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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
运的关键一招。兴办经济特区，是党
和国家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进行的伟大创举。

在党中央统筹部署下，1980 年
8月 26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
个经济特区成立；1988 年，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成立以来，
创造了永载史册的中国速度、中国
奇迹。

2020年10月14日，在深圳经济
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弘扬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继续发扬敢闯
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
神，激励干部群众勇当新时代的‘拓

荒牛’。”

敢闯敢试
——“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
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
决策。

1979 年 4 月，广东省委负责人向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兴办出口加工区、
推进改革开放的建议。邓小平同志
明确指出，还是叫特区好，中央可以
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
血路来。

同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
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
施、先行一步”，并试办出口特区。
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珠
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1988年
4 月又批准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明确
要求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
范带动作用。

早年曾参加革命工作的袁庚，
1978年担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在
他的带领下，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
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 1979 年在
临近香港的宝安南头半岛诞生，炸响
改革开放的“开山炮”。

“刚到蛇口的时候，真的是一穷二
白，晚上睡觉必须要挂蚊帐，不是防蚊
子，而是防蛇和老鼠。”清华大学毕业
后来到蛇口工作的顾立基回忆。

彼时，蛇口工业区首项工程蛇口

港开工。开始时，工人们每人每天 8
小时只能运泥 20 至 30 车，工程进展
缓慢。袁庚开创性地打破大锅饭、
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每天
55 车定额，每车奖 2 分钱，超额每车
奖 4 分。

工人们干劲大增，平均每人每个
工作日运泥达 80 至 90 车，有的甚至
达到 131 车，工人的奖金加工资最多
一月能拿到 110 多元，有的人月收入
远超蛇口工业区中层干部。工地热火
朝天，进度迅速推进。

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起步，
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40多年间，
深圳从一个落后的边陲小镇发展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地
区生产总值从1980年的2.7亿元增至
2020 年的 2.77 万亿元，仅次于北京、
上海，与曾经差距无比巨大的香港相
当。与当年的“逃港潮”形成对比的
是，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如今选择在深
圳创业定居。

敢为人先
——“第一个吃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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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
于“第一个吃螃蟹”，是经济特区的鲜
明特质。

1987 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
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
行规定》发布。这个著名的“18 号文
件”，成为激活中国科技创新活力的

“导火线”。
“华为的发展得益于国家政治大

环境和深圳经济小环境的改变，如果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发展。”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

1988年，深圳市政府成立了资本
市场领导小组，当时我国首批赴日本
学习证券专业知识的留学生禹国刚出
任专家小组组长。他带领专家小组成
员花费半年多时间翻译了两百多万字
外文资料，通过移植借鉴，打造了新中
国第一部证交所“蓝皮书”——《深圳
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

1990 年 12 月 1 日，深交所率先
开始集中交易，中国资本市场迈入快
速发展的“春天”，为经济腾飞插上了

“翅膀”。
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创造地

方国企发展骄人业绩；逐步建立特区
金融体系，成立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
银行；深化财税、价格流通体制改革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以来，厦门市
场经济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推进，持续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作为汕头经济特区 1987 年推出
“24小时答复”的升级版，如今的汕头
市政府服务中心24小时自助服务区，
为企业办税等提供极为便捷的服务。
1987年，在汕头投资设厂的香港客商
陈锡谦因机关办事拖拉等问题向特区
管委会提出意见和建议，管委会迅速
承诺“企业反映问题在24小时内做出
回复”。从此，“24 小时答复”成为汕
头的金字招牌。

近期，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表决通

过并实施，57项省级管理权限调整由
重点园区管理机构实施，朝着世界最
高水平开放形态这一宏伟目标，海南
自由贸易港建设如火如荼。

“经济特区敢为人先的基因贯穿
始终，激发了创新第一动力。”中国（深
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
达说。

埋头苦干
续写“春天的故事”

四十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特区奋
斗者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以特区精神为动力砥砺奋进、迎难
而上。

国贸大厦、地王大厦、京基 100、
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全国劳动模
范、中建科工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大区
总工程师陆建新1982年来到深圳后，
参与建设了这些具有地标意义的摩天
大楼。他亲眼见证了三天一层楼的

“深圳速度”，并带领团队将中国超高
层钢结构施工技术提升至世界一流水
平，被称为“中国楼王”。

如今，向着“民生幸福标杆”城市
建设目标，深圳的“拓荒牛”们正着力
营造“深圳温度”。“企业正在推进转
型升级，大量推进民生工程，比如学
校、医院、保障房等装配式建筑，以及
城市绿道、旧城改造项目等。”陆建
新说。

特区建设者们埋头苦干精神不
改，追求创新发展的目标不变。

“几十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
锋。”任正非这样总结华为的发展、壮
大之路。今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
收入3204亿元，净利润率9.8%。

弹指一挥间，沧海变桑田。
在“特区中的特区”——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一组由 333 个废
旧集装箱组成的临时建筑群十分抢
眼，这就是前海管理局办公地。为了
方便企业就近办事，前海管理局决定
整体搬迁至前海工地，用集装箱搭建
办公场所。

正是凭着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始
终秉持艰苦创业、锐意进取精神，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自 2010 年成
立以来，累计推出 645 项制度创新成
果，在全国复制推广65项。

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努力续写更多“春天的故
事”——特区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改
革者奋勇前行。 据新华社

春天的故事，不朽的传奇
——特区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这是深圳深南大道的“拓荒牛”雕像（2020年10月12日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记者14日
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了解到，自
今年秋季学期起，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
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
8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 12000 元；全日
制研究生则由不超过 12000 元提高至
不超过16000元。

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综合
考虑学生贷款需求和财政承受能力等
因素，为了进一步减轻学生的经济压

力，将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 4000
元。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学费和住
宿费，超出部分可用于日常生活费。

已经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
能否享受到新政策？教育部财务司司
长郭鹏表示，对已经提交贷款申请或者
签订借款合同的学生，如果确有需要，
可根据实际需求，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财政部、教育部做了反复测算，结
果显示，学生的还款压力变化不大，不

会因为贷款额度的增加而导致贷款不
良率大幅度上升。”财政部科教和文化
司司长黄家玉说。

针对一些学生无力偿还贷款的情
况，郭鹏表示，对于因病丧失劳动能力、
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家庭成员患有
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的毕业
借款学生，如确实无法按期偿还贷款，
可向经办机构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相
关书面证明，经办机构核实后，可启动

救助机制为其代偿应还本息，免除这部
分学生的后顾之忧。

欧文汉介绍，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帮助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
项重要资助政策，是我国普通高校学生
获得资助的重要渠道。该政策自1999
年开始实施，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助学
贷款3000多亿元，共资助1500多万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支持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今年秋季学期起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提高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