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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顾振兴：不计个人得失，为海关改革创新贡献力量
从呼吁恢复关税征收，到参与上海海关“大通关”等重大改革———

位于上海外滩的海关大楼， 见证
了百年海关的风云变迁。 站在海关大
楼 401 房间窗口， 77 岁的顾振兴说，

上世纪 60 年代， 这里曾是上海海关
货运监管处的值班室， 关员每天在这

里接受派单， 前往黄浦江沿岸各个码头
进行监管作业， 从这里望出去可以远眺
江面上的繁忙景象。 如今， 黄浦江两岸
高楼林立， 外滩夜景美不胜收， 陆家嘴
金融城美轮美奂， 展现着上海这座国际
大都市的繁荣和城市软实力。

从历经屈辱的百年洋关， 到如今走

向成熟自信的智慧海关， 一部上海海关
发展史， 正是中国人民从站起来、 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缩影。

坚持让英国船长申
报，维护中国国家主权

江海关， 是晚清四大海关之一。 关
税自主， 是国家主权的象征。 鸦片战争
后 ， 清政府被迫一次次签订不平等条
约 ， 丧失关税主权 ， 江海关被洋人把
控， 并建立洋关制度， 致使国家税收流
失， 海关也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附
庸和帮凶。 退休后参与关史志编撰工作
的顾振兴， 每每说起这段历史， 声音就
有些哽咽。

1949 年 5 月 25 日清晨， 江海关大
楼挂出了长达 30 米的巨幅标语 “欢迎
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 并在钟楼升
起黄浦江畔第一面红旗。 两天后， 上海
全面解放。 自此， 江海关彻底结束屈辱
的历史 ， 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 并改称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关。

1961 年， 时年 17 岁的顾振兴准备
考大学预科， 当老师讲起中国海关的屈
辱史时， 他就暗暗下决心， 要成为中国

海关关员。 成绩优良的他成为当时位于
汾阳路的上海海关学校的第五届 100 名
学生之一。 该学校学制四年， 1964 年，

巴基斯坦和中国通航， 上海海关急需关
员， 于是顾振兴等 30 名同学提前一年
开始实习。

“当时， 国轮很少， 几乎所有靠港
上海的货轮都是外籍租船， 船长船员也
多是外国人 ， 我们的任务就是监管这
些船舶 。” 穿着崭新的人民海关制服 ，

驻守在国门口岸上 ， 顾振兴感到由衷
的自豪。

“这里是中国海关， 你携带的物品
必须向海关申报接受检查 。” 1965 年 ，

一艘外籍货轮停靠上海港码头 ， 50 多
岁的英国船长携带着一个大包就要下
船。 站在舷梯口的顾振兴立即有礼貌地
向船长问： “请问你带了什么东西， 请
向中国海关申报。” 船长一脸不屑， 一
边嘟嘟囔囔， 一边就要往前闯。 看到这
一情况顾振兴毫不退缩 ， 拉起边检战
士 ， 堵在舷梯出口处 。 在年轻关员有
理、 有利、 有节的坚持下， 半个小时后
英国船长屈服了， 向海关申报携带的物
品， 并打开让顾振兴检查。 看似一件小
事， 背后却是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

心里没有个人得失，为
海关事业贡献力量

在海关大楼档案室里， 保存着许多珍
贵历史资料， 其中有几封泛黄的 “人民来
信”， 放在极为显眼的位置。

1978 年、1979 年， 上海海关 9 名年轻
关员联名写信，上书国务院，第一封信写于

1978年 1月，信中呼吁恢复海关征收关税。

顾振兴就是当年写信的 9 名关员之
一。 他告诉记者：“当时写信呼吁恢复征收
关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我们这些党员心
里没有个人得失、 个人诉求， 只有一个想
法，就是为国家经济建设、为海关事业贡献
力量。 ”正是这种使命和担当，上海海关的
年轻关员们反复起草修改，终于定稿。

1978 年 1 月 5 日 ， 这封信从黄浦江
畔海关大楼寄出 。 半年后 ， 这群年轻的
海关人收到了财政部信访室回复 ， 告知
正处理中 。 为再次引起中央重视 ， 他们
又接连写了两封 ， 除要求恢复海关征税
外 ， 还提出改进税收制度 、 修订税则等
一系列建议。

这三封信引起党中央、 国务院的高度
重视， 肯定了上海海关的建议。 随后， 各
项改革举措接连出台。 1980 年 1 月 1 日，

海关正式恢复关税征收； 2 月， 海关总署
成立， 直属国务院领导。

四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三封信推动的
海关改革， 结出了丰硕成果———据统计，

2020 年全国海关征税入库超过 1.7 万亿
元， 超额完成 6.5%。

顾振兴说， 一起写信的 9 人中， 有人
已经过世了， 信件也成为历史资料， 但这
种大胆闯、 大胆试， 为了国家利益不计个
人得失的精神， 一直传承至今。

“大通关”见证时代
变迁，成为改革缩影

在海关历史上，“大通关”一词发源
于上海海关。 1997 年，上海海关决定
由顾振兴组织课题组，提出改革方案。

“时间不等人啊！我们课题组立即投入
工作，最初名字就叫‘大通关作业模式
课题组’，海关总署确定上海为改革试
点。 ”改革方案在试点后，很快扩展到
上海 31 个业务现场，后来建立通关中
心，打通码头、货栈等口岸相关单位。

上海在全国率先形成 “大通关” 格局
后，外贸物流效率大大提高。

2001年一家外资公司的一封信加
速了 “大通关” 由内向外拓展。 这家
公司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建议， 希望缩
短口岸滞留时间。 顾振兴认为， 光海
关一家改革还不够， 口岸各单位要一
起改， 由此诞生了具有首创性的通关
模式———空运直通式。 至 2002 年底，

上海口岸进出口货物通关已实现海运

24 小时 、 空运 12 小时 。 “大通关 ”

制度的正式落地， 也推动了上海电子
口岸的建设。

2014 年 6 月 18 日， 上海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在全国率先上线，实现
企业“一个平台、一次提交”，仅货物进
出口申报，就从实施前的 24 小时缩短
至实施后的 0.5 小时。 现在，上海“单
一窗口”已在全国口岸复制推广。

顾振兴感叹， 上海海关的改革创
新，是国家和上海改革的缩影，创新无
止境、改革不停歇，这或许是我们国家
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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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无止境、改革不停歇，这或许是
我们国家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不竭动力。

人物小传
顾振兴 ， 1944 年 11 月出生 ， 1973

年 12 月入党 。 曾任上海海关副关长 ， 是
写信给国务院呼吁恢复关税征收的 9 名关

员之一， 也是上海海关应用报关自动化系统、 “大通关” 和保
税区建设等重大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2005 年 1 月退休后
担任过上海海关学会会长， 致力于关史志编撰工作。

周绚：提供用心用情服务，为高铁旅客排忧解难
带领同事每天穿梭于上海虹桥站各个角落，践行“用心服务，崇尚细节”服务理念———

周绚和铁路结缘始于 2010 年上
海世博会， 她当时担任中国铁路馆的
讲解员。 从那时起 ，她爱上了铁路 ，也
最终选择铁路 。 车站服务工作事无巨
细———迷路了 、失散了 、物品遗失了 、

离家出走了 、 突发疾病了……偌大的
铁路上海虹桥站什么事都会发生 ，周
绚带领着同事穿梭于车站各个角落 ，

为旅客排忧解难。

“口罩挡住了我们的笑脸 ，但是遮
不住我们的服务热情。 ”周绚说，“我们
工作的地方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交
通枢纽站 ，人流量大 ，大家克服了各种
各样的困难， 就为了用心守护车站，让
更多乘客安心。 ”

和重点旅客交心，她
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朱苓君地铁到站了，一会儿上来，

我去接她。 ”今年 5 月 1 日下午，周绚刚
忙完手头工作 ，立马拿起对讲机 ，火急
火燎赶往安检口。 原来，很久不见的“盲
人妹妹”朱苓君又要来虹桥站坐车了。

多年前 ，朱苓君在上海读书 ，由于
父母均在无锡，每周五都要乘坐高铁回
无锡，但眼睛不便给她乘车造成很大困
扰。 有一天，周绚在巡视候车室时发现
这一情况。 于是，每到周五，周绚都会帮
小苓君买好去无锡的车票，到地铁站接
她进站并一路护送至列车上。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
朋友。 多年来，周绚悉心呵护她，带给她
温暖与关怀，也带给她生活的信心。 即

使是朱苓君考上大学后不怎么来虹桥
站坐车了，她们的联系也没有中断。

5 月 1 日， 久别重逢后， 两人手挽
手相谈甚欢，周绚帮她完成了学生票优
惠资质核验、带她到“心尚”雷锋服务站
休息， 临近检票又一路将她送上了车。

“下次来虹桥站坐车还是提前和我联
系。 ”周绚拉着朱苓君的手不舍道。 “好
的。 ”朱苓君笑道，“周姐姐放心，下次我
买好票就跟你说。 ”

“心尚 ”一词 ，取意把旅客放在心
上，坚持“用心服务 ，崇尚细节 ”的服务
理念，提升旅客特别是老人、孕妇、残疾
人等重点旅客的乘车体验。

从“百宝箱”到AED，
一次急救让鲜活生命重生

“服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周绚深
知客运工作作为服务岗位，只有不断提
升服务技能 ，才能跟上时代节奏 ，满足
旅客出行需求。

每天不断回答旅客问询 ， 久而久
之，周绚了解到旅客需求的“痛点”。 借
鉴他人先进做法， 通过多年工作经验，

她总结出“七心”服务法 ，即 ：乘降服务
放心、资讯服务贴心、办票服务顺心、救
护服务安心 、衔接服务舒心 、温情服务
暖心、环境服务赏心。

根据虹桥站的特点，她创新推出集
购票方式 、票务处理 、周边交通 、信息
资讯 、交通换乘 、遗失物品查找 、重点
旅客服务内容于一体的 “七色服务
卡”，让旅客一卡在手、万事不愁。 工班
的 “百宝箱 ”，常备有剪刀 、胶带 、小儿
退烧贴、老花镜等便利用品 ，随时准备

为有需要的旅客提供帮助。

周绚告诉记者：“眼下我们在人力、

物力等方面都做了充足准备，为的就是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下，依旧能够走到旅
客的‘心上’。 ”

休息之余 ，她加强英语学习 ，还自
学手语、 应急救援处置等服务技能，现
在能流利地用英语服务外国旅客，并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

一天下午 ， 周绚在 20A 检票口巡
视，对讲机传来呼叫 ，有旅客在 19B 晕
倒，周绚和医生一起跑向 19B。 途中，周
绚脑中一闪念，转到服务台，抄起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 突然，对讲机里传
来旅客发生心跳骤停的呼叫， 此时，周
绚已带 AED 赶到。 在以秒计算的黄金
时间内 ，抢救跑赢死神 ，一条鲜活生命
得以重生。 那一刻，周绚热泪盈眶，感慨
平时苦练考取的红十字培训合格证书
没有白费。

帮助老人手机购票，让
他们不再为独自出门烦恼

“您可以早上 7 点 50 分从上海虹桥

站乘坐 G3288 次列车，9 点 11 分就到南
通了，看好朋友、吃个午饭，下午逛逛南
通，坐 17 点 17 分的 G3131 次列车返回
上海，还能回家吃个晚饭。 您看行么？ ”

“我刚刚帮您注册了铁路 12306 的账
号，这张纸条上写的是您的账号密码 。

今后您网上买票后 ， 拿身份证就能直
接坐车了。 ”

今年以来 ， 随着疫情得到有效防
控，人们出行意愿提高 ，高铁客运市场
迅速升温。 铁路上海站结合实际，以党
史学习教育为契机 ，开展 “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 ，组织党员干部走进居
民社区、工业园区、经济开发区，向市民
介绍上海开往全国各地的铁路，周绚也
加入其中，在现场帮助老年人选择合适
的线路和班次。

对年轻人来说，网络购票只是动动
手指的小事，但对一些老年人来说却是
不小的挑战。 在服务现场，周绚尤其关
注老年人等“脱网”群体，主动为他们介
绍手机购票 、重点旅客预约 、团体票购
买、出行小贴士等 ，让老人们不再为独
自出门而烦恼。

今年 3 月 4 日， 在第 58 个学雷锋

纪念日前夕，“心尚”雷锋服务站与轨道
交通 10 号线虹桥火车站站 “小煜流星
轮”服务台签订品牌共建协议 ，联手推
出铁路、地铁重点旅客接续服务 ，为行
动不便的旅客进站、乘车提供方便。 此
后旅客一次预约 ， 就可以享受从地铁
到高铁的全程 “无缝 ”服务 ，出行将更

加顺畅。

在周绚眼中， 一张张小小的车票，

承载着千万个回家的故事；一次次用心
的服务， 创造了旅途中无数的羁绊；一
片片爱心，最终会让世界充满希望。 她
用一片赤诚， 为旅客提供周到的服务，

也收获了旅客带给她的正能量。

口罩挡住了我们的笑脸，但是遮不住
我们的服务热情。

人物小传
周绚， 1988 年 12 月出生， 2010

年 6 月入党 。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虹桥站 “心尚” 服务工班工

班长兼班组党支部副书记。 多年来， 始终践行 “用心服务，

崇尚细节” 服务理念， 坚持以服务旅客为中心， 注重服务
思考与总结推广， 为旅客提供舒适、 便捷、 温馨的高铁旅
行体验。

主旋律影视剧成功破圈年轻观众刷屏！“内容为王”登顶流
（上接第一版）

曾经， 《理想照耀中国》 带给观众
的第一印象是演员。 大量年轻演员特别
是 “流量明星” 的参演， 固然带来了高
关注度， 但双刃剑的另一面便是可能会
引起一些观众本能的 “质疑流量” 的防
御机制。 总导演傅东育并不讳言观众此
前的观望态度， 因为他相信， 待剧播出
后， 大众会有公允的评价。 他说： “年
轻与主流 、 流量与艺术 ， 并不天然对
立， 归根结底要看创作的理念与态度，

能否坚持现实主义的真实感， 能否投入
情感上的真切感， 这才是关键。” 回望
该剧创作， 集结了一大批年轻力量， 各
分集制片人 、 导演 、 编剧平均年龄仅

35 岁 。 而对于年轻演员来说 ， 拍摄更
是一场青春的修炼。 《家是玉麦， 国是
中国》 剧组从拉萨去玉麦需要翻过两座
海拔 5100 米的大山， 整个拍摄都在冰

天雪地的高原上完成。 《我是小方》 在
海口的高温天里拍冬天的景， 吴磊穿棉
袄、 戴皮帽子， 第一天就中暑了， 后续
每一天都在战高温。 《天河》 在林州太
行山大峡谷取景， 演员邓伦身处悬崖峭
壁边也坚持不用替身， 自己吊威亚完成
了攀爬峭壁。 事实证明， 年轻人用笨拙
但又最接近真实的方法投入表演， 观众
会被他们感染。

《大浪淘沙》 导演嘉娜·沙哈提亦
有同感， 在她看来， 剧集能在播出后受
到年轻人好评 ， 离不开创作时的用心
用情用功 。 她向记者描述了演员们围
读剧本的日子 ， “剧组办公室的长桌
中间 ， 不同时期 、 不同版本的资料书

籍垒成了一堵小矮墙 。 被它一隔 ， 有
时候看清对面演员的表情需要费些劲，

有时候又清楚得很， 那是因为 ‘墙体’

的高度随着演员借书 、 还书的节点而
时时发生变化。”

正因为包括年轻人在内， 所有创作
者用心倾听历史的回响， 努力贴近革命
者伟大的灵魂， 作品才能在荡气回肠的
大历史中对接人心人性， 让历史真实、

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完美落地。

关注主旋律，年轻观
众从未置身事外

《山海情》 播出时， 网友们一个个

化身涌泉村 “精神村民”， 操心通水通
电， 操心蘑菇的培育与销路。 《觉醒年
代》 播出后， 热度延绵了四个月， 年轻
人用 “yyds” 这个网络世界的最高级赞
美表达自己的推崇。 《理想照耀中国》

每天只播一集， Z 世代说， “每天被安
利一位感动中国的人物 ， 然后每天用
‘绳命’ 向朋友安利这部好剧”。 关注主
旋律， 年轻观众从未置身事外。

追看主旋律的过程中， 年轻观众究
竟看重什么？

网名 “糖宝 ” 的 UP 主在 《山海
情》 收官时显得颇为怅惘， “内心很不
舍， 在我心里， 得福、 得宝和水花他们
的故事未完待续”。 她说自己会通过豆

瓣专组了解这段距离现在并不遥远的闽
宁往事， 随后找机会去今非昔比的原型
地走走看看。

网友 “海海” 已经是几部主旋律作
品的 “自来水” 了。 他经常在同龄人的
群里分享令自己动容的情节， 比如毛泽
东在 《中流击水 》 中关于 “鞋与路 ”

的一段言论 ， 比如 《觉醒年代 》 里蔡
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演讲 。 他说 ， 身
边许多朋友与自己一样 ， 对于那段
“学习过但并不十分了解的历史 ”， 正
在产生越来越浓郁的兴趣 ， “彼时彼
刻的中国人和他们追求理想的故事 ，

成为我们的全新寄托 ， 也让我们思考
理想与人生的意义”。

更多年轻人对主旋律 “上头”、 为
之沉醉的理由并不完全一致 ， 有人为
《觉醒年代》 里一个个 “教科书上描写
过的 ” 名场面痴迷 ， 有人会为 《山海
情》 里年轻人奔跑在山间、 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热烈又灿烂的表达而泪流满面，

有观众从 《大浪淘沙》 的跨时空讲述里
看见了自己的日常， 也有人为 《理想照
耀中国》 里 《纽扣》 一集的电影式场面
调度深以为然。

仔细观察这些年轻人心目中 “封
神” 的作品， 不难发现， 演员、 题材都
不是观众评判的唯一标杆。 主旋律与年
轻观众 “双向奔赴 ” 的路径越来越清
晰： 比起刻板的历史教科书或是过度娱
乐化的演绎， 史实框架下有血有肉的人
物、 真实细腻的创作、 精美的制作， 以
及一个通达人心的好故事， 才是 Z 世代
看重的 “好剧品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