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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多年来，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经济
总量位居亚洲城市第 5 位，“深圳奇迹”散发夺目
光彩。

这座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
“改革之城”，正高举红色旗帜谱写“春天的故
事”，用铁一般的事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
大觉醒，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
定会越走越宽广。

潮起改革“试管” 杀出一条血路

70 多 岁 的 招 商 局 集 团 原 研 究 部 总 经 理 梁
宪，如今经常在深圳蛇口踱步林间，远眺海面。

这里位于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绵延的海边
栈道与喧嚣的港口码头交错，跨国企业林立、青
年创客集聚，繁华忙碌而又自然惬意，很难想象
40多年前这里还是几乎一无所有的穷乡僻壤。

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
工业区在此设立，由招商局集团开发、在广东宝
安南头半岛诞生。

1979 年 7 月，梁宪坐船第一次来到南头半岛
的蛇口渔民码头，他作为交通部派往招商局工作
的外派干部，加入蛇口工业区的建设。

“那时候的蛇口只有两口淡水井，经济发展
硬件、软件的基础都很薄弱。”梁宪说。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任蛇口工业区负责人袁
庚等共产党员“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以改革创
新精神，勇于担当作为，轰鸣炸响改革开放的“开
山炮”。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石破
天惊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

梁宪说：“当时蛇口提出要实行股份制，特别
是在国有企业中搞股份制企业时，还给人异想天
开的感觉，面临很大压力。”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敲
响中国土地拍卖第一锤、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成
立……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深圳经济
特区横空出世。

沐浴改革春风，曾经贫穷的深圳渔民村开办
来料加工厂、大力发展养殖业，在 20 世纪 80 年代
初期每户家庭年收入已经超过万元，成为全国知
名的“万元村”。

“没有改革开放政策，没有人民的勇敢创新，
就没有今天的深圳，也没有现在的渔民村。”与经
济特区同龄的深圳市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邓国华说。

举起红色旗帜 闯出一条新路

受惠蛇口及深圳的“改革营养”“红色气质”，
一大批有胆识、勇创新的深圳企业家茁壮成长。

万科董事会原主席王石曾表示，1983 年他南
下深圳之初“不知道要干什么”，当听到袁庚的那
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之后，才
有了创业的激情，开始为财富而奋斗，最终成立
万科。

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在回忆文章里说，如
果没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响亮
口号的提出和数十项全国首推的改革举措，20
世纪 80 年代深圳断然不会产生出招行、平安、华

为、万科、中集等一批日后被证明带有优质市场
化基因的企业和企业家。

从蛇口孵化出的平安集团，如今是我国最大
的非公金融企业，党员人数超过 3万人。

平安集团党群工作部总经理肖建荣说，从
“党建也是生产力”到“党建就是生产力”，企业对
党建的认识随着业务发展不断升华。

2007 年和 2012 年，平安集团旗下的平安银
行先后与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完成整
合，银行板块的做大做强，为企业后续发展带来
助力。但当时，深圳商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都
是国有金融机构，相关的整合规模也是前所未
有，改革有阻力、员工有顾虑。

“平安集团党委派出工作组深入一线座谈访
谈，协助稳定队伍、助力发展经营，最终完成了市
场化的重组。”肖建荣说，党委在企业中不缺位、
不错位、不越位，对平安的转型发展当好参谋、提
出建议，为企业带来“定向把舵”作用。

红旗闪耀特区，市场活力迸发。来自深圳市
企业注册局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1 月底，深
圳商事主体总量达 361.4 万户，居全国大中城市
首位。

握起时代“接力棒” 干出一条实路

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摇篮”的南山南头半
岛，蛇口与前海分居半岛东西两侧，历史在这里
激荡交汇。

前海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近年来已累计
推出制度创新成果 610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 58
项，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者。

南头半岛往北，则是被网友称为“最牛”街道
的粤海街道。在粤海街道的深圳湾创业广场，数

万青年在此创业，企业年总产值超 2500 亿元。
“95 后”的荔枝微课联合创始人陈嘉嘉，正

在这里追寻着自己的“深圳梦”。
3 年前，公司在深圳湾创业广场党委的帮助

和指导下成立了党组织。“创业公司有活力，但也
存在很多管理瑕疵。我们从事的是具有一定公
益属性的教育行业，党组织让员工的责任意识更
加明晰，让企业的运营更加规范。”陈嘉嘉说。

40载激情岁月，红旗屹立不倒。
一代一代企业家、奋斗者、追梦人在深圳挥

洒汗水，用平凡的双手实现不平凡的梦想，他们
的命运因深圳而改变，深圳的未来也因他们更
精彩。

如今，由一座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地区生产总值已增至
2.77万亿元，位居亚洲城市第 5位。

铸造经济特区全球典范，深圳正在分享经
验，助力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的发展。

从深圳放眼粤港澳大湾区，这里群星璀璨，
连城一片。深圳市民中心附近有一座莲花山，
在 100 多公里外、中间隔着惠州市的深圳市深
汕特别合作区，也有一座莲花山，那里将布局生
态康养小镇。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建立的特区

“飞地”深汕，正架起大湾区与粤东西北的经济
“桥梁”。

从深圳放眼全国，经济特区正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先富带动后富。在深圳对口帮扶广西百色
建设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深圳小镇”，楼房整
齐、道路宽敞。依托扶贫政策支持，百色市乐业
县花坪镇运赖村村民简得岳成立扶贫车间，承接
来自东部的电子产品加工订单，并带动上百户搬
迁户实现在家门口就业。

从深圳放眼全世界，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正
在复制分享。如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的宣传牌，矗立在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
这里紧邻明斯克国际机场，是白俄罗斯最大的招
商引资项目，由招商局集团参与开发建设，有“一

带一路”明珠项目之称。
“跟党一起奋斗。”平均年龄 33 岁的深圳人，

正扛起经济特区的红旗，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方向前行，努力创建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红旗耀特区 全球铸典范
—40年变革不息的“深圳奇迹”

新华社记者 孙飞 赵瑞希

2020 年 9月 27日拍摄的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风光（无人机全景照片）。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广东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办公大厦旁设立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标语牌（资料照片
1984 年 5月 5日发）。 新华社记者 徐佑珠摄

“ 听 见 厂 里 机 器 的 轰 鸣 声 ，我 觉 得 心 里 踏
实。”塔松指着远处的厂房说，就在 5 年前，别说
是价格几百万元的生产设备了，全乡连一个像样
的生产车间都没有。

塔 松 是
青 海 省 果 洛
藏 族 自 治 州
甘 德 县 江 千
乡 党 委 书
记 ，一 有 空
闲 时 间 ，他
就 去 乡 里 的
有 机 肥 厂 ，
了 解 生 产 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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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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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让 他 感 到
震 撼 ：砂 石
路 坑 坑 洼
洼 ，老 百 姓

住的平房不少已经破旧不堪。每家每户除了一
个壮劳力负责放牛之外，其他人普遍缺乏稳定的
增收渠道。

“多年来，过度放牧导致江千乡的草原退化，
草原退化又会威胁到牛羊的生存，陷入恶性循
环。”脱贫之路如何走？调查走访后，塔松认为，
牧民群众一家一户分散养殖规模小、力量弱，只
有走联合发展之路，江千乡才能有未来。

为了改变当地的传统放牧方式，塔松挨家挨
户动员牧民加入合作社。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他走遍全乡四个村庄，对有思想顾虑、不愿加入
的牧户，他上门反复做工作，一次不行就两次，两
次不行就三次。

由于担心自己家的牛加入合作社会变为公
有财产，隆吉村牧民多才对加入合作社犹豫不
决。“塔松书记第三次来时，拍胸脯要和我签保证
书，有任何损失他来承担。”多才说。

塔松以“拔钉子”的韧劲说服了多才，数百户
牧民群众响应号召，以草场和牲畜折价入股的方
式 加 入 合 作 社 ，逐 渐 整 合 了 70 余 万 亩 草 场 和
5000 头牦牛。目前，全乡 4 个生态畜牧业合作社
全部完成股份制改造，自 2018 年以来累计分红
190余万元。

生活的变化发生在全乡的每个角落，江千乡
恰曲纳村的牧民所仁原来是村里的无畜贫困户，
如今在合作社放羊，每个月的工资有 2500 元。
年前，他还收到了 2000 多元的村集体经济收益
分红。所仁说，今年春节，一家人不仅买了新衣

服，还囤了 50多斤牛羊肉。
“以前大部分村民住的是土房，村里连硬化

路、路灯等基础设施都没有。”恰曲纳村党支部书
记格保说。如今，恰曲纳村不仅通了 3.4 公里的
村内道路，不少人家还搬进了新式民居，变成远
近闻名的“小康示范村”。

合作社规模不断扩大，牧民的收入逐渐增
加，但塔松也看到了江千乡的发展瓶颈，不具备
畜产品深加工能力，市场竞争力弱。

下一步的出路在哪里？“如果有企业扶持，整
合后的草场、牛羊等资源就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实现高质量发展。”塔松说。

2017 年，塔松认识了前来江千考察的外地企
业家于雪山。多次考察交流后，于雪山看到了这
里的牦牛、有机肥和草场等资源的发展潜力，投
资成立甘德县雪山农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目前，江千乡各类合作社对接牧民的牲畜和草
场，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而雪山公司负责原
材料的精细化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

据了解，雪山公司共向牧民租赁了 5000 亩
草场，带动饲草种植合作社实现机械化作业，青
干草年产量达 1500 吨。“一捆草能挣两块钱，要
是有割草机，一天收入 700 元很轻松。”隆吉村牧
民日萨旦巴说。

“看到大家的生活越过越红火，我觉得这 5
年多的工作都是值得的！”塔松说，接下来计划发
展乳制品产业，带动更多群众走上致富路，朝着
乡村振兴的目标迈进。

江千乡的扶贫“合”字诀
新华社记者 陈杰

▲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甘德县江千乡，牧民在饲草基
地驾驶打捆机作业（2020 年 11 月
3日摄）。

新华社记者 陈凯摄

▶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
州甘德县江千乡，牧民在搬运饲
草（2020 年 11月 3日摄）。

新华社记者 解统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