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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韩洁

近期，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纷纷落
地，宣示了新时代我国始终坚持对外开
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的坚定
决心。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
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杨长湧和新兴
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李大伟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对外开放再扩大是新时代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必然抉择，也是促进经济全球化、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力行动。

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改革开放 40 年来，外资企业已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杨
长湧认为，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应继
续扩大利用外资，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
和效益，更好利用全球资源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与自主创新相结合跟上全球科技进步
步伐，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起点上扩大开放，吸引外资关键
要聚焦短板，突出重点。

目前，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在我国
的服务业投资规模和质量远逊于制造

业。杨长湧说，放宽银行、证券、保险等外
资股比限制，继续扩大电信、医疗、教育、
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开放⋯⋯这些主动开
放举措显示，大幅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放松乃至取消股比和业务范围等限制，是
当前我国高质量引进外资的重点。

杨长湧说，全面放开制造业是高质
量引进外资的重要任务，下一步我国将
通过尽快扩大汽车行业对外开放，优化
资源配置、扩大优质产品供给，推动相
关制造业领域迈向中高端。

杨长湧说，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是我国按照 WTO 承诺和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主动采取的
积极措施。高质量引进外资要着力创
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包括尽快全
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
管理制度，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加
快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的复制推
广，并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打造开放层次更高、投资环境更优、辐
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

更加积极主动扩大进口
扩大进口是让世界分享中国发展

机遇的主渠道之一。李大伟说，我国依
托巨大的经济规模、优良的市场环境积
极扩大进口，为世界各国基于各自要素
禀赋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供巨大的市

场，为全球经济包容可持续增长做出更
大的贡献。

在李大伟看来，扩大进口是适应我
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随
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
健康饮食、医疗康复、信息通讯、文化创
意等领域优质特色商品的消费需求持
续高速增长。积极扩大汽车等耐用消
费品、优质药品、保健品、智能信息终
端、文娱用品乃至特色食品工艺品等进
口，完全符合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
方向，对于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有重要意义。

李大伟说，扩大进口对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重要作用。以市场为主
体，有效扩大先进技术装备、优质零部
件、重要能源资源等生产要素的进口，
有利于优化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扩大有
效优质产品供给。大幅度提高生产效
率，促进供需平衡向更高层次跃升。

此外，扩大进口需要中国与世界的
共同努力。李大伟说，一方面，我国基
于 WTO 原则，加快降低汽车、药品、保
健品、化妆品等优质消费品和仪器仪表
等高端资本品的关税水平，加强检验检
疫等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推进进口通
关便利化，加快加入 WTO《政府采购协

定》进程，有效促进进口。另一方面，相
关国家特别是发达经济体也应摈弃偏
见，有效放宽对华高技术商品出口管
制，共同分享中国这一世界最有潜力的
市场。

以企业为主体优化推进多元化出
口和投资

当前，我国已经拥有了一批研发能
力强、产品质量好、品牌价值高、国际化
经营理念完善的优质企业。专家表示，
这些企业通过出口和投资等方式参与
全球经济分工，有利于提高全球生产要
素配置效率。

李大伟说，从出口看，我国企业将立
足于自身比较优势，大力提升出口产品
技术水平和质量，积极发展跨境电子商
务等贸易新业态，不断推进出口市场多
元化，在塑造优质中国品牌的同时有效
提高各国消费者福利，实现互利共赢。

他表示，从投资看，我国企业将基
于自身发展战略和互利共赢的方式，以

“一带一路”为重点稳步扩大国际产能
合作，积极参与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和
设立海外研发中心、营销平台和生产基
地，在成长为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过程
中，为东道国改善基础设施状况、提升
产业发展水平和促进就业做出更大贡
献。 （新华社北京 5 月 13 日电）

经贸专家：扩大开放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抉择
□新华社记者 丁怡全 吉哲鹏

有两种味道，48 岁的云南省昭通
市大关县上高桥乡大寨村党总支书记
丁琪难以忘怀——穷的味道和本地黄
牛肉的味道。

对于当地不少农户来说，曾经的
苦日子历历在目。丁琪小时候，全家
人靠吃玉米、土豆和山茅野菜为生。

“那个时候，最期待的事就是过年能吃
上口牛肉。总想着要是什么时候能天
天吃上牛肉，不再过这种穷日子就更
好了。”他说。

这 种 穷 困 与 自 然 条 件 有 直 接 关
系。上高桥乡平均海拔 1880 米，年平
均气温仅 11℃，气候冷凉，土地相对贫
瘠。这里主要居住着回、彝、苗三个少
数民族，是一个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
的山区乡。

从 1996 年 开 始 ，为 了 远 离 穷 滋
味，丁琪开始了艰辛的创业，摆过地
摊，开过美发店、饭馆，种过板蓝根、党
参，养过獭兔⋯⋯能想到的事，他都去
尝试。在这些“折腾”中，丁琪尝到了
思想活络、敢想敢做的甜头，也挣了人
生的“第一桶金”。

自己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丁琪
反而犯起愁，“摆地摊、开美发店只能
让我一个人脱贫；开馆子也只能带动
周边的六七个村民。”他开始思考，要
想乡亲们都富起来，得有产业作支柱。

2009 年，丁琪决定在上高桥乡试
试黄牛养殖。当时他只有开馆子攒下
来的几万元，根据养殖场的选址和建
设规模等等一测算，需要投入好几十
万元，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眼前的困难并没有让丁琪退缩。
他找到了乡党委政府，积极协调县畜
牧局，帮助他申请到政府贴息贷款 13
万元，畜圈补助 5 万元，争取到农村集
体经济项目资金 10 万元，农村信用社
借款 10 万元，东拼西凑 28 万元⋯⋯终
于，一个占地 2.2 亩，集办公室、消毒
室、草料室、加工房、防疫室为一体的
现代化养殖场全新“出炉”，被当地群
众戏称为“牛公馆”。

“出栏的黄牛肉质特别好，销路也
不错。”丁琪说，经过两年的摸索，他掌
握 了 养 牛 的 技 术 ，找 到 了 牛 肉 的 市
场。2011 年，他在上高桥乡成立了琦
鑫黄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放开手
脚带着村民们一起养牛。

“一人富不算富，各民族兄弟富了
才是真的富。”丁琪是回族村干部，又
是合作社理事长，号召汉族、回族、苗
族、彝族群众拧成一股绳，共同走致富

“牛路子”。目前全乡 4000 多户各族

群众中，加入合作社的有 1000 余户，
社员户均增收 5000 元以上，合作社也
成了“团结致富社”。

很多年以前，上高桥乡新民村洗
马溪村民小组村民范天均在外出务
工 时 ，因 机 械 事 故 ，右 上 肢 高 位 截
肢。回到上高桥后，他还是一直想找
点事做，不想就这么消沉下去。2012
年，丁琪给了他 3 头牛，让他加入了合
作社。

“其实那个时候，我很多活都做不
了，丁书记带我养牛，一下子让我重新
看到了希望。”范天均十分感谢丁琪，
让他又有了自食其力的技能，家里的
牛一年比一年出栏多，去年出栏的牛
有 40 头，挣了 10 多万元。

2015 年，范天均在洗马溪村民小
组成立了琦鑫黄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洗马溪分社。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现有 33 户村民加入了分社，其中 16 户
是贫困户。“现在我脱贫了，就要向丁
书记看齐，领着周围的老乡一起过上
好日子。”范天均说。

像 洗 马 溪 这 样 的 琦 鑫 合 作 社 分
社目前已有 4 个。在发展中，琦鑫合
作 社 还 形 成 了“ 支 部 ＋ 合 作 社 ＋ 公
司＋基地＋农民”的生产经营模式，
已初步实现黄牛存栏 4000 多头，年
生 产 加 工 肉 制 品 400 余 吨 ，年 产 值
1200 余万元。

为了提高牛肉品质和村民们养牛
的积极性，丁琪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帮
扶措施：每个季度一次养殖技术指导；
每户建 30 平方米标准化畜圈；每户建
30 立方青贮窖⋯⋯2013 年丁琪又创
建大关县琦鑫农产品生产有限公司，
并主动申请成立琦鑫党支部，把发展
愿望强烈、组织能力强的农村党员优
先吸纳到党支部来。

不 管 是 在 基 层 组 织 建 设 中 ，还
是 团 结 致 富 奔 小 康 的 路 上 ，他 始 终
怀 着 满 腔 热 情 ，彰 显 了 一 个 共 产 党
员 的 本 色 。 2003 年 ，丁 琪 带 领 群 众
实施饮水工程，完善了 10 余公里的
管线，解决了 200 余户 700 多人的饮
水 问 题 。 2008 年 上 高 桥 乡 遭 遇 50
年 不 遇 的 冰 凌 灾 害 ，他 组 织 抢 修 队
在短时间内就抢通了全乡的农村照
明用电。

目 前 ，新 工 厂 正 在 建 设 ，预 计
2019 年投入使用，可以提供 45 个就业
岗位，满负荷生产的话，一年可生产牛
肉 1000 吨，带动合作社养殖黄牛增加
4000 头，能带动 2500 余贫困人口稳
定脱贫。“我们继续团结一致走致富的

‘牛路子’，让乡亲们都跟穷滋味说再
见！”丁琪说。

（新华社昆明 5 月 13 日电）

“牛支书”丁琪的“牛路子”

新华社郑州 5 月 13 日电 （记者
李丽静）明亮的灯光投射到展板，一张
黑白照片，浓密的短发，挺直的鼻梁，
年轻英俊的脸庞，参观的人群怀着崇
敬的心，纷纷在青年烈士杨超的展板
前驻足。

在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每天
来参观的人群络绎不绝，青年烈士杨
超的事迹，布置在第二展厅。

杨超，1904 年 12 月出生于河南省
新县，5 岁时随家迁居江西省德安县。
7 岁起先后在德安木环垄陈氏私塾和
郭氏私立沈毅小学读书。杨超出身于
地主家庭，家里雇有十余个长工，对压
迫、剥削的旧社会有较多的认识，他曾
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中国地大物博，
为何不富强，盖因未得到改革之道，我
当竭力为此奋斗。”

杨超 1921 年考入南昌心远中学，
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并和同学
袁玉冰、黄道、方志敏等组织革命团体

“改造社”，后因积极参加“改造社”进
行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1923 年
秋，杨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读
书，同年 10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12 月，发表《改造中国的一条道
路——革命》一文，大声疾呼无产阶级
革命。随后，进入北京大学就读。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杨超在
北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
反帝爱国运动，结识了革命宣传家和
活动家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并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杨
超把入党的喜事告诉妻子李竹青，为
避免暴露，以《有感寄李竹青》为题，
写了一首诗：

革命原知事意成，
书生有路请长缨。
鲲鹏却爱天涯远，
不听山阳夜笛声。
同年，杨超利用寒暑假回江西从

事革命活动，并于这一年冬组织了德

安最早的一个工会——德安柴炭工人
工会。1926 年夏，党组织派杨超回江
西 工 作 ，任 中 共 江 西 地 方 委 员 会 委
员。12 月，中共德安县第一次党代会
选举杨超为县委书记，领导群众积极
策应北伐军进军。

1927 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后，全国陷入白色恐怖中，大批
共产党员被杀害。杨超领导德安人民
进行了坚决的反蒋斗争。1927 年 7 月
21 日，杨超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一次党
员代表大会，当选为省委委员。7 月
25 日，他组织召开了中共德安县第二
次党员代表大会，贯彻省委精神，讨论
应变策略，采取紧急措施，从而使党的
革命力量未受到严重破坏。南昌起义
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疯狂反扑，德安
陷入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杨超
遭到通缉，但他继续率领德安农军开
展武装斗争。

1927 年 10 月，杨超奉党组织之
命 到 河 南 开 展 工 作 ，参 与 组 织 领 导
革命斗争。12 月 23 日，杨超出席党
的 武 汉 会 议 后 返 回 江 西 ，途 中 被 国
民 党 特 务 发 现 。 为 了 引 开 敌 人 、保
护 同 行 的 战 友 ，杨 超 不 幸 被 捕 。 敌
人 抓 获 杨 超 如 获 至 宝 ，连 夜 开 庭 审
讯 ，对 他 严 刑 拷 打 ，威 逼 利 诱 ，企 图
从他的口中得到党组织的秘密。面
对 凶 恶 的 敌 人 ，杨 超 表 现 了 一 个 共
产 党 员 宁 死 不 屈 、忠 于 党 的 崇 高 气
节。敌人无计可施，于 1927 年 12 月
27 日残酷地将他枪杀于南昌德胜门
外下沙窝。临刑前，杨超面不改色，
引吭高诵就义诗：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牺牲时年仅 23 岁，但他那坚

定的革命信念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至今仍为后世所景仰。

青年英烈杨超：革命何须怕断头
□新华社记者

清晨 6 点半，刘淑琴起床。
打扫房间，做好早饭，叫醒女儿，送

去上课⋯⋯一整天她都在忙碌中度过。
她的生活，因这些孩子而变得不同。
我有 12 个孩子！

“来，妈妈教你系扣子，看，把这个对
上，好，这个手抓着扣子，穿过这个眼。”

刘淑琴已经手把手教了 3 年，7 岁
的小女儿小颖（化名）还是不会系扣子。

“妈妈看看漂亮了没，眼睛看着镜
子，自己照一个，看看漂亮了没？”

一边给大女儿小丁（化名）梳头，一
边试着跟她交流，而 18 岁的小丁只能
低声吃力地说出三个字－－漂亮了。

孩子们的回应很微弱，刘淑琴却已
经很欣慰很满足了。

这是两个特殊的孩子，小颖是先天
愚型，小丁精神发育迟滞，理解和沟通
能力很差。

“这些孩子先天发育不好，反应比
较迟钝，要反反复复给她讲，小女儿 7
岁了还是不会用筷子。”刘淑琴说。

因为患有先天疾病，小丁和小颖一
出生就被亲生父母遗弃，后来被收养在
宁夏儿童福利院，受益于家庭寄养这种
新型孤残儿童养育模式，两个孩子先后
来到了宁夏银川市永宁县惠丰村的刘
淑琴家。

刘淑琴从 2003 年开始成为寄养妈
妈，那一年，3岁的小丁来到了她的身边，
当时她自己的儿子15岁，闺女13岁。

“她来的时候皮肤白白的，因为自
己孩子大了，现在来了个小孩，所以家
里人都特别喜欢，我老公就抱着她串门
子，邻里都说，得了个小女儿，高兴得很
啊。”刘淑琴回忆道。

养大了自己的两个孩子，照顾小孩
算是很有经验了，但这次却超出了她的
想象。

刘淑琴说，小丁刚来的时候呆呆傻
傻的，动不动就尿了，大便拉裤子里了，
照顾起来很费劲。

“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早晨吃完
饭就带着两个孩子来家庭寄养工作服
务站，大的在手工室学刺绣、穿珠，小的
在特教室进行康复训练，上午下午，一
直坚持来。”刘淑琴不仅要当孩子的母
亲，还要当她们的老师、陪读和康复训

练师。
从 38 岁到 53 岁，这些和她没有血

缘关系的孩子，占据了她人生整整 15
年宝贵的时光。

“我自己有 2 个孩子，在我家前前
后后寄养了 10 个孩子，等于说我有 12
个孩子了。有时候别人也问我嫌弃不，
我说自己也是母亲，也有孩子，我把这
些娃娃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谁会嫌弃
自己的孩子呢！”刘淑琴说。

她会叫我妈妈了！
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是艰辛的，也是

幸福的。
2014 年，刘淑琴因腰部受伤住院

治疗，回家后，只能卧床静养。
一天，家中只有刘淑琴和小丁母女

两人，当时 14 岁的小丁主动给她端来
一杯水。

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个年纪早该
懂事，照顾生病的妈妈也并不稀奇，但
刘淑琴却深知对于小丁这样的孩子是
多么不易。

“哎哟，我当时可感动了，觉得这么
多年的付出没有白费。孩子虽然不善
表达，但她心里知道妈妈生病不能下地
了，需要有人照顾。”刘淑琴说。

十多年朝夕相处的母女情，那一刻
凝聚在一杯简单的白开水中。

浓浓的亲情不仅仅在两个孩子与
刘淑琴之间。

刘淑琴的儿子平时在外工作，回家
后第一件事就是抱抱小颖，还经常给她
带礼物。

“有时候儿子一段时间不回来，她
也想哥哥，但不会说，就自己跑到哥哥
房间躺一会儿”。刘淑琴说小颖有她独
特的方式表达对哥哥的想念。

小颖 4 岁时来到家里，刘淑琴每天
都教她叫妈妈，一年多过去了，却迟迟
不开口，这让刘淑琴有些着急。

2016 年秋天的一个早上，小颖突
然开口叫了两声妈妈。

“我当时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了，赶紧让她再叫我几声。”刘淑琴有些
激动。

宁夏儿童福利院永宁家庭寄养中心
主任王津说：“有的孩子好久了才会叫妈
妈，好多家长一听，赶紧给我打电话，说
我的孩子会叫我妈妈了，我太高兴了！”

根据每个孩子送来时的身体状况，
福利院会给他们推算一个生日。

今 年 5 月 12 日 是 小 丁 18 岁 的 生
日。按照规定，成年后小丁将被转送到社
会福利院，离开自己生活了15年的家。

5 月 13 日，是小丁在家陪伴妈妈度
过的最后一个母亲节。

刘淑琴在不舍的同时，加紧教小丁
一些手工技能，希望女儿以后找到一份
简单的工作。

相对于普通孩子，小丁的未来有太
多的未知。

“担心她能不能工作？能不能自
立？能不能成个家有人照顾？哎，有时
候这个事，不敢想啊。”刘淑琴对孩子的
担忧和千千万万的母亲一样。

孩子总有离开家的那一天，但是这
些孤残儿童在寄养家庭中的生活经历，
将会影响他们一生。

27 岁的？小凯（化名）曾在寄养家
庭生活过，如今，他已步入社会，走上了
工作岗位。“在寄养家庭能感受到家的温
馨，有爸爸妈妈的关怀和兄弟姐妹的陪
伴，除了生活上的照顾外，最重要的是心
理上的慰藉和满足，如果我没在家里生
活过，这辈子就可能是一个没有父母的
孩子。”对于这段生活，？小凯甚是感念。

宁夏儿童福利院院长杜勇说，我们
曾做过对比研究，与在儿童福利机构长大
的孩子相比，生活在寄养家庭的孩子情感
更充沛，因为他们拥有过完整的家庭关系
和亲子关系，这是他们一生的财富。

不能让他们被二次遗弃！
在银川市永宁县惠丰村，目前有

100 个孤残儿童生活在 57 户人家，在过
去的 17 年中，共有 328 个孩子在 102 个
家庭里生活过。

但起步并不容易。2001 年，当宁
夏儿童福利院在永宁县开展家庭寄养
工作之初，当时的惠丰村妇女主任王书
敏带着王津在村子里走访，给村民们做
普及宣传。因为需要寄养的都是孤残
儿童，很多村民都不愿意。

“你说得这么好，你自己咋不带一
个？”面对王书敏的游说，村民郝耀光当
众质疑。没过几天，王书敏就接收了一
名孤儿，成了一位寄养妈妈。

在少数人的带动下，这份爱心被不
断传递，越来越多的惠丰村村民加入了
家庭寄养工作的行列。这里也渐渐成
了宁夏孤残儿童家庭寄养第一村。

2004 年，郝耀光和爱人也先后接
纳了两个孩子。

政府对寄养家庭有一定的经费补
贴，刚开始一个孩子每月不到 300 元，
目前增加到 1000 元，这也算是对寄养
家庭的一种激励。

刘淑琴说，最初自己刚好闲着，加上
还有些补贴，所以就试着带带这些孩子。
现在家里有钱了，但是这份情感却割舍不
掉了。我愿意把这件事做到底，因为这是
一种爱的传递，也是受人尊重的，现在像
我一样的寄养妈妈越来越多了。

40 岁的李红勃当过幼教、做过生
意，2012 年她回到惠丰村后，被周围寄
养家庭的爱心所感染。

“当时我家楼上就有一个爱心家
庭，我看她每天带着孩子去做康复运
动，在小区楼下玩，很有感触。我特别
喜欢孩子，自己也做过幼教，觉得带孩
子一定不比别人差。”2015 年，她家迎
来了两个先天愚型的孩子。

周围年纪大一些的寄养户也有人
问过李红勃：“我们年纪大了，只能带带
孩子，你这么年轻，怎么不出去打工多
挣点钱？”

但是在李红勃看来，两个原本陌生
的孩子叫她“妈妈”时的幸福感，是无法
用金钱来衡量的。

“刚开始做家庭寄养工作时，惠丰村
还是农村，可现在因为城市扩建，村里人
都成了拆迁户，家家都有几套房。如果
说起初还有些经济刺激的话，那么现在
这些寄养妈妈已经把这当成了一份事业
来做，她们真的很伟大。”杜勇说。

如今在村民们眼中，寄养的孩子和
自己的娃娃一样，都是村子的一部分。

对一些自理能力强一些的孩子，福
利院会送他们去幼儿园和学校接受正常
的教育，也会对部分孩子进行一些工作技
能的培训，期望他们以后能够自立自强。

“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这些孩子
有愿望、也有资格生活在家庭里，感受
家庭的温暖。他们已经被亲生父母遗
弃过一次，但社会不能让他们被二次遗
弃。”王津说。

用 15 个春秋去爱 10 个没有血缘关
系的孩子，正是因为有了许许多多的刘
淑琴，才让这些孩子被亲生父母遗弃
后，能够再次体会家庭的温暖。

虽非亲骨肉，依然父母心。
爱，可以超越血缘。
（记者卢鹰、曹江涛、唐亚蒙、刘飞）

（新华社银川 5 月 13 日电）

超越血缘的母爱

5 月 13 日，汪品先院士走
进“深海勇士”号载人舱。当
日，我国自主研制的 4500 米载
人深潜器“深海勇士”号迎来迄
今年龄最大的乘客。我国著名
海洋地质学家、“南海深部计
划”指导专家组组长、82 岁高
龄的汪品先院士在南海下潜，
并在海底获得重要发现。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82 岁汪品先院士
在南海下潜获
重要发现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最美基层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