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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西县位于大别山腹地、皖西南边陲，1936 年建县，
是安徽省唯一一个集革命老区、贫困地区、纯山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生态功能区“五区”于一体的县，也是安徽
省连续八任省委书记的扶贫联系点。

1985 年岳西县被国务院划定为首批国家级贫困县。
经过历届政府不懈的努力，到 2017 年底，岳西 65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贫困发生率降到 0.98%，已通过省级脱贫验
收，目前正在等待国家第三方评估验收，有望年中通过

“国考”脱贫摘帽。
时光回溯到 1989 年，岳西县很多乡镇经济发展滞

后，大部分群众家庭一贫如洗，住的是摇摇欲倾的土坯
房，吃的是红薯、稀饭。出行道路全是不足 3 米宽的土
路，让人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时任省委书记卢荣
景同志到岳西县视察工作，见到此情此景，让他感到寝
食不安，所以当时决定把岳西作为自己的扶贫联系点和
群众工作联系点。从此以后，每一任安徽省委书记都延
续了这一传统，将岳西县作为他们扶贫联系点，至今已
经连续8任。

29年来，在8任省委高度重视和七任省委书记的倾情
帮扶下，岳西全县向贫困开战，形成精准扶贫的岳西模式。
终于有望让岳西县在全省率先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年初公布的
《安徽省（岳西县）2017 年贫困县退出公示》中这样表
述：“岳西县综合贫困发生率低于 2%，脱贫人口错退率
低于 2%、贫困人口漏评率低于 2%、群众认可度高于
90%，65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幅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
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达到或接近全省水
平，脱贫攻坚总体部署符合国家要求和自身实际，重大
政策措施落实到位，后续帮扶计划及巩固提升工作安
排有序、措施有力。”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特殊

年份回望，壮阔东方潮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

了世界。从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奋进新时代的改革

开放步伐更加铿锵有力、稳健豪迈。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版图上具有地标意义的城

市，深圳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从鲜

为人知的小渔村，到充满活力的大都市、被誉为全

球经济特区的“头号成功典范”；从 1979 年 GDP 仅

为 1.97 亿元，到 2017 年 2.24 万亿元，深圳以“三天一

层楼”的“深圳速度”，创造了人类历史工业化、城市

化、现代化发展的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

现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生动缩影，也成

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

跃的生动写照。

历史的分量，有时要以厚度而非长度来衡量。走

进这座年轻城市的博物馆，驻足“深圳改革开放史”展

区审视凝思，无论是振聋发聩的土地拍卖“第一锤”，

还是石破惊天的“蛇口开山炮”……创业实干的火热

气息扑面而来，敢闯敢试的燃情岁月犹在眼前，讲述

着一个个白手起家的传奇故事，破译出一座城市快速

崛起的成功密码，揭示了一个国家用几十年时间走过

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之道。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年“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告诉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

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深圳等经济

特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摸着石头过河”，实现解放

思想和改革开放相互激荡、观念创新和实践探索相互

促进，充分发挥体制改革“试验田”、创新发展“排头

兵”和对外开放重要“窗口”的作用，为改革开放成功

闯出了新路子。“只有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才能

收获别样的风景。”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在各方

面体制机制改革中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为全国提供

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既是经济特区与生俱来的

基因，又是责无旁贷的使命。

实践没有终点，改革未有穷期。40年改革开放取

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面临“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

题，继续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

一点都不亚于改革之初。新时代有新要求，更有新期

待。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把握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

愿，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破除一切不合

时宜的思想观念桎梏，扫除一切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

弊端，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迈上新的更高水平。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党

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深沉

的历史忧思、强烈的责任担当和高超的改革智慧迎难

而上、知难而进，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全面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取得辉煌成就。在日益深入的实践基础上

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加强顶层设计、鼓励基层实践，

运用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方法，更加注重改革的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督察、狠抓落实，让中国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以扩大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

胸襟拥抱世界等一系列与时俱进的改革思想认识论

和改革实践方法论，为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提

供了思想遵循、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发扬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坚定改革不停

顿、开放不止步的决心信心，我们必将在改革开放的

道路上行稳致远。

深圳莲花山上，习近平总书记五年多前亲手种下

的高山榕已是枝繁叶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也已硕果

累累。改革潮涌，激荡神州，今天的中国正勇毅笃行

在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上。这是赶上时代的成功之路，也是引领

时代的必由之路！

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历程，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安徽作为中国

农村改革的主要发源地，也是改革大潮的弄潮儿，诸多改革创举，引领经济腾飞，人民生活越来越好。本报今日起推

出“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我们一起追忆往昔、分享当下、畅想未来。今天推出

“40年改革领跑路”“40年改革风云录”“40年改革获得感”专栏。

改革潮涌 激荡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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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发端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大包干”
成为改革开放一声春雷，冲破思想桎梏，唤醒沉睡的
大地……正是从那一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
民开启了改革开放这场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伟大变
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开启了伟大的实践征程。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
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
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
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
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
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
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
18 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
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 年，
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
是伟大的壮举。1979 年 10 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
片金黄，经计量，当年粮食总产量 66 吨，相当于全
队1966年到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在一次重要谈话中
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当时国务院
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万里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
小平对这一举动表示的支持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
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

1982年1月1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关
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
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
制。此后，中国政府不断稳固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使广大农村地区
迅速摘掉贫困落后的帽子，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
中国因此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用世界上7%的土地
养活世界上22%人口的奇迹。

27 年前，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
协主席汪洋在铜陵市长任上主笔发表文章

《醒来，铜陵！》，轰轰烈烈拉开了铜陵大地上
“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

在他就任市长的 1991 年，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十字路口，中国改革路线何去何从成
为举国关心的话题。

当时，身处安徽铜陵的汪洋冒着政治风
险，亲自部署写作、把关、改定了《醒来，铜
陵！》一文，刊发在《铜陵日报》上，那篇敢于
曝光弊端的文章一经刊出，全体铜陵人为之
震撼，全市上下掀起一场大讨论，探索改革
如何科学创新。当时《经济日报》驻安徽记
者站记者敏锐地察觉了其中的改革锐意，采
访了汪洋市长，及时写成报道。时任《经济
日报》记者部主任的庹震和值班副总编杨尚
德慧眼识宝，决定组织大规模报道。1992
年初，《醒来，铜陵！》略作删节在《经济日报》
刊发，配发消息和评论，并且策划了系列报
道，庹震还把那组报道的切入口定为《醒来，
不只是铜陵》。其后，发表文章、通讯、评论、
编后、编者按、图表、来信30余篇，在全国引
起巨大反响。

那场大讨论被称为“改革开放以来国
内第一场思想大讨论”。汪洋由此名震中
国 ，被 中 央 领 导 称 为“ 有 改 革 风 范 的 少
帅”。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看到《经济
日报》的报道后，非常赞同汪洋的解放思想
大讨论，随后亲临广东发表南方讲话，提出
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从此，中国改革
面貌焕然一新。

▋记者 祝亮

小岗村
率先实施大包干

“醒来吧铜陵”
解放思想大讨论

8任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接力
帮扶助推岳西率先脱贫摘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