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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四川成都市温江区以赋予农民更多

财产权利为核心，以农村产权对接金融

市场为纽带，通过建立“一平台四机制”，

积极探索农村要素对接金融市场的有效

路径，有效激发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截至2017年，辖区内13家银行

累计发放农地贷款313笔10.42亿元，

贷款余额3.78亿元，农地贷款加权利率

仅为6.49%。

成都市温江区“一平台四机制”
推进农村金融发展

0版1

改革视野编辑部

执行主编：谷亚光

新闻热线：（010）56805066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2018.11.26
星期一

一席谈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
40年间，他们挥洒汗水，
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他们点燃青春，为社会
发展贡献力量；凭借他
们的勤劳踏实，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谱
写一曲曲时代赞歌。

□ 叶昊鸣 齐中熙 邬慧颖

改革开放40年间，我国大地经

济腾飞，风云激荡——泥墙瓦房变为

高楼大厦，险峻天堑化为开阔通途，

乡镇渔村成为现代都市……

史诗般的壮阔变化，离不开一个

特殊的群体——打工者。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40年间，

他们挥洒汗水，为经济建设添砖加

瓦；他们点燃青春，为社会发展贡献

力量；凭借他们的勤劳踏实，为我国

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谱写一曲曲时

代赞歌。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
自归巢”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我

国历史进入崭新的篇章。

就在同一天，深圳市的“前身”广

东省宝安县成立了一家“石岩公社上

屋大队热线圈厂”，成了全国第一批、

深圳历史上第一家“三来一补”企

业。江惠群和她的24名姐妹走进这

家企业，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早的

“打工妹”。

“当时用的是香港淘汰下来的旧

机器，用脚踏、手摇生产电吹风里的

电热线圈。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不

用再下地种田，工资还比种田的收入

高3倍。”今年72岁的江惠群说。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8.3亿劳动

力资源中，有5.9亿在农村。伴随着

改革开放，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

民走上自主择业之路。而率先开放

的沿海地区，接纳了这股庞大的进城

务工流。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每年

上千万务工大军云集广东。全国跨

省流动就业中，广东占了1/3，近几

年达2600万。”广州铁路局集团党校

教授金一兵告诉新华社记者。

40年斗转星移，打工者流动的

轨迹也在悄然变化。

“以前外出打工好，现在回家创

业好。不仅能照料家人，还能干出一

番事业。”48岁的四川眉山人刘贵良

此前在深圳建筑行业工作，随着家乡

创业环境的优化，他最终返回家乡创

办了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

在当地就业部门扶持下，刘贵良

申请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学习

了新技术，蘑菇的产量与品质不断提

高。如今，合作社一年生产鲜菇300

吨，销售额200多万元。

“今年上半年，眉山市省外务工

回流人员4万多人，其中实现再就业

3.5万人，新增创业人数7655人，创

业吸纳就业22,160人。”眉山市就业

局局长朱蜀骥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

示，2012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为

3.0%，至2016年持续下降至0.3%。

2017年虽有上升，增速达到1.5%，

但也只达到了2012年增速的一半。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自归

巢”，40年打工者流动轨迹的变化映

射出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

“工资落差”逐渐弥合，还是“亲情权

重”不断加大以及各地不断吸引人才

回归的利好政策，都在打工者心中

“回家”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

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

“1983年，我离开村子来到郑州

打工，当时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就是搬

砖提灰，吃的是集体大锅饭，住的是

临时搭建的窝棚，条件很恶劣，但每

天却能有一块多钱的工资，这笔收入

在农村非常可观。”河南省潢川县双

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支部书记黄

久生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

出大力、流大汗,那时的打工者

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术，只要能吃

苦就行。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

是当时打工者的“标签”。

“有时候订单多、催得急，我们就

要几天几夜不合眼地工作。”1989年

曾在东莞一家玩具厂打过工的全国

人大代表王馨表示，相比守着河南老

家一亩三分地，那时在工厂工作一个

月可以拿到200多元的工资。

而当时间的车轮驶向21世纪，

一些新的变化需求也在悄然出现。

插引、合模、装药、封口……一条

长约200米的全自动组合烟花生产

线，仅需11名员工就能完成原先需

要300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过去我们主要选用的是基层的

手工生产人员，而现在我们则把用工

需求转向了懂开发、懂操作、懂机器

的技能人才上面。”湖南中洲烟花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昌开介绍，现在公司

招收的员工大部分是本科及以上的

科技研发人员以及拥有熟练操作技

术经验的技术工人，公司每年10%

以上的收入投入到技术研发和技术

人员的薪酬上。

除了技术革新带来的劳动力结

构和数量的变化，新业态带来新兴职

业体系的扩张，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

求的逐步提升，也倒逼越来越多的打

工者主动加强学习、提高技能，向专

业型、技术型人才靠拢。

“一双鞋，我不用看，只要用手一

摸，就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皮料，走的

是什么板型，用了多少鞋胶……”说

起制鞋这个已经做了20多年的老本

行，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的邱世锦就

停不下来。

因家中农忙，初中辍学的邱世锦

选择进城打工。一开始仅仅只是剪线、

配料、打包、刷胶水等制鞋的简单工序，

但通过勤奋学习和向老师傅们讨教

经验，短短几年，邱世锦从一个普通工

人成长为车间的高级管理人员，并成

功拿到了相关资格证书，实现了从

“庄稼汉”向“高级技工”的华丽转身。

从传统的泥瓦匠，到现在操作复

杂机器的技术工人；从双手翻飞不知

疲倦的技术女工，到证书在手、技术

娴熟的专业工匠。40年时间见证了

我国多数地区完成了从手工生产到

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的转变，也见证

了一代代打工者在城市中通过努力

和奋斗所实现的自我提升。

从“外来者”到“新市民”

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在城

市安家落户，初中毕业生张媚媚的奋

斗“逆袭”让她成了老家人眼中艳羡

的榜样。

1991年初，18岁的张媚媚走出

了老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

镇南兴村，来到深圳寻梦。靠着不服

输的劲头和乐于助人的品格，2005

年，张媚媚获得了“宝安区 2002-

2004年度先进劳务工”的光荣称号，

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随后，她用多

年积蓄和按揭贷款的方式买了房，在

深圳定居。

张媚媚的经历只是农村转移人

口市民化的一个缩影。

40年来，打工者们用自己的汗

水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而他们

所建设的一座座城市，也在用一项项

保障措施接纳他们。

来自四川的钟梦瑶自小在广州

长大，她的父母在广州市做环卫工已

有20余年。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就在

广州上学，但因为没有户口，她知道

总会被“打回原籍”。“那时候都不敢

和同学们处得太好。”钟梦瑶说。

2016年，广东省全面开放异地

高考，近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广东

户籍考生同考同录。钟梦瑶成为首

批享受到全面开放异地高考福利的

随迁子女。得知自己能在广州参加

高考，钟梦瑶长长舒了口气，“全家都

非常开心。”

“进城务工人员为广东的建设发

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女在

广东具有完整学籍，我们必须照顾这

些孩子的需求。”广东省考试院副院

长黄友文说。

“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命。”曾

经，这样的境遇让漂泊在外的打工者

心中充满了苦楚，他们对自己付出辛

劳的城市既充满憧憬，也或多或少有

着解不开的“疙瘩”。

40年光阴变迁，随着户籍、教

育、社保、就业、培训等城市待遇逐步

向外来打工者均等化开放，这些曾经

徘徊在城市“边缘”的人群，也终能以

城市“新市民”的身份，为我国城镇化

的进一步发展发光发热。(黄浩苑、

陈健、陈晨参与采写)

□ 本报记者 卢炳文

□ 张文彬

利用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

组成部分，正在助推广西钦州成为建

设“一带一路”南向通道陆海枢纽城

市。2018年，钦州市充分发挥钦州

保税港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钦州

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平台优

势，以园区为产业聚集平台、以全面

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产业布局融合为

重点“三个积极”发展，扎实稳步推进

对外开放合作领域改革。自治区商

务局数据显示，钦州市1月~9月利

用外资额（商务部口径）8236.6万美

元，居全区首位。新增外资项目6

个，走出去项目2个。

以园区为产业聚集平台
协调发展

改革创新是推动发展的第一动

力，钦州市商务局积极践行开放创新

战略，努力抓住各类发展机遇。制定

实施开放创新战略全面提升开放发

展水平的决定任务分解表，将任务细

化，有序推进，成立开放合作体制改

革专项小组办公室统筹各有关部门

抓好全市对外开放合作相关工作。

积极推进CEPA先行先试工作，钦州

保税港区顺利获评为广西第一批

CEPA先行先试示范基地。实行“专

口受理、优先办理、协同处理、限时提

速”的审批模式，对符合条件的港澳

服务提供者实施备案管理。

目前，钦州保税港区已落户港澳

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企业代表处12

家，主要业务范围涉及航运物流、整

车进口、酒类进口、跨境电商、汽车检

测、货运代理、国际贸易、加工贸易

等。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南向通道

陆海枢纽城市建设，钦州市13个项目

纳入2018年自治区推进的52个重点

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计划，进展顺利。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加快发展

在第15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

9月12日在南宁鑫伟万豪酒店参加

全区项目集中签约仪式，钦州市委常

委、副市长徐立京和李从佳副市长分

别参加项目签约见证仪式和项目签约

活动。活动中，该市参加自治区集中

签约项目共19个，其中内资项目16

个，外资项目3个，总投资783.4亿元。

今年签约项目呈现几大亮点：一

是全区签约项目总投资额最多，总投

资额达783.4亿元；二是中马钦州产

业园区200亿元12英寸大硅片项目

是全区单个最大投资项目；三是全区

50亿元以上签约项目最多，共8个；

四是重大高新科技项目多投资额大，

共4个：分别是投资200亿元的12英

寸大硅片项目、100亿元的苏州泰嘉

钦州超薄玻璃基板深加工项目、8.6

亿元的绿传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项

目和3亿元的浦北高迈汽车动力电

池模封装及电池包生产建设项目。

以产业布局融合为重点
促进发展

为推动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聚

集，钦州市商务局主动探索以优质

制度供给、服务供给、要素供给和完

备的市场体系，增强发展环境的吸引

力和竞争力。

积极探索重大项目改革。按照

CEPA先行先试工作的要求，在审批

窗口开设CEPA备案系统和绿色通

道，钦州市CEPA绿色通道在2017

年10月正式在行政审批局挂牌。

积极主动提高项目服务水平，定

期做好实际利用外资数据的统计工

作，保持与外商投资企业沟通联系，与

市直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对企业

投资运营状态的动态掌握，对全市实

际利用外资数据逐月进行跟踪、统计，

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做好外商投资企

业的前期服务和后期管理工作，帮助

外资企业协调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坚持驱动创新，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优化审批流程，行政审批提

质提速。

改革开放是本大书
“贸工技”一章很厚重
□ 萧 椽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近日在

2018年中关村论坛发表演讲，形容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的第一页是“张瑞

敏的不许随地大小便的车间”，第二页

是“所谓没有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

他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像是一本书，一

页一页装订而成，历史翻过第一页、第二

页……翻到今天这一页，中国专利数量

已经超越美国直逼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制造正在升级为中国创造，说明中

国经济进步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探

索、积累、脚踏实地向前迈进。

前段时间，有人因痛感我国缺少核

心技术，批评不少企业当年选择了“贸工

技”道路，而没有选择“技工贸”，认为这

是导致我国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重要原

因之一。这种批评道出了部分历史事

实，当年不少企业的确选择了一条先做

贸易闯出市场、通过贸易积累资金做大

蛋糕的道路，但是必须明确，这样做很大

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改革开放之

初，从中关村起步的高科技企业创业者

并非不知技术的重要，但他们很清楚，如

果选择技术立本、技术优先的“贸工技”

道路，通过技术创新取得核心性突破，并

且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市场规模效

益，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由于

技术迭代非常快，还需要全面科学的战

略布局，在当时国企体制占主导的局面

下，这些条件都不可能充分具备。

40 年前选择“贸工技”道路有一定

的历史合理性，随着改革开放规模扩大

和层面提升，我国高科技企业市场做得

越来越大，资金积累越来越雄厚，具有了

大量持续投入技术研发、科技创新的动

力，从“贸工技”道路转型为“技工贸”道

路的条件也逐渐成熟。特别是在改革开

放40年后的今天，随着国力的强盛、企

业的壮大、资本市场的成熟和互联网的

发展，我国政府和企业都具有了足够的

实力，为推动科技创新更上层楼精心布

局，为决胜核心技术领域国际竞争不吝

重金投入——因为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

的竞争将决定世界的走向，决定国家、企

业甚至每个人的命运，现在已经到了关

键的时刻。

史诗般变化离不开一个特殊群体
——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打工潮变迁透视

以“三个积极”发展推进对外开放合作
广西钦州市发挥钦州保税港区、钦州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国家级平台优势，

今年1月~9月利用外资额8236.6万美元，居全区首位

天天津自贸试验区津自贸试验区：：改革助力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
作为我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挂牌三年多来，天津自贸试验区改革蹄疾步稳，为天津市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写下生动的注脚。天津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90项任务和两批175项自主创新措施已基本完成；深化改革方案中的

128项任务已完成77项，其中2018年的84项任务已完成64项。图为天津港保税区一景。

新华社记者 李 然 摄

中小城市中的中小企业融资难是普

遍现象，其根源是企业缺少金融机构所

认可的抵押物。为缓解银企贷款需求不

匹配问题，福建三明市积极创新企业资

产抵押融资模式，成立园区资产收储机

构，为企业资产提供增信；同时，做好风

险把控，防止出现大规模呆坏账，取得了

积极成效。

福建三明市园区
创新抵押模式助企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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