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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0 日，在“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型展览”的大国气象展区，参观者在体验“本色中国”VR
项目。 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
(记者王优玲、刘慧、刘开雄)国家
博物馆西侧广场，“伟大的变革”
5 个大字巍然矗立。展馆大门两
侧，“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标语格外引人注目。馆内
人头攒动，热情洋溢似火。

“伟大的变革——— 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展出已
有月余。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
件文献实物……全国各地观众
在改革开放 40 年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里，遇见自己，遇见一个
个重大历史“瞬间”。截至 15 日
闭馆时，累计现场观众接近 146
万人次。

40 年硕果累累，中国书写世
界“发展奇迹”———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
鳖。”国家博物馆一楼大厅两侧，
长征系列火箭模型、天宫号空间
站模型和蛟龙等深海探测装备模
型，展示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取
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太震撼了！来了博物馆，才
感受到国家的变化是如此之快，
如此之大。”国家电网高级工程师
罗天参观完所有的展厅后，站在
一楼大厅久久不愿离去。

第四展区第一单元的 LED
显示屏上，动态展示着我国经济
总量与世界部分国家的对比变
化——— 标示“国内生产总值排
位”的红柱上，中国一路超越。国
内生产总值从 0 . 37 万亿元增长
到 8 2 . 7 万亿元，城镇化率从
17 . 92% 增长到 58 . 52%，高铁
里 程 从 0 增 长到 2 . 5 万 公
里…… 1978 年和 2017 年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让参展观
众为之振奋。

北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与通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副教
授王洪泊说，看到国产的 0520 型号计算机感到特别亲切，
“当初用这种电脑学习 C 语言，而现在用的都是笔记本电
脑、智能手机。40 年来，我国信息技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跳动的数字背后，是人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7 亿多贫困
人口成功脱贫，从布票、粮票、肉票等各种票证到商店里极为
丰富的物质供给，人们的生活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发生了日
新月异的变化。

40 年风雨征程，平凡人奏出“时代华章”———
新中国第一张专利证书，改革开放后首张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首个私营企业执照，首张博士学位证书，第一份盲文
高考试卷……展厅里展出的无数“第一”，讲述着平凡人的故
事。

“是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推上时代潮头。”首个私营企业
执照的主人公，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
会会长姜维，站在他的执照展台前告诉记者。“我见证了非公
有制经济在党的领导下持续壮大的过程，我为我们国家能取
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感到自豪。”

挨挨挤挤的观众中，有一群面孔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那是四十年前的一个冬夜/我们要穿越到/安徽凤阳的

小岗村/只见昏黄的油灯下/映着茅草屋里的/十八个村
民……”北京第二十五中学的 40 位老师特地在安徽小岗村
18 位农民按下包产到户“红手印”的雕塑前，朗诵校友、词作
家塘萍创作的诗歌《小岗村的红手印》。

“听着这首诗，看着这雕像，想象着小岗村村民的壮举，
我不知道如何描述这激动的心情。”特地从安徽赶来看展的
张哲民说，我们生在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既有黄大年、廖俊
波这样推动时代前行的佼佼者，也有埋头苦干的无名拓荒
者。

在“美好生活”的新华社互动专区，来自山东的丁先生面
对镜头拍照，系统自动挑选一首 40 年间属于拍照人的经典歌
曲，扫扫二维码就能保存到手机。“给我选的是《七子之歌》，记
忆一下拉回澳门回归的时候。这种感情的唤起太珍贵了，当年
我才 11 岁。”

40 年矢志改革，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科技与历史的碰撞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当年的盛世和

现在的美好交相辉映。
“身临其境的体验太棒了，好像一场穿越回到了繁华的汴

京！”来自北京 57 中学的高二学生胡天为在看完《清明上河
图》穹幕影片后赞叹不绝。胡天为用单反相机拍下了这 6 分钟
的影片。“我和同学们对新时代生活的体验更加立体，对未来
更加憧憬。”

40 年伟大征程，激发观众们的逐梦豪情。大型展览自
11 月 13 日开幕以来，累计收到现场观众留言超过 166 万
字。

“今天是第三次来参观‘伟大变革’的展览，改革开放为我
们指明了新时代前进的方向。作为新时代的学子，希望更加深
入地参与到中国未来的改革中去！”

“国泰民安，国富民强，我们要感恩社会，感恩国家，加倍
努力，为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参加了改革开放后的各
个阶段的建设。今天看到了建设的成就，很自豪。前进，中
国！”

也许是地标建筑、也许是一张笑脸、也许是一片稻田……
33 米的行走、99 秒的穿梭，在“大美中国”影像长廊里，讲解员
蒋佳利告诉记者，许多观众会通过当中的一幅幅照片去寻找
自己与改革开放的“连接点”。

走出国博，观众的热情穿透冬日的寒冷。面向未来，踏上
新征程，改革开放进行到底的时代强音响彻长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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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 12 月 16 日电(记者何玲玲、
李亚彪、商意盈)40 年前的浙江，经济总量全
国列 12 位，人均 GDP 列 16 位。而今天的浙
江，农村居民和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分别连续 33 年、连续 17 年居全国各省区
第一，成为发展最快、最协调和活力最强的省
份之一。

时间是最伟大的书写者。浙江，这个当年
资源匮乏的“中等生”，通过改革发展、开放图
强，正蝶变为“排头兵”“模范生”。

敢为人先 活力迸发

靠着借来的 2000 元起步，从 20世纪 80
年代生产洗衣皂到如今横跨化工、物流、现代
农业等多领域，总资产超过 500 亿元的传化
集团驶上了一条发展高速公路。“我年轻时生
过重病，家中负债，逼着父亲和我走上创业
路。改革开放给了我机会和舞台，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董事长徐冠巨说。

改革开放之初，敢为天下先的首创精神，
让压抑已久的民间活力，像山洪一样被释放
出来！

1984 年，数千户温州农民集资 2 亿多
元，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从滩涂上拔地而起；

1994 年，深受交通不便困扰的温州个体
和私营企业主出资，参与建成中国首个民间
投资为主的机场；

2003 年，浙江民营企业占股 55%，杭州
湾跨海大桥打下首根钢管桩；

2014 年，阿里巴巴登陆纽交所，成为美
股史上最大规模 IPO ……

如果说浙江过去的 40 年是一部为发展
闯关、为改革探路的传奇史诗，那些洗脚上

岸、历经千难却始终倔强前行的万千草根力
量，则是这部史诗的书写者。

“造车有什么难？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张
沙发吗？”当年让“汽车痴人”李书福没想到的
是，民营企业拿到汽车准生证比造车还难，可
他没放弃，直到把吉利汽车开出国门、驶向世
界。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把发展权交给民众，

是浙江改革开放的重要启示之一。

借力改革，民营企业创造了浙江 56%的
税收、65% 的生产总值、77% 的外贸出口、
80%的就业岗位。

借力开放，从企业和产品走出去、资本走
出去，到模式走出去，万千浙商遍布全球各
地。10 . 18 万平方公里的浙江、中国的浙江、
全球的浙江，“三个浙江”交相辉映，撑起了这
个沿海省份的独特开放格局。

无中生有 点石成金

踏入义乌收藏品市场 43 号的杨家画廊，
一幅“敢创”的书法赫然入目，这是画廊主人
杨兴桂的作品。这两个字，是他的老伴、曾拿
到义乌市场 001 号营业执照的冯爱倩老人和
万千商贩的真实写照。

20世纪 80 年代，摆地摊的冯爱倩拦住
时任义乌县委书记，一句“为什么不让百姓摆
地摊”的追问，触动县委调查研究，为地摊市
场和农民经商松绑。义乌市场由此起步，一座
没有地理优势和物产资源的小县，成为全球
最大小商品集散地，创造了“无中生有”的改
革开放奇迹。

不出产皮毛，却崛起了全国最大的皮革
市场，这是海宁；

没有名山大川和历史古迹，却成为“东方
好莱坞”影视基地，这是横店；

不出产红木，却生产出全国三分之一的
红木家具，这是东阳……

奇迹源于改革。

浙北德清，新时代改革重镇，承担了 65
项省级以上改革试点。浙江省地理信息产业
园内，现代化高楼鳞次栉比，过去 6 年间，这
块土地上长出了 50 多幢产业大楼。通过改革
和市场化机制创新，吸引创客入驻，产业不断
汇聚，这个无地理信息行业优势、“零”产业基
础的小县城，成为首届联合国世界地理信息
大会举办地，地信产业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奇迹源于开放。

东海舟山，汽笛长鸣，一艘油轮正在泊
靠。“不产一滴油”的浙江抓住自贸试验区和
“一带一路”机遇，把油品全产业链建设作为
开放发展的重大举措，59 项制度创新，让
“无中生油”的舟山跃居国内第一大供油港。
今年 10 月，第二届世界油商大会在此举办，
世界石油公司、油气贸易巨头纷纷参会、签
约。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

壮成长”

天蒙蒙亮，市场里就已人声鼎沸，人们在
商品的海洋中忙着揽客……谈起改革开放之
初市场经济的火热情景，温州市委党校教授
朱康对认为，当时政府放手发展市场，就是
“有为”和最大的担当，从而催生和造就了万
千市场经济的弄潮儿。

进入 21世纪，曾一路高歌猛进的浙江率

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产业低下，增长粗
放，市场经济秩序不规范，生态环保问题突
出……

2003 年，浙江省委提出指引改革发展和
全面小康建设的“八八战略”，在浙江大地上
擘画了一幅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
展图景。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造就万千美丽乡
村；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让浙江制造脱胎
换骨；

“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为发展保驾
护航……

“八八战略”指引下，浙江充分用好“看
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形成市场作用
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促进
的格局，政府甘当“店小二”，“最多跑一次”

改革走向全国。“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时
时校准着政府与市场的方位，不断解放生产
力。

2018 年 11 月，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人
士新时代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表彰大会在省人民大会堂举行，55 位做出突
出贡献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受到隆重表彰。
浙江还在 10 方面出台实施 31 项举措，为民
营经济增氧、造血、强体，推动民营经济再创
辉煌、再立新功。

走进杭州“梦想小镇”，“我负责阳光雨
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标语随处可见，昔日
“粮仓”变身“良仓”，成为创业创新的孵化平
台，无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造梦、圆
梦，新一轮高质量发展的种子在这里孕育、萌
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人，
正面向大海，扬帆远航！

为发展闯关 为改革探路
浙江改革开放 40 周年蝶变记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记者吴剑锋)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与时代同框”活动
15 日亮相北京、上海、深圳三地。

在 15 日至 20 日活动期间，市民可在北
京国贸商城、上海北外滩、深圳市民中心和
深圳湾创业广场附近看到 4 个红色巨幅相
框。参与者走近相框，现场的预置相机将会
拍下用户与相框的合影照片，并将其加工为
明信片和电子版照片。

在活动举办地，红色的巨幅相框吸引了
不少市民。15 日这天，在深圳市民中心的相
框前，何文骞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念。“1992
年，我就在这里进行过园林景观设计，当时
中心区还是一片黄土地加几个小土坡，这张
照片拍的深南大道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我
们测量过，再手工绘图设计出来的。这几十
年里看到中心区域一栋栋高楼如春笋般长
起来，我觉得非常自豪。”

在深圳湾创业广场，透过红色相框可以
看到几名“蜘蛛人”悬在半空擦着外墙玻璃。
休息日不休闲已是深圳人的常态，改革开放
初期那句著名的标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
是生命”已经给这座城市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周末的北京国贸商圈人潮如织，“70 后”
王乐武是这个商圈发展万千见证者之一。
2000 年时，他就在国贸一家外企做高管，当 时这里高楼还不多，如今，国贸 A 座已是目 前北京投入使用的最高建筑。王乐武感慨，过

去这里入驻的大多是外国企业，现在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在这里安家。

在上海北外滩，尽管细雨绵绵，游人“与
时代同框”的兴致丝毫未减。作为上海航运业
的发源地——— 40 年前的北外滩货轮穿梭、老
式街坊密布，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高端服务
业的集聚区。全球知名企业、国际组织纷纷入
驻，产业转型正在走向纵深。上海从改革开放
40 年的大潮中走来，“与时代同框”的巨大相
框犹如通向未来的时空大门，人们可以从这
道“最美天际线”中畅想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的
美好未来。

在体验线下活动的同时，市民还可参加
“与时代同框”线上 H5 活动。系统会根据用
户上传的头像，将其融合进画面中各个时代
的人物上，随机生成一个跨越时空的对比相
册。用户通过相册可以感受这段辉煌的岁月。

此次活动的创意来源于新华社的微纪录
片《父亲·我们·时代》。纪录片以油画作品《父
亲》为起点，让巨大的红色相框穿梭在祖国大
好河山，通过相框，观众可以看到改革开放
40 年来人民生活的改变，也能在历史的行进
中看到一代代人的顽强拼搏。

本次活动由新华社全媒报道平台联合腾
讯举办。(参与记者：魏骅、贾远琨、毛思倩、张
骁、潘旭、魏蒙)

“与时代同框”活动亮相京沪深三地

▲ 12 月 15 日，在深圳市民中心平台上，一名儿童展示“与时代同框”活动上拍摄的照
片。 新华社记者毛思倩摄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6 日电(记者刘红霞、
于佳欣、张欢)1979 年仲夏，伴随一阵开山炮
响，中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园区——— 招商局
蛇口工业区，从滩涂中奠基起步。

2018 年初冬，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
前海蛇口片区蛇口港内，机车穿梭，船舶往来
不绝。

“招商局开发建设蛇口的 40 年，是党的
坚强领导、远见卓识引领蛇口高举改革开放
大旗、勇做时代弄潮儿的 40 年。”招商局集团
董事长李建红表示，凭借敢为天下先的闯劲
和真抓实干的韧劲，招商局在建设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道路上将谱写新篇
章。

致敬：以首创精神搏发展之路

7 . 3 万亿元，这是 2017 年底，招商局集
团总资产规模。改革开放之初，这个数字不足
1 亿元。

40 年改革开放，招商局，这家创立于
1872 年的民族工商企业，在深圳热土上实现
跨越式发展。

“40 年改革开放，招商局的事业伴随着
深圳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成长不断发展。”李建
红说，40 年来，集团总资产和利润年度复合
增长率分别达到 31% 和 25%，成为八家连续
13 年荣获国务院国资委经营业绩考核 A 级
的央企之一和连续四个任期“业绩优秀企
业”。

发展秘诀是什么？改革、开放、创新！持
续、勇敢地改革、开放、创新！

率先引进外资、率先实现超产奖励制、首
开全国招聘用人制度先例、率先改革工资分
配制度、率先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第一个实行
职工住房商品化……充分运用中央赋予自主
权的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大胆突破，率先进行
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

“‘招商血脉、蛇口精神’，其核心是改革创
新。”李建红说，努力做到“工”善其事、“货”畅
其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40 年来，蛇
口始终保持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相互激荡、
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促进。

思想解放了、观念更新了、行动跟上了，
经济越搞越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 南山开
发、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股份制银
行——— 招商银行、中国第一家由企业创办
的商业保险机构——— 平安保险、全球最大
的集装箱制造企业——— 中集集团、创新型
企业——— 华为集团……一大批具有“蛇口
基因”的优秀企业由此生根发芽、走向世
界。

奋进：在“不毛之地”上创造奇迹

创业艰辛百战多。
1979 年初的蛇口，还是一片荒芜的海边

滩涂、不毛之地。但仅用 4 个月，这里完成了
蛇口开放的一期基础工程的勘探设计工作。

回顾往昔，李建红说，蛇口“拓荒牛”用自
己的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生动诠释
了“蛇口精神、蛇口速度、蛇口效率”，蛇口速
度闻名于世。

1981 年，蛇口工业区提出“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如一声春雷响彻
神州大地，以全新的发展观念迎来蛇口发展
的春天；

改革激发活力。40 年来，蛇口坚决破除
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率先进行工程招投标、干
部人事、劳动用工、分配、住房、保险等一系列
制度改革，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开放倒逼改革。40 年来，打开大门的蛇
口努力为外商提供遵循市场规律的良好环境
和优质服务，吸引大量“三资”企业涌入，走出
了一条以外资为主、内外资相结合的内涵式
发展道路。

今天，蛇口工业区已经变成广东自贸区
深圳前海蛇口片区，“蛇口模式”也广受推
崇。

李建红说，招商局开发建设蛇口的 40 年
让我们更加坚信：实干是成就事业的必由之
路，也是面向未来的法宝。

远见：“引进来”“走出去”双向发力

诞生于晚清洋务运动时期的招商局，仍
是那个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招商局。

走过改革开放 40周年征程的招商局，已
然不是那个只做传统买卖的招商局。

当年“引进来”，今日“走出去”。党的十八
大以来，招商局紧紧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
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大步前行。

与中国外运长航战略重组、建立市场化
的资本结构和资源配置模式、在 20 个国家和

地区布局 52 个港口、不断增加中欧物流大通
道班列频次……招商局的国际因子不断跳
动。

“我们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加大
‘引进来’的力度，更要加快‘走出去’的速度。”
李建红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表
示，“一带一路”是招商局与各国伙伴开展合
作、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

初冬，非洲东北部，吉布提共和国，一块
用中、法、英三语写就的“时间就是金钱，效
率就是生命”宣传牌，在自贸区门前格外醒
目。

“我们要把蛇口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和
‘前港-中区-后城’的成功商业模式，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分享。”李建红说，
“目前我们已经在吉布提、斯里兰卡、白俄罗
斯等国建立了园区，做出了一些成功的尝
试。”

与中国同事共事 5 年的吉布提员工查玛
克·阿布迪，对未来颇有信心。“相信在双方共
同努力下，必定能帮助我的家乡实现更快发
展，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是创造一段新的历
史。

总部位于香港，招商局发展中既享受在
港企业的环境优势，又保有央企的资源优势。

“未来，招商局的发展机遇，也必须结合
国家改革开放的布局，围绕‘国家所需、香港
所长、招商所能’进一步发挥香港的作用。”
李建红说，应使香港的环境特质和央企的业
务布局相得益彰，进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
局。

以蛇口精神书写新的春天故事
招商局改革开放 40 年历程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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