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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吕梁监管分局

关于辖内金融机构有关事项的公告
2018第23号

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建设街支行经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吕梁监管分局批准机构

设立，现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

以公告。

机构名称：晋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吕梁建设街

支行

住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建设北街西侧 1号

机构编码：B0119S314110003
邮政编码：033000
许可证流水号：00675478
批准设立日期：2018年 10月 11日

发证日期：2018年 10月 15日

这是一群平凡农民书写的传奇，18 枚

“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帷幕，成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这是一个普通村

庄创造的奇迹，从 40年前的“要饭村”变为今

天的美丽宜居村庄。

安徽小岗村，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

40 年来，改革大潮奔涌浩荡，小岗人虽

一度也有彷徨徘徊，却始终坚守改革初心，

奋楫争流，与时代同进步。

恰似一个缩影，又如一个隐喻，小岗四

十载的变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生动

写照，小岗的前进之路也证明了一个颠扑不

破的道理：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穷期。

改革决定命运：
从“一声惊雷”到“多点开花”

金秋十月，地处皖东北的小岗村稻菽飘

香，喜迎丰收。村头改革大道两旁的农业产

业园正火热建设；村里友谊大道两侧，农家

乐、特产店林立，“大包干”纪念馆、沈浩先进

事迹陈列馆引来南来北往的游客；一栋栋粉

墙黛瓦的徽派小楼错落有致，楼内自来水、

天然气、宽带等设施一应俱全。

“过去我们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

灯，烧的是柴草，做梦也想不到能过上现在

的好日子！”站在自家的农家乐外，看着熙来

攘往的游客，75岁的“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

金昌感慨万千。

40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

让小岗村民缺乏生产积极性，“上工像绵羊，

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头，还是饿肚皮”。为

了吃饱饭活下去，1978 年的冬天，严金昌等

18 户农民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秘密商议分

田单干，按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也定格

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包产到户明晰了农民的承包经营权，释

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包干”第二年，小岗生

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 1955年到 1970年产量

总和；人均收入是 1978年的 18倍。

以此为起点，从安徽到全国，从农村到

城市，坚冰融化，大地回春，中国开启了改革

开放的黄金时代。

40年里，中国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十一位

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深刻改变

了当代中国的命运，而小岗也从“要饭村”变为

“富裕村”，从当初一百多人的生产队发展为有

4173名村民的全国十大名村；村民人均纯收入

也从22元增长到去年的18106元。

“在小岗一路看到的农家屋舍变化让我

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大成就。”不

久前来到小岗参观的意大利共产党国际部

协调员弗朗切斯科·马林焦认为，中国共产

党的改革令人震撼，他用自己的具体行动让

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的巨大改善。

巨变的背后，是毫不动摇坚持改革开

放、与时代共进步的发展轨迹。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的案头摆

放着一份“改革清单”，上面记录着小岗这些

年来实施的各项改革：税费改革、土地确权、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金融改革……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革不会

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

小岗精神不断传承发扬下去，面对新变化新

问题，攻坚克难、闯关破障。

面对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问题，小岗在安

徽率先开展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发出了安徽

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为了让农民共

享集体收益，小岗探索了集体资产股份合作

制改革，让村民从“户户包田”到村集体资产

的“人人持股”，并于今年 2月发放首次分红。

和改革开放同龄的小岗村民殷玉荣不

久前也干了一件“敢为人先”的事儿，她牵头

组织所在村民组 18 户农民签订了土地入股

合作协议，探索“小田变大田”的规模经营新

模式，让农民手中的土地资源变资产。

殷玉荣说，土地入股能破解粗放经营、

产销不对路等问题。她计划把规整后的土

地统一经营，水田探索稻虾共生，旱地种植

油菜，经营收益在提取少量公积公益金外，

全部按股进行分红。

常讲常新的改革 出了一条条发展新

路，带来了一波波改革红利。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小岗村总产值增长超过 55％，达

5.42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820万元，比 2012
年翻了一番。

“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大发

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安徽省

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说。

从“一声惊雷”到“多点开花”，这不仅是

小岗的改革轨迹，更是中国改革不停步的

“缩影”。

改革并非坦途：
从“认识起伏”到“人心思进”

当年小岗人的创举，使小岗蜚声天下。

纷至沓来的学习考察团，让小岗所在的凤阳

县不得不把学校腾出来接待住宿，小岗人在

光环之下也一度陷入了改革的“快活三里”。

“大包干”解决了吃饭问题，无工不富，

要发展还得办企业。当年起草“大包干”生

死契的严宏昌对小岗错过乡镇企业的发展

浪潮耿耿于怀。在“大包干”后，他自费考察

江浙经验，动员村民们办集体企业，但最终

因意见不一无疾而终。当上全国标杆的小

岗人觉得，是农民就该安心种地，“多打粮食

才是硬道理”。

2003 年，“大包干”20 多年后，小岗村陷

入发展困境。全村人均收入仅 2000元，低于

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 3万元，村里连续

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乱建房、乱倒垃

圾普遍……

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在起起伏伏中，小

岗人逐渐形成共识：“社会不断发展，小岗得

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行呐。”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04年，在以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沈

浩为代表的党组织带头人带领下，小岗村开

始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沈浩书记来了后，做得最多的也是最

难的事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大包干”带

头人关友江说，那时小岗人“等靠要”思想严

重，明知光靠种地刨不出金子，却不敢尝试

其他产业。

51 岁的村民王如霞就曾是沈浩当时的

“工作对象”，为了劝她种植葡萄增收，沈浩

主动上门动员，讲市场、说销路，最终打消了

她的顾虑，王如霞成了第一批“敢吃螃蟹”的

葡萄种植户。如今，她的 4 亩多葡萄园备受

游客青睐，一年收入就有 5万多元。

思想变，发展好。“过去我们认为，土地

是命根子，苦守着一亩三分地，老是致不了

富。”严金昌说，现在小岗人的观念转变了，

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才是对路，他家

的 35亩地全都流转了出去，一家人专心经营

农家乐，日子越过越红火。

人心思进的软环境加上“大包干”的名

气，让小岗日益成为投资的沃土。

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小岗，实行

“互联网＋大包干”的农村电商经营模式，打

开小岗农产品的销路；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投

资 10.6亿元建设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

年底第一块小岗产的面包将下线。

“过去小岗村老百姓牢骚多，这几年基

本没有了。”滁州市委书记张祥安说，持续深

化的改革解决了小岗人的发展问题，让他们

有了获得感、有了奔头，人心思上、思富、思

进的氛围起来了。

如今，小岗 4000 多村民中，自主创业的

农场主、种养大户、致富带头人等已达 100多

人，从事二三产业的超过 2000人。

唯改革才有出路：
从改革地标到精神高地

2018年金秋，中国农村改革 40年暨中国

乡村振兴高层论坛在小岗开幕，与会的专家

济济一堂，畅谈乡村振兴，总结改革得失。

就在几个月前，来自 45个国家和地区的

66个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在小岗就“改革发展

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内专家学者开展

了对话讨论。

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小岗，是来探寻当

年改革的初心，更是来汲取改革的力量。

40年来，小岗村受到过“发展太慢”的指

责，甚至还有种种曲解。敢闯敢试的“大包

干”精神是否过时？今天的小岗又有着什么

样的时代价值？

“小岗是改革的精神高地，站在新的历

史 起 点 ， 小 岗 ‘ 大 包 干 ’ 精 神 仍 然 不 过

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认为，

小岗“大包干”成功的背后是小岗人敢闯敢

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是党和政府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敢于担当的为民精神，这些

构成了小岗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当前全面深

化改革进入深水区、关键期，小岗精神仍熠

熠生辉，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 。

2016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小岗村考

察时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

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使命。虽已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

山涉水。

不久前，小岗村党委换届，“大包干”带

头人之一严宏昌之子严余山再次当选新一

届党委委员，负责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等工

作。他同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小岗村新

评选出的 18位致富带头人之一。

从当年 18 位“大包干”带头人到今天小

岗新 18位致富带头人，两个“18”不仅是历史

的巧合，更是改革精神的传承与接力。

“40年前，父辈是被饥饿倒逼着变革，今天

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空间，改革的步

子迫切需要再快一点再大一点。时间不等人

啊！”严余山一口气列了一串早已盘算好的计

划：放大小岗品牌优势、增加村民分红、制定乡

村振兴人才培养计划、打造智能农业……

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于小岗是擦亮改

革名片之机，更是新一轮发展的冲锋号。

今年 4月，小岗村组织了“小岗要振兴，我

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群策群力制定了小岗

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产

业兴农战略、完成小岗 5A景区创建等目标具

体清晰，仅2018年的具体任务就细化到60项。

“小岗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田野，我们

将做优一产，构筑现代农业发展平台，做强

二产，构筑农副产品加工平台，做好三产，创

建 5A 景区培育培训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

合，打造全域性的田园综合体。”李锦柱信心

满满地描绘着小岗的未来。

“通过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发展，小岗村

与全省、全国同进步，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

好，现在想想当初干对了。”严金昌说，接下

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老

百姓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严金昌的家里，当年讨饭的花鼓如今成

了吸引游客的物件，花鼓唱词也从“十年倒

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变成了今天“凤

阳再不是旧模样，致富的道路宽又长”。

新华社合肥10月15日电

新华社广州 10月 15日电
（记者 周强 徐弘毅） 第 124届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

会）15日在广州开幕，其中进口

展参展企业数量持续增加，进

口展专业化和国际化水平稳步

提升。

本届广交会在第一、三期

设立进口展，展览总面积 2万平

方米，共设 6 个产品区，展位总

数 998个。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主动

扩大进口。第 124 届广交会继

续提升进口展办展水平，有来

自 34个国家和地区的 636家企

业参展，比上届增加 19家，共设

10个国家和地区展团。”广交会

新闻发言人徐兵说，进口展参

展面积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依

次为韩国、土耳其、印度、中国

台湾、马来西亚。

本届广交会进口展上，“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企

业成为参展主体。来自 17 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381 家 企 业 参 展 ，展 位 数 615
个 ，分 别 占 进 口 展 的 60% 和

62%，涵盖了进口展的全部 6个

产品区，包括第一期的电子及

家电、建材及五金、机械设备，

第三期的食品及饮料、家居用

品、面料及家纺。

据徐兵介绍，本届广交会进

口展的采购商包括唯品会、苏宁

云商、顺丰优选、京东、天猫、北

京华联、卜蜂莲花、沃尔玛等大

型零售商、知名跨境贸易企业。

记者了解到，自 2007 年第

101届广交会首设进口展以来，

广交会已累计吸引12664家次境

外优质企业参展，其中有韩国、马

来西亚、埃及、土耳其、泰国、印度

等国家展团和中国澳门、中国台

湾地区展团长期参展。

“进口展的专业化和国际

化水平稳步提升，有力促进了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出口和全球

贸易增长，广交会已经成为‘买

全球卖全球’的开放型国际贸

易平台。”徐兵说。

10月 15日，市民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向
智能机器人“小π”咨询问题。

近日，江西省南昌市首个“政务服务智能机器人”在红谷滩新
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正式“上岗”。据了解，智能机器人“小π”采
用VR智能机器人技术，通过智能交互系统，可以帮助市民通过自
然的语音方式，轻松实现业务咨询、信息查询和政民互动。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第124届广交会开幕 进口展水平稳步提升

小岗，与时代同行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40年变迁的改革启示

□ 新华社记者 王正忠 刘羊 杨玉华 姜刚

（上接 1版）
播撒科技的种子，让一直信奉“种

植靠古训，养殖靠感觉，发财靠运道”老

皇历的农民兄弟，开始深刻认识到科技

才是打开致富之门的“金钥匙”。在岚

县，针对品种退化、种植水平较低等制

约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的瓶颈，中国

科协引进了马铃薯脱毒技术，建成脱毒

种薯繁育基地连栋智能日光温室（二

期），提高岚县马铃薯种薯应用率和覆

盖率。

“看，这就是马铃薯原种，这小东西

成了岚县薯农致富的‘金蛋蛋’了。”在日

光温室里，康农薯业公司总经理李先录

拔起一棵马铃薯脱毒苗，根部带起了一

个鹌鹑蛋大的小薯，他介绍说：“农户种我

们生产的脱毒马铃薯，平均每亩增产 500
公斤以上，增收六七百元。”岚县副县长刘

思昭说。“到 2020年，我们将通过马铃薯

产业直接带动 300至 400户贫困户精准

脱贫，辐射带动1000户贫困户脱贫。”

“贫困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很弱，接受

新事物的过程也很漫长，我们通过加大

科技投入，尽最大努力让贫困户少走弯

路，不冒风险，增加收入。”长住吕梁扶贫

一线的中国科协扶贫工作处处长陈建中

说。按照“引进来，走出去”的扶贫思路，

中国科协发挥学会、协会、专家方面的优

势，聘请中国农科院马铃薯专家金黎平、

张泓、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沈世华等专家

赴岚县进行产业技术指导，并根据县里

提出的需求，协调联系县里相关人员到

学会、协会、科研院所进行考察学习。中

国作物学会在岚县举办马铃薯产业论

坛，就岚县马铃薯产业主粮化发展进行

产业指导。

科技星火，可以燎原。正是在中国

科协每一届科技扶贫团的“呼唤”下，沉

睡的大山“活”了，大山里的人们，纷纷

投身到学科技、用科技、推广科技的热

潮中，农业生产技能、专业技术知识、整

体素质都有明显提高，广袤的田野遍开

致富的“金花”。

输血变造血：
脱贫路上授之以渔

临县的枣木香菇，吃在嘴里甜在心

里。这是科技扶贫的恩典，是临县人民

辛勤劳作的回报。吕梁的青山可以作

证，中国科协几代扶贫人，与吕梁人民一

道，用汗水浇灌收获的喜悦，这里不再是

贫瘠的土地，这里特色农业产业生机勃

发，这里的人民全力以赴奔小康。

临县作为全省的深度贫困县之一，

截止到 2017 年底，依然有贫困村 333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11.79万人，贫困

发生率 20.93%，是我市脱贫攻坚难啃

的“硬骨头”。要使农民脱贫，除了扶资

金、扶智力等“输血”功能外，更要增强

农民的“造血”功能。中国科协把落脚

点放在农业产业扶贫上，加强科技培训

和推广，为农民脱贫致富拓新路、农业

丰产丰收洒甘霖。

针对临县种植结构单一、传统种植

效益不高、贫困群众致富门路不宽的实

际，中国科协帮助成立万家乐食用菌协

会，依托该协会，推广食用菌种植技术，

带领当地农户发展食用菌产业。成立

了吉林农大临县食用菌院士工作站，与

福建农科院、河北平泉食用菌协会结对

帮扶，为临县食用菌产业提供技术支

撑。依托临县红枣枣木资源，研发“枣

木香菇”，采取“公司+联合会+协会+农

户”模式，开展“枣木香菇”食用菌推广

种植。

地还是那块地，干活的感觉却不一

样了——村民们由过去只能靠天吃饭的

传统农民，如今变成了股份农民、产业工

人。掌握了技术，有了产业，贫困群众有

了稳定脱贫出路。

“从对香菇种植的一无所知，到现

在培育菌种的行家里手，就凭这门手

艺，如今我每个月可以拿到 4000 元。”

短短两年时间，贫困户薛成平已成为一

技傍身的菌种培育技术员。

“中国科协利用了临县枣木资源的

优势，免费提供技术支持，如今，临县枣

木香菇远销天津、北京、上海、陕西、内

蒙古等地，我们生产的枣木菌棒甚至远

销海外。”临县千山菌业负责人薛军军

说道。

食用菌的种植和推广，无疑是中国

科协助力临县发展产业脱贫的成功例

子。借鉴临县食用菌发展经验，2017
年，中国科协首次在岚县实施食用菌产

业项目，体现了很好的带动脱贫效果，

同时也促进岚县食用菌等辅助产业发

展，提升产业扶贫效益，切实推动农民

和贫困户持续增收。在畜牧养殖业方

面，发挥龙头企业引领作用，将项目资

金以扶贫股形式注入合作社进行合作，

采取项目资金红利分配模式，从 2017
年起，将连续 6年返给贫困户最低 10%
的保底收益，实现以畜牧产业带动贫困

户稳定增收。

针对临县红枣枣裂问题，中国科协

发挥专家优势，邀请河北农大红枣专家

刘孟军教授赴临县进行高枝换头现场

讲解、试种新品种等产业技术指导，中

国林学会举办临县红枣等农产品进京

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就临县红枣产业发

展定位的构想及建议进行研讨。

给我雨露，报以江河。正是在这样

的扶贫思路下，中国科协帮助吕梁立足

资源优势，让致富的希望在千家万户生

根、开花、结果。中国科协对吕梁老区

33年不变的关怀和厚爱，激励着老区人

民奋发图强，再鼓实劲，以新思路、新知

识、新技能和新的精神风貌，写就老区

更加灿烂的发展篇章。

这，就是中国科协和吕梁人民之间

心与心的承诺。

这一帮，就是 33年

10月14日，在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红水乡黄奈苗
寨，苗族妇女在一块织好的花饰上剪线头。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传统文化的复苏，手
工亮布重新受到青睐。融水红水乡黄奈苗寨的苗族绣娘抓住
这一商机，自发组织建立亮布作坊，并用绣花机生产各种花饰，
缝制苗家人钟爱的亮布衣。目前，该作坊已生产亮布衣1400
多件，成为了人们增收的好路子。 新华社发 龙涛 摄

新华社福州 10 月 15
日电 （记者 王鹏） 15日，

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启动

仪 式 在 福 建 省 石 狮 市 举

行。据悉，馆内拟设置海

上丝绸之路常设展厅、两

个故宫文物临时展厅、《清

明上河图》 数字展厅等，

计划2020年向公众开放。

石 狮 市 隶 属 泉 州 管

辖，泉州自古就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镇，而故宫博

物院则藏有大量与海上丝

绸之路相关的文物，包括

陶瓷、珐琅器、钟表、科

学仪器等。“故宫海上丝

绸之路馆的建立，将为故

宫和泉州、石狮搭建交流

的通道。”故宫博物院院

长单霁翔说。

单霁翔介绍，此次筹

建的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

建筑面积 3 万余平方米，

展览面积约 8700 平方米，

故宫博物院将提供场馆建

设、展览设计施工和运营

等方面的指导。

据了解，故宫海上丝

绸之路馆建成后，故宫也

将通过借展文物的方式增

加院藏文物的展出，借文

物向公众呈现海上丝绸之

路的历史，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

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建设启动
计划2020年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