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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周正平
涂超华 李金红

4月的海南，木棉花开，三角梅怒放。
南海之滨，千帆齐进，改革开放的

浪潮奔腾不歇。
30年前，我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海南经济特区应势而生。
30年里，海南在先行先试中，为改

革开放镌刻下众多载入史册的探索印
记。

海阔帆直春潮涌。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而立之年的海南特区再出发，劈
波斩浪，奋楫争先……

披荆斩棘闯新路，实现国际旅游岛
跨越式发展

海南省即将迎来30岁生日。
1988年 4月 13日，七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正式批准设立海南省，建立海
南经济特区。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
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好好
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邓小平同志
在1987年6月12日会见外宾时表示。

带着老一辈革命家的殷切嘱托，带
着党中央的深切期望，海南扬帆起航，
开启了探索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全新
之路，奏响了波澜壮阔的发展乐章。

30年沧桑巨变，昔日的海角天涯，
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深刻地改变着中
国的发展版图。专家评价说，海南的发
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之一。

建省之初，海南与深圳、珠海、厦门、
汕头等城市经济特区有明显的差异，属
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人口多达
80％，黎、苗等少数民族100多万，长期
属于我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

统计数据显示，建省时海南人均分
配水平只有全国分配水平的83％，85％
的商品靠内地调进，17％左右的人口未
解决温饱。中部山区甚至还没有脱离

“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
很多“老海南”回忆，建省前海口没

有一个红绿灯，用电奇缺，蜡烛是海口

居民家中的必需之品。“就是一根铁钉
也要到岛外去买。”

30年来，海南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了
数十倍甚至百倍的增长。与建省前的
1987年相比，2017年全省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21.8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增长226.8倍，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
30.3倍和24.7倍。

如今，海南成为中国最开放的地区
之一。海南在落地签证、航权开放以及
国际航线开辟等方面均率先探索实践，
打造中国“最开放的天空”。2000年海
南省率先实行落地签证政策，2003年
在全国率先开放第三、四、五种航空运
输业务权，2017年进一步拓展国际航
线至56条。

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永久落户
海南，博鳌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
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外交小镇”。海
南省外事侨务办主任王胜说，借助博鳌
亚洲论坛、中非合作圆桌会议等平台，
海南已初步成为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
实践范例的窗口。

“中国的海南、亚洲的博鳌、世界的三
亚”，成为今天海南影响力的重要标识。

建省时，海南只有一个位于海口市
中心的军民两用机场，全岛通往内地的
航线只有 4 条，年旅客吞吐量 5 万人
次。坑坑洼洼的岛内公路上，无论从南
到北，还是从东到西，坐汽车通常要跑
上一天。

天堑变通途。如今，粤海铁路通
道投入使用，开通近 200 条国内外航
线、337条海上货运航线、14条邮轮航
线……天涯不再遥远。岛内建起了世
界首条环岛高速铁路，田字高速公路网
络即将成型，全岛实现了3小时经济生
活圈。2017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和三
亚凤凰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分别突破
2000万人次和193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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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潮拍岸千帆进
——海南特区改革开放30年纪实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
30年风雨兼程，30年沧海巨变。海南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奇迹之一。
春潮拍岸千帆进，逐浪前行海天阔。回首来路，初心不忘；展望未来，奋楫

争先。
从 4月 1日起，新华社开设“潮起海之南”栏目，全方位展示海南 30年来披

荆斩棘、砥砺奋进的发展历程，全景呈现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怀及海南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面总结海南和我国在改革
开放伟大创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宣言

2018 年 3 月 17 日，中国北京，人民
大会堂，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议决国是
的最高殿堂，掌声雷动，十三届全国人
大第一次会议2900多名代表肩负着13
亿多人民的重托，庄严投下神圣一票，
表决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3
月 21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甫一公布，即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
焦点、话题的热点，网上网下好评如
潮、点赞无数。

生机勃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亿万中国人民的事业。“问渠那得清
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改革开放
第 40 个年头，当代中国打响了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的改革攻坚战，夯基固坝、
疏渠引流，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创造
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实现人
民对伟大梦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注入强劲动力，释放源头活水。

（一）
上善若水。奔流不息的黄浦江，

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中国共产党从
这里启航。正是高扬着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的理想风帆，“唤起
工农千百万，同心干”，28年浴血奋战，
28 年岁月峥嵘，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
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三座大山，彻底终结了亿万劳苦大众
受压迫、被剥削的旧制度。正是凭着
为人民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
世界的豪情壮志，领导人民进行了人
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古老的
华夏大地诞生了新的国体——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
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人民
行使国家权力有了新的根本政治制
度——人民代表大会……开辟了中国

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
“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

礴。”在这片崭新的天地，亿万中国人
因为能够成为这片大地的主人而扬眉
吐气，能够为自己的家园劳作而意气
风发。一穷二白何所惧，战天斗地写
春秋。无数劳动者挥洒着汗水，也燃
烧着激情，无数建设者不惧任何困难
而拼搏向前。孟泰、王国藩、王进喜、
赵梦桃、邓稼先……一串串响亮的名
字，闪耀的是一代人的豪情。一汽、北
大荒、大庆、红旗渠、两弹一星……一
个个光辉的坐标，凝结的是一代人的
奋斗。前所未有的优越制度释放出前
所未有的惊天伟力，曾经满目疮痍的
中国大地，换了人间，曾经积贫积弱的
中华民族，尽展新颜。

制度唯坚持发展，方彰其生命；探
索唯艰难困苦，方玉汝其成。任何一
个政治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
的。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前无古人
的道路上坚定前行，有创造的收获，有
开拓的艰辛，但始终不渝的是——让
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中真正成为社会
进步的主体力量。

1978 年 冬 天 ，华 夏 神 州 春 雷 滚
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
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的战略抉择。中国共产党人为了
让国家摆脱贫穷落后，让人民生活小
康，打破思想禁锢，破除不适应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体制机制藩篱，开启
了新的革命伟大征程。改革也是革
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为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刀阔斧调整生
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
度，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
层建筑矛盾运动、改革发展，同向发
力、相得益彰。

30多年间，民主集中制更加健全，
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断规范，国家公

务员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权力运
行监督机制，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的制度机制……一个个利于长
远的制度，一项项匡正固本的举措，让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了更加鲜明的
中国特色、时代特色，人民的根本利益
得到有效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
形式更加完善。30 多年间，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步步深入，从解决机构臃肿
到转变职能，从理顺关系到提高效率，
机构职能体系实现了从适应计划经济
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
变，党和国家活力大大激发，全社会活
力不断释放。

在春水绿如蓝的季节里，每一个
中国人的勤劳和奋斗，如涓涓细流，鲜
活、欢跃而顽强，汇聚成奔腾向前、气
势宏大的历史之河、时代潮流。

（二）
人类社会发展的脚步走进 21世纪

第二个十年。
看中国，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周年庆祝大
会上庄严宣示，“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
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在前进道路上，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 政 治 建 设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政 治 文
明。”铿锵有力，坚定豪迈。

看世界，同样是这一年，曾经断言
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弗朗西斯·福
山，出版了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
败》，书中所述与二十几年前的调门截
然不同，发出了西式民主正在走向衰
落的哀叹。对比这无奈的“低调”，对
比一些国家日益陷入为形式上的民
主、为利益而民主难以自拔的困境，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满怀自信，坚定
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书写着人民民主的新时代华章。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砥砺前行的

5年，“人民”二字深深印刻在中国政治
发展进步的壮丽征程上——

人民意志得到更集中体现。坚持
党的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
制，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历史、对民族
的担当，也是亿万人民对幸福、对安宁
的期望。这5年，中国共产党坚持刀刃
向内，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党的革命
性锻造，全党上下政治上、思想上、组
织上、作风上更加忠实代表人民的意
志。这5年，党中央加强对事关人民根
本利益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先
后在全面深化改革、国家安全、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军民融合发展等方面设
立专门机构，统一体现、高效贯彻人民
的意志。翻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的工作账本，38次会议，1500多项
改革举措，次次承担着人民的托付，项
项凝结着人民的期望，真正做到了人
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

人民权力得到更充分保障。民
者国之本，国者民之器。国家一切权
力 属 于 人 民 ，人 民 依 法 实 行 民 主 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这 5 年，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立法主导作
用进一步强化，宪法法律实施和监督
制度更加健全，有力保证了人民通过
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这 5
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一线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代表越来越多，县乡
基层人大作用日益提升，人大代表联
系群众、履职尽责更加自觉，人民依
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力更加有效。看
看各级机关政务微博账号从不足 6 万
到近 18 万的增长数量，纪检部门开发
的手机随手拍、微信一键通等网络平
台……人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
达权、监督权，更直接、更便捷、更见
成效。

■下转第4版

为 有 源 头 活 水 来

缅怀
革命先烈

4 月 1 日，同学们怀着崇
敬 的 心 情 诵 读《少 年 中 国
说》。当日，为悼念革命先烈，
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继承革
命传统，呼和浩特市青少年活
动中心组织 300多名师生来到
首府青城公园烈士纪念碑前
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感恩幸
福生活”清明节主题活动，同
学们诵读了诗词并向烈士纪
念碑献花。

本报记者 王磊 摄

本报包头4月1日电 （记者 格
日勒图）近日，记者从包头市经信委获
悉，2017年该市稀土新材料及应用产
业实现产值70.9亿元，占全市稀土产
业的51.2%，占比首次达到一半以上。

2017年，包头市稀土产业实现产
值138.5亿元，同比增长37.2%，增速创
下历年来的新高；销售收入 136.1 亿
元，同比增长40.8%；利税18.7亿元，同
比增长16%。

包头市稀土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
大，转型升级效果显著，发展质量进一
步提高。截至2017年年底，全市稀土
工业企业有133户，较上年增长了27
户。其中，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
企业有45户，较上年同期增加了4户；
稀土新材料企业有81户，已形成稀土

永磁、储氢、抛光粉、催化助剂和稀土
合金等五大重点稀土新材料集群产
业。稀土新材料企业去年实现产值
66.2亿元，同比增长44.5%，占到全市
稀土产业的47.8%，占比相比上年同期
提高6.5个百分点。稀土应用企业有
34户，去年实现产值4.7亿元，同比增
长 20.3% ，占 到 全 市 稀 土 产 业 的
3.4%。2017年，包头市在建稀土项目
54个，完成投资106.2亿元，新增了韵
升6000吨稀土永磁项目、投资12亿元

的昊明电池和长荣年产1.6亿只镍氢
电池项目、希捷环保 5万立方米 SCR
催化剂项目等一批重大项目。

“稀土之都”包头市加快实现由
“挖土卖土”向“点土成金”的转变，创
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发展后劲十足。
依靠科研单位和企业，开发出世界首
条稀土硫化物着色剂连续化隧道窑
规模化生产技术、新一代高品质稀土
钢、国内领先水平的高纯稀土金属靶
材制备技术和世界首创的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驰影A30磁共振诊疗车，填
补和突破了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的空
白。包头稀土高新区以建设“世界最
具影响力的磁谷”为目标，打造镧铈
平衡利用产业链为主线，配套发展稀
土终端应用产业，形成完善的稀土产
业集群。去年，该市新增稀土硫化物
及稀土光源院士工作站和稀土研究
院稀土永磁材料院士工作站各一个，
成立了旨在快速提升高端稀土功能
材料研发效率的内蒙古稀土功能材
料创新中心。目前，该中心正在积极
申报国家级稀土创新中心。在包钢
磁材、天和磁材和天骄清美等企业的
带动下，去年包头市稀土功能材料产
量同比增长42%，其中稀土永磁材料
增速达60%。

变“挖土卖土”为“点土成金”

包头市新材料及应用产值
首次占据稀土产业半壁江山

□本报记者 郝雪莲

“好消息！杨华林大夫又要为红庆
河镇的残疾人免费看病啦！”

3月23日上午，来哈沙图村蒙医馆
看病的人在诊室外的墙上再一次看到
这张为红庆河镇的所有残疾人免费看
病的通知，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开了。

去年 10月的一天，伊金霍洛旗乌
兰木伦镇哈沙图村乡医杨华林贴出通
知，从当天起为该旗红庆河镇的所有残
疾人免费看病3年，无论是普通病还是
疑难杂症，一律不收钱。得知消息的村
民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杨大夫给残疾人看病一分钱不
收，真是医德高尚啊！”

“是啊，给我们这些健全人看病也
不贵。”

“年前我丈夫右肩肌肉拉伤，疼得
动弹不得，杨大夫几针扎下去，半小时
功夫肩膀就又能动了，到现在还好着
呢。”红庆河镇纳林希里村民杨香琴一
大早赶来哈沙图村蒙医馆，在排队间隙
讲述了杨大夫用蒙医针灸术给她丈夫
治好肌肉拉伤的事。这次她专程带患
胃癌的母亲来看病，听说杨大夫研制的
消瘤散对医治肿瘤有独特疗效。

杨华林出身蒙医世家，到他这一代
已是第八代，17岁跟随叔父鄂尔多斯市
蒙医研究所著名蒙医专家王永福学医，
从医40多年，不仅传承了蒙医独特的
治疗方法，还潜心研究开发蒙药，为上
千名身患绝症和疑难杂症的患者解除
病痛，深得当地百姓信赖。

“他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8点前在
家里给患者看病，9点钟准时到达哈沙
图村蒙医馆坐诊。”杨大夫的老伴儿每

天陪他在诊所忙，她说，这个蒙医馆是
旗政府为方便农牧民看病和传承蒙医
药发展，在几年前专门设立的，这些年
他每年接待患者1万多人，除本地患者
外还有来自呼市、包头乃至陕西、山西等
地的患者，忙得几乎没有节假日。

40多年从医生涯，从最初背着药箱
走村入户，到现在有专门的诊所，杨大夫
见证了乡村医疗发展的艰难历程，也见
到过很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残疾人，
他想为需要帮助的家乡父老做点什么。

2014年，手指有残疾的杨华林参
加了一次乌兰木伦镇的残疾人会议，看
到有那么多残疾人需要帮助，他当场宣
布，要在自己的家乡实施为残疾人免费
看病的“三年工程”。第一期从2014年
至 2017年，为乌兰木伦镇的 500多名
残疾人免费看病。第二期将该“工程”
转移到有700多名残疾人的红庆河镇，
同样历时3年，到2020年结束。

如今，第一个“三年工程”已实施完
毕，第二个“三年工程”已经开始，陆续已
有400多名残疾人到他这里看过病，而且
疗效显著，患者很满意。这3年多，杨华
林已为这些残疾人补贴医药费十几万元。

“我是个乡村医生，为乡亲看病是
我的本分。看到病人康复我心里舒畅，
看到残疾人看不起病，我心里难受。我
还要继续免费给残疾人看病！”今后，他
的“三年工程”还要继续在伊金霍洛旗
的其他5个镇推行下去，目标是让全旗
7个镇的6000多名残疾人都享受到他
的免费治疗。

乡村蒙医杨华林的“三年工程”

潮起海之南

开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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