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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 建 省 潮 涌 南 海
本报记者 潘世鹏

勇闯改革深水区
潘世鹏

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到建设国际旅游岛，

再到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

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党中央的关心

支持下，海南省赶上了一次又一次发展好机会。建

省 3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海南人、“闯海人”在琼

州大地书写人生理想，齐心建设美好琼岛家园，海

南省的面貌日新月异，城市乡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着眼于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

发展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新时代改革

开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也是党中央赋予海南人民

的巨大红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好地推进海

南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

头苦干的特区精神，敢于突破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

藩篱和障碍，勇闯深水区。

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说：“海南手上拿了一副

好牌，只要不犯低级错误，肯定会取得成功。”打

好海南自贸港建设这张牌，离不开每一名海南人、

“闯海人”的努力和付出。海南 30多年的发展成就

也已充分证明，千千万万的奋斗者是推动海南发展

的中坚力量。从“十万人才下海南”到“百万人才

进海南”，开放的海南岛敞开怀抱吸引天下英才建

设宝岛。如今的海南，是海南人的海南，更是全国

人民的海南。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契机为每个有理想

有抱负的人提供了广阔舞台，这里也必将成为众多

追梦人寻梦圆梦的家园。

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远在路上。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海南上下继续发

扬特区精神，凝聚助推发展的磅礴伟力，就一定能打

好打赢海南自贸港建设这张牌，建设新时代更加开

放、更有活力、更为国际化的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

海南经济特区的建立，把位于南

海边陲的海南岛变成了改革前沿。30

多年来，海南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

下锐意进取、勇立潮头，继承发扬

特区精神，使海南各项事业得到

快速发展，主要经济指标实现

了高速增长。这充分证明了

党中央关于兴办经济特区的

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创造人

民美好生活的必由

之路。

海南应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

兴。从建省办经济特区时的道路探索到不断

纠错，从率先确定生态建省到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从国际旅游岛建设到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宏伟蓝图……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制度优势。

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赋予经济

特区新的历史使命。2020 年 6 月，《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出台，为海南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海南经济特

区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赋予海南的重

大历史使命，我们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立足“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以矢志

不渝的奋斗精神，打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新标杆。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心怀国之大者，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发扬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埋头苦干的精神，坚定不移推进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努力把海南经济特区打造成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试验平台，争做

改革开放的实干家和开拓者。

日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项目 2021 年

度第二批集中开工活动在全省各地同步举

行。“十四五”开局之年，海南省正加快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

设，一个个项目、一项项投资密集落地落

实，一个全新的海南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回望来路，33 年前的那个春天，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掀开了海南大开放、大发展的

序幕。自此，一个封闭落后的边陲岛屿，一

跃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

着眼开放全局落子

从“没有一个红绿灯”的落后海岛，发

展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国际旅游岛，海南省用

33 年实践书写着“当惊世界殊”的特区故

事。33 年前，中国共产党海南省委员会、海

南省人民政府在海口市美兰区海府路 59 号挂

牌。今天，门楼仍然矗立在那里，成为海府

路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1987 年 6 月 12 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

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

南岛经济特区。”这段谈话第一次向世人透露

了建设海南大特区的宏伟战略。

1987 年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布 《关于建立海南省及其筹建工作的通知》。

为了加快海南的开发建设，国务院提议把海

南从广东省划出，成立海南省。1988 年 4 月

13 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通过 《关

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

区的决议》，标志着海南省和海南经济特区正

式诞生，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在祖国的南海

上崛起。

1988 年 4 月 26 日，原中共海南行政区

委员会、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大门口红灯

高挂，彩旗飘扬，人头攒动。人们从四面

八方涌来，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中国共产党

海南省委员会、海南省人民政府衔牌悬挂

仪 式 。 从 此 ， 海 南 成 为 中 国 最 年 轻 的 一

个省。

惟改革创新者胜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

大潮中的一次创举。那时，海南是经济总量

不及全国 1%的欠发达经济小省。和其他 4 个

城市型经济特区不同，海南拥有广大农村，

基础薄弱，经济落后。要在这样一个地区实

现经济快速增长、城市快速发展，面临的困

难和挑战可想而知。

当好改革开放试验田，建好全国最大的

经济特区，惟有改革。曾经的亲历者、海南

省行政学院原院长廖逊深有感触地说：“当时

有几个非常精彩的口号，一个是‘先立规矩

后办事’，也就是依法办事；另一个是‘减少

看门售票的，增加打扫卫生的’，用今天的话

讲就叫‘服务型政府’；还有一个就是‘拿官

员手里的权力开刀’，让官员手中的审批越少

越好、越透明越好、越干净越好。”

1988 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1988 年，率先进行省级机构改革试

验，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探索“小政府、

大社会”管理架构；1991 年，率先实行粮

食购销同价改革，推行全民所有制企业股

份制试点，全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

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唯一的省级经

济特区，海南省立足省情，深化改革的步

伐一刻未停。

“海南建省 30 多年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改

革开放。”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迟福林说。

争 做 实 干 家 开 拓 者
海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海南师范大学分中心特约研究员 谢君君

打牢人才基础

人才聚，海岛兴。无论是建省办经济特区

之初，还是今天建设自由贸易港，人才都是重

要基础。

1987 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消息传

出，其宽松的政策环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闯

海人”，形成了“十万人才过海峡”的大潮。

琼州海峡一票难求，海口各招待所人满为患，

“闯海人”也由此成为许许多多赴海南追梦人

的代名词。

海口市海秀路与博爱路、海府路交叉位置

的三角池，曾是“闯海人”到达海南后聚集的

地方，很多第一次来海南的年轻人都喜欢到这

里互通信息。同样火爆的还有离三角池不远的

东湖“人才墙”。当时，很多“闯海人”和用

人单位都习惯把自荐书和招聘表贴在东湖附近

的一处房屋外墙上，贴得多了就成了人们眼中

的“人才墙”。虽然三角池和“人才墙”早已

变了模样，但经常还有“闯海人”到此追忆旧

日时光。

“那个时候，天南地北各种方言在海口大

街上都能听到。陌生的面孔，熟悉的乡音，让

人感到特别亲切，尽管距故乡千里之遥，举目

无亲，但内心并不感到孤独。”回忆起建省初

期的人才热，当年的“闯海人”乐冰兴奋地

说，“伴随着海南的成长，我也在成长”。

如今，自从海南全面放开落户限制以来，

落户海南再次成为一股潮流。数据显示，今年

春节后2月18日至3月11日，省外户籍迁入海

南 省 人 数 为 8118 人 ，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48.64%。为更好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海南实施了“百万人才进海南行动计划”。自

2018 年 4 月 13 日到 2020 年底，海南共引进人才 20.8

万人。

海南省委人才发展局副局长夏琛舸表示，海南实施

更加积极、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坚持引进培养“双

轮驱动”，引育聚用强支撑。这些齐聚琼岛的英才，正

在为新时代蓄势腾飞的海南打牢坚实的人才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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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区一角（无人机拍摄）。 李天平摄

这是位于海南省儋州市的莲花山景区（无人机照片，2020年12月29日摄）。在这里，矿坑化身人工湖，采

石矿边坡改造成雕塑，废弃矿山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近日，海南海文大桥北港岛互通工程建成通车（2月

6 日无人机照片）。该工程在海南海文大桥和海口北港

岛之间新建两条上下平行匝道，结束了海口北港岛居民

靠船出行的历史。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