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 40 年间，中国大地经济腾

飞，风云激荡——泥墙瓦房变为高楼大

厦，险峻天堑化为开阔通途，乡镇渔村成

为现代都市……

史诗般的壮阔变化，离不开一个特殊

的群体——打工者。

潮起潮落，云卷云舒。40 年间，他们

挥洒汗水，为经济建设添砖加瓦；他们点

燃青春，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凭借他们

的勤劳踏实，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篇章

谱写一曲曲时代赞歌。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自归巢”

1978 年 12 月 18 日，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中国历史进

入崭新的篇章。

就在同一天，深圳市的“前身”广东省

宝安县成立了一家“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热

线圈厂”，成了全国第一批、深圳历史上第

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江惠群和她的 24
名姐妹走进这家企业，成了改革开放以来

最早的“打工妹”。

“当时用的是香港淘汰下来的旧机

器，用脚踏、手摇生产电吹风里的电热线

圈。工作条件虽然艰苦，但不用再下地种

田，工资还比种田的收入高 3倍。”今年 72
岁的江惠群说。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 8.3 亿劳动力资

源中，有 5.9亿在农村。伴随着改革开放，

世代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走上自主择

业之路。而率先开放的沿海地区，接纳了

这股庞大的进城务工流。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每年上千万

务工大军云集广东。全国跨省流动就业

中，广东占了三分之一，近几年达 2600
万。”广州铁路局集团党校教授金一兵说。

40 年斗转星移，打工者流动的轨迹

也在悄然变化。

“ 以 前 外 出 打 工 好 ，现 在 回 家 创 业

好。不仅能照料家人，还能干出一番事

业。”48岁的四川眉山人刘贵良此前在深

圳建筑行业工作，随着家乡创业环境的优

化，他最终返回家乡创办了食用菌种植专

业合作社。

在当地就业部门扶持下，刘贵良申请

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学习了新技

术，蘑菇的产量与品质不断提高。如今，

合作社一年生产鲜菇 300 吨，销售额 200
多万元。

“今年上半年，眉山市省外务工回流

人员 4万多人，其中实现再就业 3.5万人，

新 增 创 业 人 数 7655 人 ，创 业 吸 纳 就 业

22160人。”眉山市就业局局长朱蜀骥说。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

2012 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增速为 3.0%，至

2016年持续下降至 0.3%。2017年虽有上

升，增速达到 1.5%，但也只达到了 2012年

增速的一半。

从“孔雀东南飞”到“凤凰自归巢”，40
年打工者流动轨迹的变化映射出改革开

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工资落差”逐渐

弥合，还是“亲情权重”不断加大以及各地

不断吸引人才回归的利好政策，都在打工

者心中“回家”的天平上增加了砝码。

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

“1983 年 ，我 离 开 村 子 来 到 郑 州 打

工，当时在建筑工地上每天就是搬砖提

灰，吃的是集体大锅饭，住的是临时搭建

的窝棚，条件很恶劣，但每天却能有一块

多钱的工资，这笔收入在农村非常可观。”

河南省潢川县双柳树镇驻郑州农民工党

支部书记黄久生依然记得当年的情景。

出大力、流大汗,那时的打工者并不

需要太多的专业技术，只要能吃苦就行。

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是当时打工者

的“标签”。

“有时候订单多、催得急，我们就要几天

几夜不合眼地工作。”1989年曾在东莞一家

玩具厂打过工的全国人大代表王馨表示，相

比守着河南老家一亩三分地，那时在工厂工

作一个月可以拿到两百多元的工资。

而当时间的车轮驶向 21 世纪，一些

新的变化需求也在悄然出现。

插引、合模、装药、封口……一条长约

200米的全自动组合烟花生产线，仅需 11
名员工就能完成原先需要 300 人才能完

成的工作。

“过去我们主要选用的是基层的手工生

产人员，而现在我们则把用工需求转向了懂

开发、懂操作、懂机器的技能人才上面。”湖南

中洲烟花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昌开介绍，现在

公司招收的员工大部分是本科及以上的科

技研发人员以及拥有熟练操作技术经验的

技术工人，公司每年10%以上的收入投入到

技术研发和技术人员的薪酬上。

除了技术革新带来的劳动力结构和数

量的变化，新业态带来新兴职业体系的扩

张，人们对物质和精神需求的逐步提升，也

倒逼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主动加强学习、提

高技能，向专业型、技术型人才靠拢。

“一双鞋，我不用看，只要用手一摸，

就知道它用的是什么皮料，走的是什么板

型，用了多少鞋胶……”说起制鞋这个已

经做了 20 多年的老本行，江西省赣州市

章贡区的邱世锦就停不下来。

因家中农忙，初中辍学的邱世锦选择

进城打工。一开始仅仅只是剪线、配料、打

包、刷胶水等制鞋的简单工序，但通过勤奋

学习和向老师傅们讨教经验，短短几年，邱

世锦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车间的高级管

理人员，并成功拿到了相关资格证书，实现

了从“庄稼汉”向“高级技工”的华丽转身。

从传统的泥瓦匠，到现在操作复杂机

器的技术工人；从双手翻飞不知疲倦的技

术女工，到证书在手、技术娴熟的专业工

匠。40年时间见证了我国多数地区完成

了从手工生产到机械化、智能化生产的转

变，也见证了一代代打工者在城市中通过

努力和奋斗所实现的自我提升。

从“外来者”到“新市民”

依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乡村，在城市安

家落户，初中毕业生张媚媚的奋斗“逆袭”

让她成了老家人眼中艳羡的榜样。

1991 年初，18 岁的张媚媚走出了老

家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桥圩镇南兴村，

来到深圳寻梦。靠着不服输的劲头和乐

于助人的品格，2005 年，张媚媚获得了

“宝安区 2002-2004 年度先进劳务工”的

光荣称号，有了落户深圳的机会，随后，她

用多年积蓄和按揭贷款的方式买了房，在

深圳定居。

张媚媚的经历只是农村转移人口市

民化的一个缩影。

40年来，打工者们用自己的汗水推动了

我国城镇化的进程，而他们所建设的一座座

城市，也在用一项项保障措施接纳他们。

来自四川的钟梦瑶自小在广州长大，

她的父母在广州市做环卫工已有 20余年。

虽然从幼儿园开始就在广州上学，但因为

没有户口，她知道总会被“打回原籍”。“那时

候都不敢和同学们处得太好。”钟梦瑶说。

2016 年，广东省全面开放异地高考，

近万名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广东户籍考生

同考同录。钟梦瑶成为首批享受到全面

开放异地高考福利的随迁子女。得知自

己能在广州参加高考，钟梦瑶长长舒了口

气，“全家都非常开心。”

“进城务工人员为广东的建设发展做

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女在广东具有

完整学籍，我们必须照顾这些孩子的需

求。”广东省考试院副院长黄友文说。

“同工不同酬，同城不同命。”曾经，这

样的境遇让漂泊在外的打工者心中充满了

苦楚，他们对自己付出辛劳的城市既充满

憧憬，也或多或少有着解不开的“疙瘩”。

40 年光阴变迁，随着户籍、教育、社

保、就业、培训等城市待遇逐步向外来打

工者均等化开放，这些曾经徘徊在城市

“边缘”的人群，也终能以城市“新市民”的

身份，为我国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发光发

热。（参与采写:黄浩苑、陈健、陈晨）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21 日电（记者 许苏
培）冬日的河北省迁安

市杨团堡村空气清冷，

阳光温和照耀着宁静的

乡村。这里曾走出了一

位不平凡的人物——既

是留美归国博士、中国

著名造纸专家，也是大

学教授、私立平民女子

学校创办者，还是投笔

从 戎 的 抗 日 爱 国 志 士

——他，就是杨裕民。

杨裕民，又名杨十

三 。 1889 年 生 于 河 北

省 迁 安 县 杨 团 堡 村 。

1906 年 考 入 天 津 工 艺

学堂。后在南开中学、

直隶省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读书。1916 年任天津直隶工

业试验所化学工业科技士。1920年赴美国学习造纸专业，

获博士学位。

1924 年，杨裕民回到家乡。在父亲杨立三的支持下，

创办“立三平民女子学校”。不限年龄，不论家庭贫富，学

生免费入学。为了反抗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他写下“女子

有才便是德”的巨幅牌匾，悬挂在女子学校里。1928 年受

聘于河北工学院，任教授兼斋务科主任。1931年，首创“碱

法亚硫酸盐苇浆造纸技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全境沦陷。杨裕民痛

愤地说：“御侮复仇，非讲求武备不为功。”在他的倡导下，河

北工学院特别注重军训、体育、国术，他以身作则，每晨熹微

即起，与学生同拳击，数年如一日。

1937年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杨裕民加入华北人民

抗日自卫会任委员，参加抗日活动。1938 年春，中共河北

省委为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计划在冀东举行大规模工农

武装抗日大暴动。杨裕民任冀东抗日联军第 1路军政治部

主任，参与组织发动工作。6月，八路军由平西出发到达冀

东丰润、玉田后，他率部协同作战。七、八月间，与日军作战

50余次，毙敌甚众，收复玉田等 15座县城。

1939年 6月，杨裕民从冀西来到太行山黎城八路军总

部，他提出“必须搞工业，以保证军需”的建议得到了朱德的支持，受命在

八路军总部负责军工工作。7月 21日，因长期劳顿，重病积疴，医治无效

病故，时年 50岁。

“国家在风雨飘摇之中，对我辈特增担荷；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于先

生犹见典型。”在八路军总部为他召开的追悼大会上，毛泽东题写了《悼念

冀东抗日英雄杨十三》的挽联。

“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杨十三可谓是倾其所有来支持抗日。”长

期从事杨裕民研究的霍占良话语里满是崇敬，“他绝对当得起‘毁家纾难’

这四个字。”

“那个年代，他能够毅然离开富裕的家庭，投身革命事业，很难得。”杨

团堡村前党支部书记杨士民说，这种精神激励了村里的后辈。在杨裕民

的影响下，杨团堡村参军的人特别多，是出名的革命老区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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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杨裕民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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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11月 21日电（记者
朱旭东）张謇是我国从封建社会走向

近现代的一位卓越企业家、政治家、

教育家，一生创办 50 多家企业、400
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

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

献。他以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并举，

实施实业振兴、实业报国，给世人留

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丰富的精神

财富。

张謇，1853年出生于江苏海门常

乐镇。4岁起读私塾，15岁始参加科

举考试。16 岁应院试，被取中第 26
名，获得了秀才称号。1885 年，张謇

应顺天（今北京）乡试，中第二名举

人。1888 年至 1893 年，张謇先后主

持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太仓娄江书

院、崇明瀛州书院。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

禧太后却挪用海军军费大修颐和园，

筹办万寿庆典，清政府也因此特开

“恩科会试”。张謇北上应试，高中状

元，在翰林院任修撰。

正当张謇蟾宫折桂之际，前线传

来北洋水师迭遭败绩的噩耗。1895
年 4月 17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謇在日记

中沉痛写到：这个条约几乎耗尽了国

家的脂膏精血，中国的损失，是无法

用言语来表达的。

甲午战争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

建社会的一大标志，对张謇而言，也是

他人生道路改弦易辙，投身“实业救

国”“教育救国”的一大转折。张謇决

心放弃仕途，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他

在日记中写到：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

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通过研究光绪、宣统两朝各年海

关贸易册，张謇发现中国输入的最大

宗商品是棉纺织品和钢铁。他意识

到，中国必须先行“推广棉地、纺织

厂”及开采铁矿、建造制铁厂，发展棉

铁两业“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委任张

謇总理南通上海一带商务，授意他创

办纱厂。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之间，

到处筹措资金，困顿时连往返车费也

囊中羞涩。

1899 年，一座拥有 20400 枚纱锭

的近代化纱厂在南通唐家闸建成。

张謇根据《周易·系辞》所载“天地之

大德曰生”，给纱厂取名“大生”。“大

生”二字，寄托了张謇的理想——天

地间最大的政治是国计民生。

大生纱厂建成投产后，他又先后

创设一系列实业、文化、教育事业。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张謇以大生纱

厂为核心，还创办了油厂、面粉公司、

肥皂厂、纸厂、电话公司等 20多家企

业，形成一个轻重工业并举，工农业

兼顾，功能互补的地方工业体系，一

度成为全国最大的民族企业集团。

1912 年，张謇接受孙中山的任

命，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总长兼

江苏两淮盐政总理。1913 年加入熊

希龄“第一流人才内阁”，任农商部总

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5年他因

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辞掉所有任职，回

到南通故里，继续从事实业、教育、文

化事业。他创建南通纺织专门学校，

培训纺织技术人才；筹办棉业试验

场，推广棉花良种，发展民族棉纺织

工业。

张謇去世时，给南通留下一个拥

有 50 多家企业、2400 多万两白银的

民 族 资 本 集 团 ；由 400 多 所 各 类 学

校、场馆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一套

完整的水利、交通、供电等市政基础

设施，以及一系列公益慈善事业。南

通也因此由一个封闭落后的封建小

县城，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近代化新

兴城市。

张謇的名字是与中国民族工业的

发展联系在一起的。1956年 2月，毛

泽东在接见黄炎培时说，提起民族工

业，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四个人不能忘

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轻工业不

能忘记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

东，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这

是对张謇所作贡献的最好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为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指

明了方向。围绕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精准

支持和激发创新活力，记者采访了广东省

省长马兴瑞。

“民营企业撑起广东经济社会
发展的半壁江山”

记者：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在广东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马兴瑞：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三个

没有变”，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提振

了信心、注入了强大动力。改革开放 40年

来，广东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

成为支撑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动

力源，呈现出“三大特色、四大作用”。

特色之一是数量多，民营经济单位数

占全省市场主体数的 97.7%，超过 1000万

户。二是门类全，民营经济已涉足国民经

济各个领域，形成了涵盖一二三产业的完

整产业体系。三是涌现了一批龙头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超 1000亿元的民营企业有

15家，全省 12家世界 500强企业中 8家是

民企，涌现出华为、腾讯、美的、TCL 等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以及一批

拥有核心竞争力的细分行业“单打冠军”。

目前，广东民营经济增加值、单位数、

实现税收、进出口总额均居全国第一。民

营经济撑起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半壁

江山”，是稳增长的重要支撑，是促创新的

重要主体，还是惠民生的重要力量和社会

公益事业的主力军。

“避免政策文件看着好看、念
着上口，用起来难”

记者：近年来，政府出台的支持民营

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很多，如何让相关政

策真正落到实处，避免“卷帘门”“弹簧门”

“旋转门”？

马兴瑞：企业反映的政策措施落实

“最后一公里”问题，主要是信息不对称、

政策不配套、措施不精准等方面原因造成

的。

去 年 8 月 ，广 东 印 发“ 实 体 经 济 十

条”，从社保、用地、技改等方面降低制造

业企业成本。截至今年 9月底，已累计为

企业直接减负约 1230 亿元，其中企业反

映最实用的三个措施是降低社保成本、税

收负担和用电成本。我们要解决政策措

施看着好看、念着上口、用起来难的问

题。为此，今年 8月我们对这“十条”进行

了修订，推出了“新十条”，目的就是使政

策更好用、更管用。

广东刚刚又出台“民营经济十条”，提

出 10条 59项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目前，

我们正抓紧研究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业的

有关政策，稳定社保缴费政策，适度降低企

业社会保险等成本。近期，广东还将成立

省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加强政策统筹，要让已出台的政策落实

落地，让准备出台的新政策更加精准。

“营商环境的改善提升是政府
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在构建营商环境上，地方政府

如何更有作为？

马兴瑞：企业面临的堵点、痛点、难点

主要就是营商环境问题。一方面是“准入

不准营”“办照容易办证难”的问题仍未有

效解决。另一方面是办事难、办事繁，部

分事项的审批流程还不够优化，环节过

多、链条太长，存在重复提交材料等问题。

对此，广东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

彻底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行政审批

总量压减比例超过 50%。广东还在全国

率先出台《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若干

意见》。但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更

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让企业办事不难

不慢等方面，我们改善的空间还很大。

从长远来看，构建良好的营商环境，

实际上就是按照新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要求，从根源上、系统上，战略

性、前瞻性地解决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根

本性问题。改善提升营商环境，是地方政

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应该更有作为、

更有担当的领域。

“让金融机构敢贷、能贷、愿贷”

记者：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马兴瑞：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既是民营企业反映最集中最突出的问

题，也是我们解决起来难度最大的问题。

中小微企业信用信息和融资对接平

台，在解决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问题上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最近，我们结合“数字政

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推广信用

应用和实施联合奖惩，助力金融机构减少

获取企业信息成本、节省审批时间、优化贷

后管理，让金融机构“敢贷、能贷、愿贷”。

同时，落实好国家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政策

支持，截至 9月末，全省普惠口径小微贷款

余额 8978亿元，同比增长 34.6%。接下来，

我们将积极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应收

账款融资等，健全和完善信贷风险补偿、融

资担保、贴息等扶持措施，为中小企业增

信，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力

度。此外，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多措并举拓

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稳外贸首先必须稳民营企业”

记者：在稳外贸方面，对民营企业将

采取什么措施？

马兴瑞：广东是全国外贸大省，进出

口总额约占全国 1/4。民营经济是广东进

出口大户，2017 年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46%。要稳外贸，首先必须稳民营企业。

接下来，我们重点在三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千方百计拓市场，每年组织 1万

家次企业参加 400场以上境外展会，促进

出口市场多元化。二是积极主动扩进口，

支持民企利用进博会等重大平台扩大进

口业务，进一步扩大优质消费品、先进技

术装备进口。三是大力培育新业态，推动

自贸试验区、保税区等发挥功能作用，进

一步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实现

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 1/3以上。

在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上下功夫，激
发民营企业创新活力

记者：如何持续激发民营企业的创新

活力，推动民营企业迈过“转型的火山”？

马兴瑞：为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创新

活力，政府将主要在创新环境和创新生态

上下功夫。

——确保各项创新支持政策一视同

仁覆盖所有民营企业。

——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税

前加计扣除政策，大力推进 10000家工业

企业“小升规”，在各细分领域分批次培育

专业化“小巨人”企业。

——围绕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为民营企业搭建共享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联合实施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参与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的平台。

——加快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

设，最严格地保护民企知识产权，加大民

营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力度，弘扬

企业家精神，努力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氛围。

新华社广州11月20日电

强毅力行，先贤张謇践行“实业救国”

让支持民营经济的政策更好用、更管用
——访广东省省长马兴瑞
□ 新华社记者 徐金鹏 叶前 肖思思

浸润的汗水 历史的回甘
——透视中国40年打工潮的变迁

□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齐中熙 邬慧颖

新华社沈阳 11
月 22 日电（记者 于
也童 李宇佳）沈 阳

市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奖补

政策的通知》，对公办幼儿园给予运行补助，

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给予奖励性补助。

新的补助标准为，执行城区收费标准

的公办幼儿园，每生每月补助 365元；执行

农村地区收费标准的，每生每月补助 200
元。执行城区指导性收费标准的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每生每月补助 240元；执行农村

地区指导性收费标准的，每生每月补助 200
元。补助资金由幼儿园所在区、县 (市 )财政

承担。

补助资金要应用于教职工工资待遇、教

师培训、改善办园条件以及公用经费性质的

运行补助等支出，不得用于经营性支出、捐

赠、偿还债务、付息、回报举办者、投资、大型

基本建设等非基本办园支出。

沈阳提高学前教育奖补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