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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评

图说新闻

本报讯 记者袁琳报道 10月17日

是国家第 7 个扶贫日。为深入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

的学习研究，交流学习体会，研讨理论

和实践成果，10月12日，中央宣传部、

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联合召开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研讨

会，这是2020年国家扶贫日系列活动

的第一项重要活动。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

在研讨会上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扶贫

工作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引脱

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成就，是夺取脱贫

攻坚战全面胜利的科学指南。

刘永富强调，我们将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指

引，认真做好收官之年各项工作。努力

克服疫情影响，挂牌督战深度贫困，认

真查缺补漏，做好稳岗就业，实施消费

扶贫行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编审

委主任陈理表示，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突如

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出了

一道“加试题”。各部门要认真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发扬连续作战

的优良作风，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对标“两不愁三保障”，瞄准突出问

题和薄弱环节，一鼓作气、再接再厉，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跑好“最后一公里”，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确保脱贫攻坚

如期实现。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郭兰峰在研

讨会上介绍，近年来，国家发改委坚持

搬迁安置与脱贫发展并重，政策供给与

监督考核两手抓，主要狠抓五方面工

作：一是政策设计，印发相关规划，制定

管理办法，协调配套政策，搭建起了新

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四梁八柱”政策体

系；二是工作指导，多次召开现场会、电

视电话会和推进会，对不同阶段的重点

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三是资金供给，总

筹资达6000亿元，加上同步搬迁人口

的投入，初步测算超过1万亿元；四是

后续脱贫，衔接产业扶贫、转移就业扶

贫、生态扶贫、资产收益扶贫、低保兜底

等多项政策，努力实现搬迁一户、脱贫

一户；五是督促整改，建立常态化稽查

机制，实行落实情况“回头看”，以督促

检查之严促搬迁工作之实。

截至目前，“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

建设任务已全面完成，累计建成搬迁安

置区3.5万个、安置住房266万余套，

960多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已全部搬

迁入住，超过98%的有劳动力的搬迁家

庭实现了至少一人就业。

据了解，中国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

的97.5%下降到2019年底的0.6%，累

计下降96.9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3个

百分点。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

授孙咏梅谈道，“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为中国脱贫攻坚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而中国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也体

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优势，必须

把它放在一个长周期的历史进程中来

考察。”

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赵嘉鸣、云南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舜，贵州省政协副

主席、毕节市委书记周建琨，财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负责人，四川

省广元市委、陕西省平利县委主要负责

人，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重庆

市涪陵区社科联的两名优秀征文作者

作交流发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

责人、全国扶贫领域专家学者、优秀论

文作者代表、新闻媒体代表共110余人

参加研讨会。

□ 本报记者 王健生

今年10月7日，厦门经济特经区迎

来40岁生日。1980年的这一天，国务

院正式批复同意在厦门湖里地区划出

一块2.5平方公里的土地，设立经济特

区。厦门与深圳、珠海、汕头一起，成为

中国最早设立的4个经济特区。

40年来，厦门勇于实践、敢于突破，

在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追风踏浪，在对

外开放的“窗口”放歌逐行，勇当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排头兵，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地处海防前线的海岛小城

华丽转身，嬗变为高素质高颜值的现代

化国际化城市。

对外开放 共赢世界

“厦门，寓意‘大厦之门’，我们也可

以把它理解为对外开放之门，衷心希望

把这个对外开放之门建设得更快些更

好些。”1986年 6月，时任厦门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在一次讲话中

这样说道。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厦门以

海洋般的开阔胸怀，吞吐着世界的风起

潮涌，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的脚步越来

越大。

率先引进国外资本、技术、人才和

先进管理经验，率先实现了从出口加

工区、保税区到自贸试验区的迭代升

级……40年来，厦门不断提升开放的

双向辐射功能，成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

大循环的一个重要节点和国际交流交

往的重要窗口。

开放成了厦门的鲜明底色。

几组数据勾勒厦门开放图景。截

至今年上半年，已有1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外商到厦门投资创业，累计实际利

用外资318亿美元，63个世界500强企

业在厦门投资114个项目，外资企业贡

献了全市约70%的工业产值、60%的经

济增长和40%的进出口。截至目前，厦

门企业已在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

资1328个项目，协议投资总额153.3亿

美元，其中中方投资138亿美元。40年

来，厦门货物贸易年均增长19%，“厦门

制造”已销往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进出口总值占据全省半壁江山，外贸依

存度、外贸综合竞争力均居全国前列。

几个实例彰显厦门开放成果。厦

门加快建设通达全球的国际交通网络，

将航空网络扩展至欧洲，并实现了对大

洋洲、北美洲的覆盖；厦门国际邮轮母

港，现已成为全国四大邮轮母港之一；

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及金砖国家的

互联互通，促进双向贸易强劲增长，人

文交流的纽带紧密连接；中欧(厦门)班

列开通至欧洲、中亚及俄罗斯3条国际

货运干线，主要通达12个国家、34个城

市，并实现与东南亚地区海铁联运，构

建起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开

放新格局。

在今年9月8日举行的国际投资论

坛主旨大会上，来自各国的政要代表通

过视频表达了寻求商机、携手合作共赢

的愿望。同日，来自35个国家的60多

位驻华外交官联袂出席2020厦洽会驻

华外交官招待会，共谋合作良机，聆听

厦门与世界开放合作的声音。

在危机中寻觅商机，在迷雾中拨云

见日，厦门主动作为、勇当先锋的背后，

彰显的是中国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不断

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势的决心。

特区设立40年来，厦门爱拼敢赢，

大胆探路，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对外

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改革创新 敢闯先试

改革创新，是经济特区的根和魂。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

创新是关键的一招。

伟大的变革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

开波澜壮阔的画卷。而历史，透过一个

个重要时刻，为其标注下鲜明的印记。

1981年，湖里荒地一声炮响，拉开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帷幕；1982年，第

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印华地砖厂落户湖

里加工区，成为外商进入厦门经济特区

的“第一只探路蚂蚁”；2017年，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习近平主席向海

内外嘉宾推介厦门，称“厦门的发展就

是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历程的一个缩

影”……厦门特区纪念馆，一幅幅历史

画面，涌动着厦门儿女的澎湃激情，汇

聚起万众同心的磅礴力量。

秋日的阳光，温暖明亮。白色的

“鹭江号”游艇，静静地停靠在厦门特区

纪念馆。

“鹭江号”见证了厦门经济特区的

发展与繁荣，许多当年与特区建设发展

密切相关的重大决策，都酝酿于“鹭江

号”上。1984年2月，邓小平到厦门视

察，乘坐的就是“鹭江号”。视察期间，

他写下了“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

些”的题词。也就是在那之后，根据

邓小平的提议，厦门经济特区从2.5平

方公里扩大到全岛131平方公里。从

此，厦门的发展摆脱了特区地域狭小的

束缚，阔步前进。邓小平饱含期盼的题

词，也一直激励着特区人民不断开拓进

取，奋勇前行。目前，厦门经济特区已

扩至全市1699平方公里。

本报讯 走进位于湖南省株

洲市天元区的“第四代住房未来

社区”项目（即城市森林花园建

筑）施工现场，可以看到技术人

员和工人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进

行测量放线、承台浇筑、顶板模

板安装等作业流程。该项目建

筑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由新

疆天地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

是湖南省首个第四代住房示范

项目、株洲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建成之后将呈现第四代绿色生

态建筑的标志性工程，并有望推

动住房领域技术改革、居住模式

和社会环境变化。

据了解，城市森林花园建筑

（又称：第四代住房、立体园林住

房、庭院房），“层层有园林，户户

有庭院”，是一种全新的建筑形

式，体现出人们对“有家有院”的

本真需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内涵。它融合中国传统四合院、

欧美别墅、空中停车、空中园林、

垂直绿化等优势，使高层住房“如

同只有一两层高”的低层四合院，

即每两层住房的十几户人家，就

共有一座几百平方米的空中公共

园林，家门口就是一个方便交流

的“微社区”。

第四代住房经新疆天地集团

联合多个建筑专家团队历经7年

科研攻关，在行业内首次解决了

类似住房（即挑高两层大花园、大

阳台住房）长期以来都无法解决

的“黑窗户、黑房子、无私密性和

无安全性”等缺陷，先后获得中、

日、韩等几十个国家的发明专

利。其人性化设计、生态化底色、

科技化赋能，为“绿色建筑+”开

创新范例。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七一

城市森林花园”项目是四川省首

个第四代住房试点项目，因在居

住模式和垂直绿化等方面的创新

备受民众青睐，800多套住房开

盘即售罄，并荣获“亚洲不动产绿

色人居大奖”。

第四代住房虽然使居住拥有

了前庭后院，但其建筑占地和建

设成本却只与目前传统的电梯房

相当，这一先进技术可普惠到大众

百姓。第四代住房已有三种建筑

形式、上百种经典户型，可满足不

同阶层人士的品质需求、对美好

居住生活的向往。（黄 超）

（相关内容见4版）

厦门：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研讨会在京召开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强调，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指引，认真做好收官之年各项工作

新疆天地集团以生态建筑配套专利
建设人居示范工程

“城市森林花园建筑”
开启第四次住房革命

□ 沈 慎

一座城市的发展，再次牵动

世人的目光！在深圳成立经济特

区 40 周年之际，中办国办印发

《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0－2025年）》。从国家层面

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支持深圳

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

上推进改革开放，这在深圳发展

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新时

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全新探索。

从不为人知的小渔村，到跃

居经济总量亚洲前五的现代化大

都市，40年来深圳创造了举世瞩

目的发展奇迹，成为我国改革开

放的一面旗帜。从改革层面来

看，敲响土地拍卖第一锤、第一次

打破“大锅饭”、率先启动商事

制度改革、首创“前海模式”……

一批批“深圳创新”走向全国；从

开放角度来看，第一家外资银行

落户深圳、创办第一个出口加工

区……在开放潮流中，深圳始终

勇立潮头。深圳建设发展取得的

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赴深圳考察调研，多次就深

圳建设发展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2019 年 8 月，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做出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行示范区的重

大决策。从改革开放的“试验

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深圳

的新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代深

圳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起点。肩负

新使命、踏上新征程，如何形成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重大制度成

果、为全国制度建设做出重要示

范？如何续写深圳建设发展的新

辉煌？需要深圳在新起点上继续

奋勇当先、勇于攻坚克难，不断深

化改革、持续扩大开放。

对深圳而言，当务之急是要

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将建设

发展的蓝图变成现实。这次中办

国办印发的方案，从“完善要素市

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打造市场化

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完善科

技创新环境制度”“完善高水平开

放型经济体制”“完善民生服务供

给体制”“完善生态环境和城市空

间治理体制”等方面，明确了深圳

建设先行示范区的指导思想、目

标任务、具体要求，可以说是创建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城市范例的

路线图、施工图。一方面要对标

对表方案要求，细化实施细则，

抓住时间节点，一步一个脚印推

动落实。另一方面要立足深圳

区位优势，最大限度利用好中央

给予的政策支持，继续大胆地

闯、大胆地试。

任何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

顺的。特别是在世界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加速演变、国内改革发

展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深

圳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

面临的任务更重、标准更高、难

度也更大。

站在40年的时间节点上，今

日之深圳积累下雄厚的物质基

础，具备了充足的治理经验和治

理能力，形成了对改革开放规律

的科学认识，拥有更加充足的底

气和信心实现既定目标。坚定必

胜信心、保持战略定力，朝着目标

奋勇前行，再出发的深圳必将在

改革开放的历史伟业中，创造新

的更大奇迹。

改革不停步 深圳再出发

守护泸沽湖守护泸沽湖
2018年，泸沽湖护湖整治行动，对80米

生态红线范围内的客栈等建筑实施拆迁并作

出安置和补偿。目前，沿湖160户生态搬迁

整治对象中，152户已经完成拆除，剩余8户

将于年底前完成拆迁。

除生态搬迁，云南省还对泸沽湖采取湖

长制、封湖禁渔和建造排污收集管网等措

施。今年“十一”假期，丽江市泸沽湖风景区

迎来5.9万多名游客。图为泸沽湖秋日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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