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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海莺 鲍筱兰

上海，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度

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浦东新区，位于

上海的一隅，从全国第一个保税区，到第一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再到定位特殊经济功

能区的临港新片区，昔日黄浦江边的“烂泥

渡”蜕变成如今璀璨的“东方明珠”，改革开

放绘就了一幅浦东沧桑巨变的“传奇画卷”。

上海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

在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

后6次到上海考察调研。“继续当好全国

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这是

总书记对上海一以贯之的要求。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2023年11月

末12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

调，上海要在更高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开

放，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力。总书记此次

对上海提出了更高期许：“要全方位大力度

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加强改革系

统集成。”

行走在浦东这片改革热土上，感受最

深切的是其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精神和

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在新时代，浦东将

紧抓机遇、乘势而上，蓄势待发、再立潮头。

站位高 深化改革之路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

梳理浦东改革开放大事件，无一不是以更

高站位、更宽视野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

1990年，党中央果断作出开发开放浦

东的重大战略决策，向世界发出中国将继

续坚持改革、扩大开放的强烈信号。

2005年，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

套改革试点，一项项创新的改革事项在浦

东陆续开展。

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正式挂牌，从浦东传来的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先声被世界倾听。

2019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临港这片东海之滨

的创新创业沃土拉开如火如荼的建设帷幕。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上海市以及

浦东新区围绕“引领区”这一目标，大胆试、

大胆闯、自主改，浦东的“引领”作用得到充

分彰显。

2024年初，中办、国办印发《浦东新区

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

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东更

大自主权。

找准定位、明确使命，浦东，在改革开

放的道路上，始终勇立潮头。

黄浦雄浑，滚滚入海。1990年，随着

浦东开发开放号角吹响，我国设立了第一

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上海外高桥保税

区，浦东新区开始成为连接国际商贸的关

键节点。

时间进入到2013年，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经过缜密调研和深邃思考，

果断决策启动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项

重大改革举措。这是我国第一个自贸试验

区，先行先试的浦东重任在肩。

2018年11月5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增设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

战略。上述“三大任务”无不与深化改革开

放主线高度契合。

今年初，为国家“试制度、闯新路”的浦

东新区迎来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中办、国

办印发《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3-2027年）》，“首创性”与“引领性”

是方案的亮点。截至目前，139条改革试

点任务已落地67条，占比近50%，成效初

步显现。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30多年来，浦

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2020年，浦东以全国1/8000

的土地面积创造了 1/80 的国内生产总

值，书写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奇

迹。截至2023年，这一比例再创新高，提

升到1/75。

视野宽 创新突破之路

浦东大道141号，浦东开发陈列馆。

1990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

在此成立，此处成为浦东改革开放的起

点。在这里，一高一矮两个架子，加上一张

条桌，3平方米的空间构成了浦东开发办

公室最早的接待处。彼时，接待处不仅仅

是个“门面”，而且平均每天要接待近百人

次，发挥了重要的咨询和引导作用。对于

纷至沓来的外商，接待处就是他们对浦东

营商环境的初始印象。

2017年，浦东正式启动企业市场准入

“一网通办”，新注册企业可实现“当天预

约、当天办理”。从“跑N次”到“跑1次”

再到“跑0次”，“一网通办”在浦东跑出了

“极速”。截至2018年，浦东线上327项

区级涉企审批事项100%实现了“不见面

审批”。

从实施“先照后证”“多证合一”到不断

推进“证照分离”，不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

槛和制度性交易成本，而且这些源于浦东

深化改革而诞生的新词，也成为当时的网

络热词，而今已为大众所熟知。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浦东持续发

力推出了更多首创性、引领性的改革举措。

2020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智

能辅助审批研发和试点，通过AI信息识

别、核心算法、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审批

大脑”，让企业“零材料填报，一次办成”。

这套人工智能辅助审批系统已100%覆盖

涉企审批事项，整个过程仅用时10分钟，

极大提高了企业办事效率。

“经营许可证”是行政审批服务中的高

频事项，不断简化与加速的审批流程背后，

是政府职能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转变。

2019年7月，浦东新区“一业一证”改

革落地，把多个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

合许可证”，审批时限压减了近90%，申请

材料压减了近70%。

“‘一业一证’改革后，我只需在线上提

交申请，后台预审通过后，再提交一份材料

即可。到窗口递交材料时，就可以领到行

业综合许可证，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一

名经办了多家店面许可证件的品牌负责人

表示，“一业一证”大大方便了企业办理营

业手续。

正是这样的一项项首创性、引领性的

改革措施，让上海营商环境日益改善，经济

活力不断激发，打造了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增强了对国内外高端资源的吸引力。

力度大 扩大开放之路

从外滩隔江眺望，在上海陆家嘴金融

城，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大厦、金茂大厦、环

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错落有

致，勾勒出浦东美丽的天际线。

34年前，浦东第一高楼是24米高的

东昌路消防瞭望塔；今天，632米高的上海

中心大厦是浦东最高建筑。开发开放之初

的1990年，浦东地区生产总值为60.24亿

元；2023 年，浦东地区生产总值跃升至

16715.15亿元。

如果为这对有形和无形的“最萌身高

差”寻找成因，“开放”必然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答案。

“开放”是浦东与生俱来的使命和最大

特质。34年前，面对

改革开放如何突破的关

键抉择，党中央、国务院打

出了开发开放浦东这张“王

牌”。今天的浦东已建起一座

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

进的现代化新城，神话般地成

为上海的标志，成为改革开放的

象征。

——打造制度型开放示范窗

口。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再满足

于“对标”不特定国际标准，而是直接

“对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DEPA）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如果说之前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

河，现在的改革开放则是踩着CPTPP和

DEPA这些可见的“石墩”过河。

——建设开放创新生态。浦东推出

“揭榜挂帅”公共服务平台和大企业开放

创新中心计划，更好发挥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努力打造创新“核爆点”。围绕打造新

质生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浦东

不断优化产业布局、空间布局和服务体

系，精准精细抓好细分赛道，推进全产业

链发展。促进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浦东设

立引领区基金，推动“科技—产业—金融”

高水平循环。

——加快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浦东

推出“1+1+N”人才政策体系。国际人才

驿站投入使用，让入境人才感受“一出飞机

场，就到人才港”的一站式便捷服务。全球

揽才首批“明珠计划”人才获得认定。

可以看到，“开放”在浦东经济社会发

展大战略中的地位和分量。在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中，“开放”已内化在浦东发展理

念的基因之中。

东方风来，浦江奔涌。乘着新时代的

浩荡东风，“浦东号”航船扬帆再出发。

34年前，面对改革开放如何突破的关键抉择，党中央、国务院打出
了开发开放浦东这张“王牌”。今天的浦东已建起一座功能集聚、
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神话般地成为上海的标志，成
为改革开放的象征。

在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东方明珠、上海中心大厦、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勾勒出浦东美丽的天际

线。图为从苏州河畔眺望浦东陆家嘴。 新华社记者 刘 颖 摄

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人

民立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面深化改

革的价值取向。

——幼有所育。相继启动实施单独二

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做好

托育机构卫生评价工作，不断筑牢“幼有所

育”的民生保障。

——学有所教。实施“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

重大项目，全面实现了县域义务教育基本

均衡。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

生辍学自2020年底保持动态清零，长期存

在的辍学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为世界

提供了教育减贫的中国经验。

——劳有所得。2013年至2023年累

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1.4亿人。城乡居

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中等收

入群体超过4亿人。个人所得税改革惠及

2.5亿人。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深化中央管

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等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不断深化，“蛋糕”切得更好，收入分

配差距不断缩小。

——病有所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引导医疗

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取消实行多

年的药品和耗材加成，改革药品审评审批

制度，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下大力气啃“硬骨

头”，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医疗健

康服务。

——老有所养。探索建立国家基本养

老服务清单制度，以“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

等明确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目标，理顺养老

服务监管机制，推动“银发经济”健康发展。

——住有所居。以户籍制度改革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让

1.4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加大保障

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完善商品房相关基础

性制度，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和多样化

改善性住房需求。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

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房地产制度改革

为1.4亿多困难群众解决住房难题。

——弱有所扶。数据显示，我国基本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约13.34亿人，基本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覆盖人数分别达到10.7

亿人、2.4亿人、2.9亿人，建成了世界上规

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

民群众不分城乡、地域、性别、职业，在面对

年老、疾病、失业、工伤、残疾、贫困等风险

时都有了相应制度保障。

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正确

的道路从哪里来？从群众中来。”实践充分

证明，改革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改革创新最

大的活力也蕴藏在基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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