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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袁汝婷

51 岁的朱小红记忆最深的是奶奶常讲的“半条
被子”故事。

朱小红的家乡，是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
瑶族村。1934 年 11 月上旬，中央红军卫生部驻扎在
这里，徐解秀将 3 名女红军引入家中休息，同吃同住
好几天，结下深厚情谊。

“就在这张小床上，她们和奶奶合盖一床行军
被、一块烂棉絮和一件破蓑衣。”来到当年的祖屋，朱
小红指着墙角低矮、窄小的木床说，女红军临走时要
将行军被留给徐解秀，她不肯接受。“一名女红军将
被子剪成两半，把半条被子塞到奶奶手里，还说等革
命成功了，再带一整条新棉被来看她。”

年幼时，朱小红常听奶奶说起这个故事，也常见
她去村头的小木桥张望。“奶奶是在等 3 位女红军回
来。她告诉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共产党是自
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2016 年 10 月，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
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了“半条被子”的故事。
沙洲村，成了人们向往的红色村庄。短短两年多，这
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017 年，当地建成了沙洲红色旅游核心景区。
景区的建设，带动了沙洲村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
建设，村民生活得以改善。

春节前夕，记者在沙洲村看到，水泥路宽阔整
洁，家家户户修建得齐整亮堂。占地 1000 多亩的田
园综合体里，有餐厅、会议室、人工湖、花果园……

在徐解秀老人当年居住的老屋门口，84 岁的村
民徐良凤支起小摊，摆上了自家的梅菜、花生、地瓜
干。徐良凤笑眯眯地说：“有时候一天能卖几百块钱。”

往巷道深处走，记者遇见了 1994 年出生的奶茶
店主何柏蓉。“2015 年我来过，2017 年底再来却迷
路了，变化太大了。”这个大学毕业的城里姑娘决定，
要在沙洲村开一家奶茶店，“去年春节，店里游客都
坐不下了。”

“路通了，财就通了。”村民告诉记者，过去家
里种的辣椒，得挑着走两个小时泥巴路去集市换
钱，如今，路修到家门口，有人上门订货了。

村民朱志利在“半条被子”纪念广场上卖起了
土特产。有村民悄悄告诉记者，去年春节，朱志利
两三天就卖了 2000 多元货。

吃上“旅游饭”的，还有朱小红。
扶贫工作队进驻沙洲村后，结合红色旅游的

资源优势，办起了厨师培训班、乡村旅游培训班。
2017 年底，朱小红建起了沙洲村第一家集吃饭、住
宿于一体的土菜馆。在广东务工的女儿也回来了，
通过培训成了村里的导游。“土菜馆 1 个月毛收入

有 5000 块，女儿当导游每个月赚 2000 多块。”
两年来，各级党组织在此开展党性教育等活

动 1000 余次。这里还被评为湖南省美丽乡村建设
示范村。2018 年，沙洲村贫困人口 31 户 98 人全
部脱贫。

“建设红色旅游景区时，党员干部像‘钉子’一
样，每天‘钉’在工地上。大家都相信，‘半条被子’的
故事能给这个红色山村注入新希望。如今，希望成
真了。”文明瑶族乡党委书记廖玉康说。

“奶奶盼了一生，却没能再找到 3 位女红军。
可是，如果她能看到今天红红火火的沙洲村，也一
定很高兴。”朱小红说。 新华社长沙 2 月 1 日电

“半条被子”村日子红火了

▲在湖南汝城县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村民家挂起红灯笼（1 月 30 日摄）。

▲在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
村，还保留着当年三名女红军与徐解秀老人
同住的老屋与小床（1 月 30 日摄）。

▲ 1 月 30 日，湖南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
洲瑶族村，84 岁的村民徐良凤向游客售卖土
特产。 本组照片：新华社记者袁汝婷摄

中国对外开放 40 年的伟大实践令世界感到惊叹。进入
2019 年，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中国，再次展现对外开放
的坚定决心。

记者横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从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上海，
到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感受对外开放带来的春风拂面，
目睹在开放发展道路上的百舸争流。风雨兼程，中国对外开放
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融通：对外开放海纳百川

如果把中国漫长的海岸线看作一把弓，奔流不息的长江
视作一支箭，那么箭头所在之处正是上海洋山深水港。

在上海洋山深水港的码头，五颜六色的集装箱码放整齐，与
蔚蓝的大海一起，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来自全球各地的
巨轮汇集于此，待装卸完毕之后，又急匆匆地驶向天涯海角。

“沿海的中心点，能聚集南北海运；长江的龙头，长三角地
区水网的船只也能聚集于此。产生集聚效应后，洋山港作为海
运枢纽发散到全世界各地，也能够汇聚世界各地的货物转运
全国。”上港集团下属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林
军保说。

洋山深水港从 2005 年开港使用到现在，年吞吐量已经超
过 1800 万标箱。上海港也藉此实现年吞吐量超过 4000 万标
箱，创造了全球吞吐量最大集装箱码头纪录。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如果说中国东部沿海依托海港优势
走在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那么地处内陆腹地的中西部地区
又是如何抓住对外开放带来的战略机遇呢？

“买全球、卖全球”，走进中国(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这六个大字格外显眼。园区内，来自全国各地的商品汇
聚，通过电子商务行销世界；全球商品也汇聚于此，也是通过
电子商务发往全国。

如今的郑州正在全力打造四条丝绸之路——— 以郑欧班列
为重要抓手的“陆上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货运航线为载
体的“空中丝绸之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网上丝绸之
路”、以郑州铁路枢纽对接沿海港口的“海上丝绸之路”。

“河南这些年对外开放快速发展，这得益于国家开放政策
的深化，得益于从沿海到内陆的全面开放。”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孙敬林感慨道，郑州乃至
整个河南，“正在变内陆腹地为开放高地”。

千年古城西安，昔日驼铃声声从这里出发，穿过漫漫黄沙而横贯东西。如今，中欧班列
“长安号”呼啸疾驰，钢铁驼铃铿锵有力，通过新欧亚大陆桥让西安与世界更加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

“‘一带一路’和中欧班列对于陕汽集团来说太重要了。”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刘科强介绍，陕汽集团是我国民用重装卡车领域的重要企业。然而，在过去，地处西
部腹地的陕汽要走向国际市场却被物流瓶颈所困扰。

如今，陕汽集团乘着“一带一路”的东风，累计出口车辆已超过 15 万辆。2018 年，陕汽
共出口车辆 12757 辆，在亚太区、亚俄区和中东区合计出口 5666 辆，占出口总销量的
44 . 4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 30%。”英国 48
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为世界经济增
长提供如此的机会，中国扩大开放给世界带来了机会。”

创新：对外开放向深层次发展

对外开放不只有“买全球、卖全球”。
无论是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内陆腹地，一条条经历实践检验的创新制度正在不断得

到推广，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上海自贸区金桥片区，走进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的体验中心，伺服压机精准地安

插元器件，多功能滑块系统利用磁悬浮原理可以灵活高效地运载输送部件……
“我们是首家自贸区海关特殊区域货物分类监管试点企业。”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

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刘芳说，自贸区海关特殊区域货物分类监管的政策实现保税和非保税
产品在同一地点管理运营，费斯托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物流向全球客户提供产品和服
务，助力工业自动化升级和智能制造发展，为费斯托亚太物流中心和客户定制化生产中心
的建立和运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得益于上海自贸区改革创新带来的强大活力和便利的营商环境，费斯托已经决定在
原先的生产中心和研发中心基础上，扩建费斯托亚太物流中心和客户定制化生产中心。

上海自贸区设立 5 年来，在投资、贸易、金融和事中事后监管四大方面，已经有 127项
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在郑州，“郑州模式”———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保税模式在 2013 年 5 月获批开始实践，
并在 2014 年 7 月被海关总署赋予 1210监管代码。“郑州模式”被业界认为是跨境电商监
管模式的创新。

河南保税集团总裁徐平介绍，“郑州模式”就是跨境电商平台的商家通过国际物流将
商品提前运至国内保税中心，进行海关和国检备案后，备货到保税中心，当消费者下单后，
商家向海关推送订单信息、运单信息、支付信息，经海关查验放行后，通过国内快递运送到
消费者手中。

在这过程中，大幅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通关时效，解决了政府监管难、消费者维权
难的“两难困境”，实现了政府、企业、市场的多方共赢。

2017 年 9 月 28 日，《郑州模式：E 国际贸易—中国解决方案》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公共论坛发布。

“现在时常有国外的海关来郑州学习，我们也积极向其他国家反向复制这种模式。”徐
平介绍。

西安则是充分开发自身潜力，积极探索将国家的政策与地方优势相结合，摸索出的中
欧班列“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铁路运输方式舱单归并新模式是指同一品名、同一规格、同一合同、同一公司、同一批
次的大宗进口货物，几十节车厢的舱单归并成一个舱单，用一票报关单申报。这极大地降低
了运输成本、通关时间，提升了货运效率和中欧班列的运营水平。

“西安是我国航天航空产业的聚集地，我们还与中科院北斗所合作，共同开发信息平
台，让北斗卫星为中欧班列保驾护航。”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副主任苏国峰说。

在西安港中欧班列运营中心，记者看到来自中欧班列“长安号”的各项数据都即时呈
现在大屏幕上。“北斗在途监测系统”实时掌握货物运输情况，光感、温度、湿度全程监控，
实时了解班列运营状况，通过登录平台，还可以开展订舱服务。

以开放的心态建设开放型经济，才会有创新发展。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陕西)自贸区西安区域承担的 127项改革创新试点任务全部完

成，形成了 136项创新案例，其中多项制度创新在陕西全省复制推广。

进发：向高质量对外开放阔步前行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历史创举，其成果是超乎想象的。”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第一总
经理于尔根·弗里德里希说，近来，中国又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新举措，包括进一步扩大
金融开放，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重要步伐。

2018 年 12 月 21 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作出全面部署，
强调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在上海，上海自贸区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等制度创新当先，释放强大动能的“上海扩大
开放 100 条”行动方案正在抓紧落实，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准备工作有条不紊……

在郑州，对外开放的下一步工作就是“五区联动，四路并举”——— 整合现有国家级平台
的各种资源，联动创新，联动发展，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继续加强四条“丝绸之路”的建
设，推动“郑州模式”在更多国家地区落地发展……

在西安，狠抓营商环境，对标沿海开放先进城市，围绕“一带一路”提出的“五通”，挖掘
西安在科教人才、历史文化、地理区位等多方面优势，推动在军民融合、硬科技、旅游、金融
等多个领域发展……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潮流汇聚九州，道路通达天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新年贺词所说，世界看到

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加速度，看到了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的中国决心。我们改革的脚步不会停
滞，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记者冯俊扬、刘开雄、刘劼、
有之炘、姚友明、刘怀丕)
新华社北京 2 月 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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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国 之 约

新华社记者王经国、刘新、岳夕彤

抵近目标快速轻盈，攀爬高楼灵巧敏捷，破门突
入干净利索、瞄准射击枪响靶落，消灭“歹徒”一招制
敌……近日，一场扣人心弦的反恐演练在岭南腹地
某训练场展开，只见全副武装、身手矫健的特战队员
以一连串精湛的技战术动作将“人质”成功解救。

这场演练的主角，来自武警某机动总队某特战
支队。对于外界来说，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雪豹
突击队。

雪豹突击队，组建于 2002 年，2007 年被命名为
雪豹突击队。这是一支有着不俗成绩的部队，组建以
来，他们先后圆满完成北京奥运会、国庆 60 周年、博
鳌亚洲论坛、上海进博会等几十次重大活动安保任
务，参加各类重大军事演习演练和中外演训 10 余
次，三次荣获国际比赛总冠军，先后被评为全军“人
才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近日，记者来到这支国字号反恐部队，亲身感受
了它的独特魅力。走在训练场上，不时可以看到队员
们训练的身影：200 米障碍跑、对抗性格斗、高楼攀
爬、射击……虽然已是冬季，但队员们练得满头大
汗。

雪豹突击队部队长曲良锋介绍说，他们每天
要进行负重 30 公斤的 5 公里武装越野、150 公斤
深蹲和卧推各 10 组，搏击、攀登、越障、射击、索
降、潜水、通信、救护等训练样样不少。每周一次单
兵基础训练，每月一次对抗训练……

“无论是训练强度还是训练频度都比较大，但
既然我们是特战兵，那就要‘特别’一点。”曲良锋说。

这个“特别”的地方，不仅在于日常组织的高
强度训练，还有每季度一次的“魔鬼周”训练。

“这是一项极其考验队员意志力的训练。”雪
豹突击队某大队大队长刘洋说，队员们要在陌生
地域连续 7 天负重 30 公斤完成 56 个课目，每天
的训练时间不少于 18 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在奔袭，脚上到处是血泡，一
遍遍地磨破，又一遍遍地磨出，都成了‘血脚板’。”
多次参加“魔鬼周”训练的下士赵一阳深有感触，
“走到最后，大家累得眼皮都快睁不开，走路都成
惯性了。”

但真正的考验远不止于此。“就连休息的时候
也不放过我们。”下士赵金鹏说，每当在大家在最

疲惫准备眯一会儿的时候，身边总会响起爆震弹，
就又得起身投入“战斗”，“要崩溃了，感觉就是在
‘整’我们”。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哪有按部就班的，必须
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刘洋说，超越极限，就是要在
超越极限的环境中不断突破自己。

一切训练瞄向实战化，一切工作向能打胜仗
聚焦。在雪豹突击队的训练中，实战化的“味道”处
处可以“闻”到。

“魔鬼周”训练每次都选不同的地方：或丛林、
或戈壁、或海岛；5 公里越野训练中有山路、悬崖，
有江河、湖泊等不同地形；射击课目设置 60 多个，
锤炼适应不同环境、掌握不同姿势的射击本领。

为了练就过硬的出枪本领，快速射击集训队
的队员们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研究射击要领。

“从熟悉枪的位置到据枪一步到位，从出枪路线
到准确击发，每天至少要练 1000次掏枪的动作。”赵
金鹏说，长时间的重复性训练让他们的手臂已经
形成了肌肉记忆，“现在我用 1 . 5 秒就可以实现从
掏枪、开保险、据枪到击发，基本不用看目标就可
以直接命中。”

“组建 17 年来，雪豹突击队已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文化底蕴：用行动捍卫团队的荣誉，用热血践
行对党、国家和军队事业的无限忠诚。”曲良锋说。

据新华社广州 2 月 1 日电

这个部队“实战味”足

新华社记者秦宏、范帆

临近春节，江西修水县马坳镇黄溪村不像其他
村那样有许多留守村民在焦急等待亲人归来。这里
没有留守老人儿童，村里人说，这背后是村子产业
发展的新故事。

村里 6 米宽纵横齐整的街道两旁，立着 500 多
幢房屋；各项配套设施完善，常年居住着 500 多户
2000 多人。这让山环水绕远离城镇、不挨工业园区或

风景名胜区、仅有 1300 多亩地的黄溪，在当地显
得很“特殊”。

“不是农村留不住人，是陈旧的发展思维留
不住人。”村干部徐万年说，以前村民种 5 亩桑蚕
年收入才 3000 元，怎能留住人；现在收入是以前
的 20 倍，村民自然能留下来。

徐万年告诉记者，10 年来，在自主探索和政府
扶贫产业开发的政策支持下，村里坚持科技化、规
模化、标准化，走农业高效化之路。以前蚕桑产业
产量低、茧质差、分散经营，缺乏市场竞争力。现在
村里从浙江农科院引进高产桑树，争取江西省蚕
种厂支持科技养蚕，产量、质量上来了，壮大规模
后村里还成立合作社对接市场，效益上万元一亩。

黄溪村第一书记沈勇刚说，多年前村里就整合
政府产业扶贫资金和资源，以组为单位将田建成连
片平整“格田”，修了宽阔的灌渠和田间道，做了产
业分区，向村民流转。村里规模化发展的蔬菜、水
果、茶叶等，都是省级农业科研院所、大型基地的优
良品种，并辅以生态种植技术，土地产出高。200 多
户种植户每年收入少的六七万元，多的十几万元。

“土地承载力终究有极限，我们还采取延伸
产业链的方式，让想留在家里的村民有工作，能
赚到钱。”村干部方小华说，以蚕桑产业为例，村
里引进外部技术支持，办起了制种工厂、小蚕工
厂等，不仅为村民提供数十个就业岗位，每年还
增加村集体收入近 200 万元。目前，村里共建起 8
家企业，今年还将建一家蚕丝被厂。

“借助农业和自然景观，近两年村里乡村旅游
也发展起来。”村民方志春说，去年在政府的支持
下，村里马坳蚕桑特色小镇项目获批启动建设。

近年来，黄溪村在政府实施秀美乡村和乡
村振兴建设的政策帮扶和指引下，先后制定完
善了《黄溪村发展总体规划》《黄溪中心村建设
规划》和《黄溪村产业发展规划》，向着高效农
业、农副产品加工服务业和生态旅游相结合的
产业发展方向迈进。

去年，黄溪村村集体固定资产达到 2000 多
万元，1500 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全村村
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 万元。

据新华社南昌 2 月 1 日电

这个村庄没了“留守”

“不是农村留不住人，是陈旧
的发展思维留不住人。”村干部徐
万年说，以前村民种 5 亩桑蚕年
收入才 3000 元，怎能留住人；现
在收入是以前的 20 倍，村民自
然能留下来

一切训练瞄向实战化，一切
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在雪豹突
击队的训练中，实战化的“味道”

处处可以“闻”到

“建设红色旅游景区时，党员

干部像‘钉子’一样，每天‘钉’在工

地上。大家都相信，‘半条被子’的

故事能给这个红色山村注入新希

望。如今，希望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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