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上车后买票”敢闯敢干，“小
政府、大社会”敢为人先，省域“多
规合一”改革先行先试……

回首建省 30 年波澜壮阔发展
史，海南多项改革开放举措领跑全
国，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
神一直传承，历久弥新。

逐浪先行海天阔，而立之年再
出 发 。 海 南 在 新 时 代 初 心 不 忘 ，
高 昂 特 区 精 神 ，勇 立 改 革 开 放 潮
头。

南海之滨的改革“弄潮儿”

自建省办特区起，海南就以极
大 的 勇 气 和 胆 魄 ，推 出 一 系 列 在
全 国 先 行 先 试 的 改 革 举 措 ，发 挥
了 改 革 开 放 试 验 田 、排 头 兵 的 作
用。

“海南建省初期的众多改革举
措，集中体现了敢闯敢试、敢为人
先的特区精神。”中国（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

率先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探索
“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架构；率先
实行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率先实行
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率先建立以股
份制为主体的现代企业结构；率先
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业、
工伤、医疗保险制度；率先实行“一
脚油门踩到底”的燃油附加费改革
……

靠着这一系列的先行先试，海
南杀出了一条改革开放的血路，经
济发展迸发出巨大活力。仅在建省

办 特 区 4 年 后 ，1992 年 海 南 人 均
GDP 首 次 超 过 全 国 平 均 值 ，实 现
了建立海南特区的第一步发展目
标。

1999 年，海南在全国率先作出
建设生态省的决定，推行绿化宝岛
行动等措施。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
和 不 断 夯 实 的 生 态 基 础 ，2009 年
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上升为国
家战略。

“海南的比较优势是良好的生
态，经过多年的探索，海南终于确
立了国际旅游岛发展定位，成为全
国人民的度假胜地。”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南进入全
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再次成为改革

“弄潮儿”：率先开展省域“多规合
一”改革；“放管服”和商事制度改
革起步早、力度大，多项举措全国
第一；成为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
试点省份，发挥了示范作用；首创
旅游市场“四位一体”监管模式……

“海南的改革基因始终在延续
和发展。”过去 5 年负责落实海南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省工信厅长王静
认为，海南一直处在改革前沿，改
革的思路、理念一直没有变，始终
在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实际问题。5
年累计减少审批事项 1206 项，减幅
超过 80％，开展园区“极简审批”改
革试点。这些举措为全国行政审批
制 度 改 革 、商 事 制 度 改 革 提 供 了

“海南经验”。
依靠不断打造更具活力的体制

机制，海南特区步入发展快车道。
5 年来，海南地区生产总值迈上两
个千亿台阶，已成为中外游客向往
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试验田”的辐射效应

开辟一个更大的改革开放的试
验田，对全国产生更强辐射力和推
动力，昭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决
心和魄力——这是党中央设立海南
经济特区的“初心”。

发 轫 于 海 南 特 区 的 一 系 列 改
革，从南海之滨辐射沿海、内地，对
全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示范作用。

“小政府、大社会”为我国后来
实行的“大部制”改革也提供了经
验和借鉴。

“‘小政府、大社会’的设计理念
符合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原则，很
大程度上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政府
过于干预经济、掣肘市场的状况，
为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积
极 的 理 论 成 果 和 丰 富 的 实 践 经
验。”海南省行政学院原院长廖逊
说。

1992 年，海南将洋浦经济开发
区的土地一次性出让给外商经营
70 年，成为我国首例由外商成片开
发的经济开发区，是当时对外开放
最大胆的举措之一。1994 年，中国
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区就成
功借鉴了“洋浦模式”。

而海南很多开创性的改革更为
自身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股份制改革就是其中之一。

思路决定出路。海南决定在全
国率先实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股份制
改革，成立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向社会定向募集股本修建高
速公路。短短 3 个月时间，全国 600
多家法人股东和数十万个人股东认
股，股金到位 14.8 亿元，一举解决了
工程资金短缺的“老大难”问题。

一时间，海南机场股份有限公
司、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批基础设施股份制企业相继诞
生。机场、高速公路、电厂、码头和
大量的市政设施因此迅速崛起。

“海南将股份制改革作为经济
体制改革重要组成部分和筹集资金
的手段之一，为特区建设注入了巨
大活力。”迟福林说。

海南新一轮改革的示范作用也
正在释放。2015 年开始的新一轮海
南农垦改革瞄准体制不活、机制不
顺 的 深 层 次 顽 疾 ，为 全 国 提 供 了

“海南经验”。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总经

理王业侨说，全面完成农场转企改
制和垦区集团化改革后，一举结束
了农场长期亏损的局面。2017 年集
团实现营业收入 225 亿元，同比增
长 39.24％ ；利 润 总 额 与 改 革 前 的
2015 年相比，大幅增盈约 17 亿元。

特区精神将推动海南
实现新跨越

迟福林说，30 年来，海南从一个
封闭半封闭的国防前哨发展成为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从全国经济社
会发展落后的地区之一发展成为享
誉世界的国际旅游岛，根本的动力
来自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的特区精神。

海南大特区精神，发轫于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发酵于海南轰轰烈烈
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特区精神已经成
为融入海南民众血液之中的基因密
码，成为海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

琼 崖 春 风 浩 荡 ，南 海 波 涛 奔
涌。走进新时代，海南在全国改革

开放及战略布局中的地位更为重
要，海南大特区如何保持敢于“第
一个吃螃蟹”的初心？

2017 年 6 月至 8 月，海南深入开
展百日大研讨大行动活动，促进海
南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大解放，强化
特区意识、发扬特区精神、擦亮特
区品牌，进一步革除影响海南发展
的思想障碍、体制机制性障碍，推
动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和发展。

从今年 1 月 1 日起，海南实施新
的市县发展综合考核评价办法。新
办法在取消全省全部 19 个市县中
12 个市县的 GDP、工业、固定资产
投 资 考 核 的 同 时 ，加 大 对 资 源 节
约、耕地保护、扶贫攻坚、城乡居民
收入等内容的评价。

海南省委七届二次全会审议通
过《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谱写美丽中国海南篇章的决定》，
提出了 30 条生态环保硬措施。海
南用建省办经济特区近 30 年来最
全 面 、最 严 格 的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制
度，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升级版”。

风从海上来，潮起海之南。30
年峥嵘岁月，敢为人先的步伐从未
停息。

今天的海南，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海南将进行系统谋划，开展
对外开放、生态文明、产业发展等
方 面 的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深 化 省 域

“多规合一”改革，以《海南省总体
规划》为引领，把全省作为一个大
城市大景区来统一规划、建设和管
理；以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勇气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改革创新
行政体制，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
力和活力。

( 新华社海口4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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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浪先行海天阔
——来自改革开放试验田海南特区的报告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王晖余 王存福

早餐之后，海南省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三道镇什进村村民邱雯琪做
完家务，步行 5 分钟，就可到达上班
地点——开在村里的布隆赛酒店，开
始一天的工作。

“我们以前种田为生，起早贪黑
也 挣 不 了 钱 ，却 忙 得 连 孩 子 都 顾 不
上。”2010 年，北京春光投资集团入驻
什进村，开发布隆赛文化旅游区。旅
游区建成后，邱雯琪跟很多村民一道
放下锄头，成了旅游区的员工。

布隆赛文化旅游区采取“大区小
镇新村”的开发模式，在大景区的开
发中将周边的小镇、村庄纳入其中，
形成大景区和风情小镇融合发展的
格局。“大区小镇新村模式的核心理
念，就是让农民不失地不失业、不离土
不离乡也能保增收。”北京春光投资集
团董事长王启春说，企业与村民共享
发展成果，才能彻底改变以往“景区一
派繁荣，周边依旧贫穷”的困境。

什进村临近呀诺达雨林文化旅
游区和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两大
5A 级旅游区，是名副其实的旅游重
镇。在布隆赛文化旅游区开发中，公
司对什进村进行了整体规划与改造，
保留茅草土坯房、古井、老树等村庄记
忆，为农户建造黎族风情别墅，还建起
了村史博物馆；农民以土地入股的形
式参与乡村旅游开发，享受分红收益。

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基本农田
仍 归 村 集 体 所 有 ，村 民 可 以 继 续 耕
种，种出来的瓜菜，既可以卖给布隆
赛酒店的餐厅，也能拿到市场上卖。
当地也有意识地引导农户种植南药、
兰花等，加大现代农业的科技创新投
入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并借助互联
网，发展农村电商。旅游区建成后，
不少村民参与旅游产品的经营管理，
带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这几年
到 村 里 旅 游 体 验 的 游 客 越 来 越 多 ，
2017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达 1.3 万余
元，一半来自旅游收入。

“十几年前，村里都还是土路，很
多人还住在茅草房里。”邱雯琪说。
据 了 解 ，2009 年 ，什 进 村 全 村 48 户
203 人，土地面积 700 余亩，有三分之
一是贫困户，大多住在低矮破旧的茅
草屋里。村民靠种田、养殖为生，年
人均纯收入仅 2170 元，是保亭县重点
贫困村。

如今，什进村摇身一变，从国家
级贫困县的重点贫困村，变成了保亭
地标性的美丽黎村。村里一栋栋两
三层的黎族传统“船型屋”样式的小
楼坐落在槟榔林中，和村头的别墅酒
店相差无几。走在乡间田埂上感受
微风拂面，别有一番滋味。

看到村里发展得越来越好，村民
林维放弃了在三亚一家旅行社的工
作，回家整合自家及亲戚家的 10 多间
空房，创建“黎家民宿”，开设住宿、农
家体验、水果采摘、土特产售卖等服
务，年均接待游客 1000 人次，年纯收
入达 10 万元。她说：“我从小生活在
农村，家门口的篱笆、田里的瓜果，都
是心中最美的记忆。我回家创业，就
是想留住更多游客，让他们感受到海
南最有特色的风景。”

（原载《光明日报》2018 年 4 月
11日 12版）

融入大景区
村庄更繁荣

光明日报记者 王晓樱 周洪双

在海南省三亚市，有一片神奇
的土地，它面积小，但作用大。新
中国成立以来，全国的 7000 多个农
作物新品种超过 70%出自这里。它
的名字叫南繁基地，这里集科研、
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为
一体，是服务全国的重要基地。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年来，
南繁基地由点到面不断扩大，在三
亚、陵水、乐东等市县，从几万亩发展
到 20 多万亩，在全国农业现代化进
程中，被誉为“中国优良种子的摇
篮”。

对于我国种业发展，南繁基地
是不可替代的稀缺性资源，民族种

业做优做强、在全球范围提升竞争
力，离不开这里。位于北纬 18 度线
以南的三亚、陵水、乐东三市县，其
热带气候能实现加代繁殖，让育种
周期缩短一半，是我国最适宜用作
冬季南繁的土地，被科研人员誉为

“育种天堂”。
曾经，一杆秤、一把尺，就是艰

苦奋斗的老育种专家在南繁搞科
研的全部设备。进入新时代，这里
的工作正在发生转变，南繁主体多
样化、育种方式多样化、需求多样
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曾一度
流传开来，南繁的困境也逐渐清晰：
城市建设用地与南繁用地矛盾怎样
调和？地方经济与南繁战略如何同
步发展？海南“土著”与南繁“候鸟”
如何和谐共处？缺乏统一的规划，

科研用地不稳定，生活保障跟不上
……

2015 年 10 月，国家有关部门及
海南省政府印发《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 基 地（海 南）建 设 规 划（2015—
2025 年）》（以 下 简 称《 南 繁 规
划》），明确划定 26.8 万亩科研育种
保护区，其中 5.3 万亩为核心区，保
护区是“红线中的红线”，要坚决防
止非农化，南繁基地建设全面上升
为国家工程。

为攻克《南繁规划》推进中的
重 点 、难 点 ，2017 年 12 月 ，在 国 家
南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会上，《南
繁规划》落实攻坚战正式打响，为
规划落实明确了时间表、路线图，
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到人。国家南
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海南
省农业厅厅长许云提出，要从建立

完善协调机制、加强督导考核和强
化 组 织 保 障 3 个 方 面 发 力，“像 打
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一样”打好规划
落实攻坚战。

60 年来，南繁基地服务民族种
业发展，为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作
出 了 突 出 贡 献 ；《南 繁 规 划》出 台
后，海南省勇担重任，划定南繁科
研育种保护区，配套新基地建设用
地，强化生物安全监管。

对于未来南繁基地发展，海南
省省长沈晓明提出做好热带农业
发展的“加减乘法”，其中的“乘法”
就是要通过南繁优势带来新的活
力。

新的活力正在显现。近 3 年，
随着《南繁规划》落地实施，海南人
也开始“沾光”了。上海农科院科研
团队培育的节水抗旱稻在陵水试种

成功；天津德瑞特的黄瓜品种在海
南广受菜农青睐；广西农科院的双
季葡萄推广成功……南繁成果相继
落地，海南人也享受到了南繁“红
利”。

“红利”不仅体现在科技成果
转化上。为了让《南繁规划》既推
动科研育种，又惠及海南地方，农
业主管部门支持探索核心区建设
与南繁小镇建设、休闲观光旅游区
建设等相结合；湖南和海南签署农
业合作备忘录，在南繁基地建设、
槟榔等优势特色产业开展合作；上
海市农委和海南省陵水县政府签
订农业合作协议，支持陵水农业发
展。

（原载《经济日报》2018 年 4
月 11日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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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繁基地集五大功能于一体——

育种摇篮增添新活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何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