当日，不少
市民走进园区，畅游花海间，呼吸着园区清新
的空气。“没想到在西北还有这样媲美江南的
园林。”园博园内不时能听到市民的称赞。

2015年8月，西宁园博园开工，以打造绿
色基底、营造防护林带、净化水体为目标，园内
建有通海阁、河湟民居、10座滚水坝、9座景观
桥和景观廊架、亲水平台等配套设施。园博园
的开园，是西宁市大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缩影。近年来，西宁市全力打
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积极探索在生态脆弱、
欠发达地区整体实现绿色发展。

回应群众对清新空气、清澈水质、清洁环
境等生态产品的期待，西宁市全面实施“高原
绿”“西宁蓝”“河湖清”“治理能力”建设行动，
启动实施总面积217平方公里的西堡生态森
林公园建设，全面完成天然林保护、“三北”防
护林、公益林、南北山三期绿化等林业重点工
程造林任务，南北山森林覆盖率达到79%，城
市森林覆盖率达到35.1％，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保持在40.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2.5平方
米。西宁市成为西北地区唯一获得“国家园林
城市”和“国家森林城市”双荣誉的省会城市。
西宁市实施的北川河、南川河、西川河和多巴
湖治理工程，打造了一批集水生态修复和水文
化展示于一体的河道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解决
了河道功能衰减和水环境恶化问题。城市黑
臭水体得到100％消除，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
率达到100%。由海湖、宁湖、北川湿地公园组
成的508.7公顷湟水国家湿地公园初步建成，
湿地率从47.5%提高到62.53%。

绿色发展需要项目支撑。西宁市着力推
进光伏制造中心、千亿锂电产业基地建设，聚
集高新技术企业150家；实施甘河工业园区、
东川工业园区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和
甘河工业园区国家低碳示范试点建设；新能源
与新材料产业的无缝对接与循环利用被列为

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项目；建成海洋馆、熊猫馆、冰球馆、市民中心等一批重
点民生项目，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入选住建部十大优秀案例。

西宁还把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用于民生。在确保教育、就业、卫生、社保
等重点民生领域的同时，西宁市率先在城西区开展“爱老幸福食堂”建设，并先
后建成运营9个中央厨房、19个幸福食堂、41个助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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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庞彩霞 郑 杨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
座谈会时，着眼长远、把握大势，科学系统地回答了“十
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经
济社会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对我们深化发展规律
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十四五”时期处于两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尤
为重要的时期。新机遇、新挑战、新发展格局、新发展动
能、新发展活力、新优势、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这七个“新”，既是对“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
的重大判断，也是我国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更是给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重大课题。我
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就要在这七个

“新”上下功夫见成效，切实做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思想
准备、理论准备和工作准备。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
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及时对党和人民
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这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十四五”时期我国所处
历史方位做出的新的重大论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对深刻变化的国内外环境的清醒认识和科学
把握，为我们党我们国家在新阶段谋划新发展提供了
根本遵循。

一是阐明了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从总体上看，
新发展阶段的提出，表明我国即将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正式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进入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期。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在
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全面构建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
系，实现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在发展中
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结构，不
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总之，“十四五”
时期是新发展阶段的起步期，必须走好走稳走实，为未
来十五年乃至三十年奠好基、开好局。

二是揭示了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变”与“不变”的关
系。所谓“变”，最重要的就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大变局的
演进，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
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深刻变化，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
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所谓“不变”，最主要
的就是我国制度优势显著、物质基础雄厚、发展韧性强
大、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的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并
没有改变，经济长期向好的态势并没有改变。我们要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三是提供了看待新发展阶段的基本方法论。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
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
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面对发展环境、条件的深刻变
化，特别是面对可能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我们要
辩证认识和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
意识，坚定信心、沉着应对，以我为主、加快发展。必须
把握好畅通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系，推动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必须把握好社会活力和良好秩序的关系，
努力实现秩序与活力的高水平动态平衡；必须把握好对
外开放和国家安全的关系，既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
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又要在开放中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维护好国家安全。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校（院）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是重大战略判断
何毅亭

“如果不来这里，我的生活会是一片阴霾。”在陕西省汉阴县蒲双敬老院，
双河口镇凤柳村村民吴兴胜向记者讲述起生活的变化。

2003年，吴兴胜在外打工时不慎摔伤，导致高位截瘫。此后，他常年卧
床，锅灶在床边，侧着身子做饭吃。平时只有亲戚邻居隔三差五地帮忙收拾一
下。直到入住蒲双敬老院，吴兴胜的生活才有了保障。“在蒲双敬老院，吃喝拉
撒有人管，按摩、治褥疮还有专科医生，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吴兴胜说。

吴兴胜生活的变化，缘于汉阴县委、县政府对基层兜底脱贫的调研。失能
与半失能五保户是基层兜底脱贫的难题，为此，汉阴县财政、民政、卫健等部门
紧密配合，协同作战，探索医养结合、集中供养的兜底脱贫路子。

汉阴县率先在蒲双敬老院试点，由县财政投资600余万元，以位于蒲溪镇
小街村的蒲双区域敬老院为依托，把全镇及毗邻乡镇全部42名失能、半失能
五保户集中供养起来，配备17名护理人员，24小时全程护理，解决了“有人监
管”问题。

解决了生活问题，还需要解决失能人员看病吃药的难题。为此，汉阴县以
敬老院场所为平台，与区域卫生院合作成立养护中心，并配备心电监护仪、吸
氧机、牵引床、针灸理疗等医疗设备，配置医护人员。目前，汉阴县已在县中心
敬老院、蒲双敬老院、龙双敬老院、汉双敬老院4所区域敬老院建立养护中心。

该一做法得到群众广泛认可。据统计，目前，汉阴县共有249名失能、
1126名半失能五保户，其中已有164名失能、486名半失能五保户得到集中供
养。“失能群体不失爱，医养结合解心结。”当地群众编写了这样一句顺口溜来
点赞汉阴县的做法。

针对养老院护理人员不足的实际，汉阴县通过增加公益性岗位，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面向建档立卡贫困户公开招聘，并向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倾
斜，实现“招聘一人，全家脱贫”。目前，全县16所敬老院共有54名贫困人员
上岗，其中残疾贫困人员有11名，实现了以贫助贫、就业脱贫。贫困户陈历明
右手有轻微残疾。如今，他和妻子都在蒲双敬老院上班，每月有6000元的工
资收入，再加上各种补贴，生活实现了大变样。

“集中供养、医养结合、就业脱贫三者融为一体的探索，丰富了兜底脱贫的
内涵，从根本上破解了失能、半失能贫困户脱贫难题。这项工作我们一定要不
断巩固提升，持续做实做好。”汉阴县委书记周永鑫说。

兜底脱贫点亮希望
本报记者 雷 婷 魏永刚

8 月 30 日，贵州省
从江县加鸠镇加水村的
金色梯田美景。近期，
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从江县的月亮山地
区水稻进入成熟期。在
金黄色稻谷的映衬下，
当地连绵的梯田美如
油画。

吴德军摄
（中经视觉）

金色梯田

稻浪滚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