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月 12 日， 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
上海欣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彭世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电视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观摩交流会将
在沪举行。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讲述的是
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大甲乡农民彭兆旺
发明香菇菌棒栽培技术，带领乡亲摆脱贫
困的故事。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如同主人
公彭兆旺一样朴实无华。 整部纪录片娓
娓道来、语言平实、场景直观，具有一种
“泥土气”的质感，但观赏后却给予人巨

大的思想震撼和精神冲击。 这种力量来
自一个普通人物身上所透出的精神高度
和人格魅力， 也来自于一个普通农民为
脱贫致富所展示出的坚韧执着和惊人创
造力。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并不局
限和满足于对主人公不平凡经历和贡献
的展示， 而是力图在叙述中挖掘彭兆旺
成就背后的精神动因， 这使该片避免了
流水账的罗列， 而具有反映改革开放新
的时期的农民精神世界的气度、 胸怀和
分量。

该片荣获第 22 届中国纪录片学术盛
典长片十佳作品大奖。

纪录片《一个农民的贡献》在沪举行观摩交流会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镇墓兽

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重大的国家战略。 国家战略如何落
实，最终取决于“新作为”，取决于一项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推
进。 要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不断提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能
级，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就当前看，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的
一些具体措施可能需要快速推进

核心观点

着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桥头堡
徐明棋

在取得了三年改革开放创新试验一

系列成果之后，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进

入了升级版。 市委、 市政府在市第十一

次党代会后召开的第一个全市性重要会

议， 即为全面深化自贸区改革开放推进

大会。 这次大会也是市委、 市政府继上

海自贸试验区 2013 年 9 月成立 、 2015
年 4 月扩区以后召开的第三个关于自贸

试验区建设的大会。 我们要深刻认识中

央推进上海自贸区建设的重大 战 略 意

义， 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 全力以赴抓好新一轮自贸

区改革。

正确把握“桥头堡”的新定位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创设与改革开放

创新试验具体措施的推进， 始终是为国

家对外开放大战略服务的。 投资管理体

制改革， 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开放试验一

开始 就 对 标 TPP， 为 推 进 我 国 与 美 国

的 双 边 投 资 协 定 谈 判 提 供 压 力 测 试 。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 在全 球 范 围

内掀起了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 主 义 的

高潮 ， 面对这一逆流 ， 习近平 主 席 在

参加达沃斯论坛发表 的 主 旨 演 讲 中 明

确地阐述了我国继续推进全球 化 ， 构

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 体 的 立

场 ， 表达了我国进一步扩大全 方 位 对

外 开 放 的 决 心 。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的

“一带一路” 倡议集中体现了中国扩大

全方位开放的理念 ， 成为我国 推 动 新

型全球化的主要内容 。 上海自 贸 试 验

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
就必然要承担起中国在新一轮改革开放

的示范作用， 成为我国扩大全方位对外

开放的风向标 。 上海要 “继续 解 放 思

想、 勇于突破、 当好标杆， 进一步对照

国际最高标准 、 查找短板弱项 ， 大 胆

试、 大胆闯、 自主改， 坚持全方位对外

开放”，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的目的就不

仅仅是应对 TPP 和与美国谈判 BIT 的

压力， 而是要主动利用深化改革和扩大

开放试验， 为 “一带一路” 建设和中国

企业 “走出去” 提供服务， 把上海建成

为 “一带一路” 建设服务的桥头堡。 这

就是国家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新的更高

的定位。

要将改革同服务“五通”嫁接

上海自贸试 验 区 要 成 为 “一 带 一

路” 建设、 推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 的

桥头堡， 取决于上海能否把自贸试验区

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嫁接到 “一带一

路” 建设中， 为 “一带一路” 建设的政

策沟通、 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 资金融

通、 民心相通等 “五通” 提供服务。

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构建了初步与

国际接轨的贸易便利化管理新体制， 这

一经验对 “一带一路” 沿线的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目前正在落实 《WTO 贸易便

利化协定》 具有重要的推广借鉴意义，
也直接提供了我们与沿线国家构建便利

的贸易电子通关网络的条件。 从标准计

量、 测试认证、 会计审计到法律服务和

纠纷仲裁， 上海集聚了国内外一大批

现代化专业服务机构。 但是我们的服务

业对外开放面临着海外避税地和很多国

家多样化的税制竞争。 探索服务业的离

岸税制， 为我国各类服务业企业到 “一

带一路” 沿线参与国际竞争已经变得非常

紧迫。 上海自贸试验区必然要承担这一先

行先试的重任。
上海与 “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各个港

口的交通十分便利， 把上海港建成连接亚

太地区供应链的枢纽具有天然条件 。 但

是 ， 上海要真正成为连接 “海上丝绸之

路” 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枢纽， 尚缺乏很多

配套的便利化开放型管理体制。 因此上海

需要在港区一体化试验上加快步伐。 上海

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理应成为服务中国

企业 “走出去” 的投融资平台。 上海自贸

试验区的金融改革开放要进一步推进， 探

索如何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账户为中国企业

到 “一带一路” 沿线投资提供便利的资金

融通和投资保险以及信用保障等各类服

务， 探索扩大人民币在 “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的使用规模和使用深度。

落实国家战略要有“新作为”
建设上海自贸试验区是重大的国家战

略。 国家战略如何落实， 最终取决于 “新
作为”， 取决于一项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

推进。 要在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不断提

升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能级， 发挥引领示

范作用。 就当前看， 服务 “一带一路”
的桥头堡的一些具体措施可能需要快速

推进。
首先， 要利用已经存在的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友好城市网络关系， 作为

上海自贸试验区经贸合作的主要对象，
商讨共同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或者贸易合

作园区的可行性， 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

的经验 ， 作为推动与对方的贸 易 便 利

化、 自由化的抓手。
其次， 增加上海与 “一带一路” 沿

线国家的海港和空港班轮和航班， 为上

海成为连接国内外重点口岸的亚太供应

链中心枢纽奠定物质基础。
再次， 加快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家建立股市通 、 债市通机制 ， 打 通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金融交易网络。
最后， 利用 FT 账户， 有选择地率

先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开通双向投

资通道。 在上海股权交易所设立 “一带

一路” 国家金融资产交易板块， 率先为

“一带一路” 提供融资创新。
当然， 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改革与上

海整个城市功能的提升也是紧 密 相 关

的 ， 上海要建成国际经济 、 金融 、 航

运、 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 与 “一带一

路 ” 要实现的 “五通 ” 也是密 不 可 分

的， “四个中心” 和科创中心顺利建成

将使上海服务 “一带一路” 建设桥头堡

的功能发挥得更加出色。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自贸区研究协调中心秘书长）

将呈现最早中国都城历史风貌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开建

新华社郑州 ６ 月 １１ 日电 （记者桂
娟 ） “ 十 三 五 ” 期 间 国 家 重 大 文 化 工

程———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１１ 日开工奠

基。 两年多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

将向公众呈现最早中国都城的历史风貌。
据介绍， 二里头遗址博物馆项目占

地 ２０８ 亩，建设规模 ３．１ 万平方米，总投

资 ６．３ 亿元，计划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建成，
届时将成为全国大遗址保护、 展示和利

用的示范区， 中国早期国家形成和发展

研究展示中心， 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

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展示基地。
规划占地 ６１３ 亩的二里头考古遗址

公园与博物馆同步建设，将对宫城城墙、
宫殿建筑基址群、“井”字形道路、铸铜作

坊遗址、绿松石作坊遗址、祭祀遗址等进

行保护展示。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在奠基仪

式上讲话时指出，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和考

古公园的建设，是让埋藏在伊洛平原的文

物、书写夏朝历史的文献“活起来”的典型

项目，有利于让公众更好地认知了解中华

文明悠久历史，提升国家文化影响力。
二里头遗址是经考古学与历史文献

学考证的中国最早王朝———夏朝中晚期

的都城遗存，考古发掘半个多世纪以来，
其都城面貌不断揭示。

二里头不断改写着中国之最： 发现

中国最早城市主干道网、 中国最早的双

轮车辙、中国最早“紫禁城”———宫城、中
国最早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

建筑群、中国最早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
中国最早青铜器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
并首次在宫殿区发现成组贵族墓及随葬

其中的绿松石龙形器。 用于祭祀与宫廷

礼仪的青铜酒器、乐器、武器、玉器的出

土，昭示着早期王朝的礼制传统。
“二里头遗址是探索中国最早的王

朝文明———夏商文明及其分界的关键性

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陈星灿说，“在这里， 我们已初步探明了

东亚大陆最早的核心都邑， 勾画出公元

前 １８００ 年至前 １５００ 年二里头都邑繁盛

时的大概样貌。 ”

南京发现南方地区最大唐墓
200余件新出土文物展现金陵“地下之美”

作为我国首个 “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 的一项重要活动， 《发现金陵地

下之美———南京考古 2016 年度成果

展 》 10 日 在 南 京 市 博 物 馆 （朝 天

宫） 揭幕， 文物部门揭秘了 2016 年

于南京地下首 度 发 现 的 唐 贞 观 年 间

大型墓葬群勘 探 情 况 。 据 介 绍 ， 这

是南京地区迄 今 为 止 首 次 发 现 的 唐

代官墓。

三座唐墓创南方考古之最

该展览集中介绍了 2016 年度南

京十项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 并展出

了 200 余件新出土的珍贵文物。 “其
中很多发现都 具 有 非 常 高 的 研 究 价

值。”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胡宁介

绍 ， 雨花台区 冯 韦 村 后 头 山 墓 地 是

2016 年南京考古界的聚焦所在 ， 考

古专家先后在这里发现了 30 多座从

六朝时期至明代的古墓， 其中最早的

是 东 晋 梁 州 刺 史 张 光 家 族 墓 （2015
年发现）。 发现张光家族墓后， 考古

人员继续在该墓葬附近进行勘探， 又

发现了唐代 、 宋 代 、 明 代 的 多 座 墓

葬。 首先发现的三座唐代墓规模宏大、
结构精良， 是我国南方地区迄今发现的

最大唐代墓。
该展览特别展出了在这些唐墓中发

现的最为精美的一批葬品， 其中不仅有

栩栩如生、 姿态各异的侍女武官陶俑，
还有和现代家畜家禽外形极为相似的动

物陶俑， 令人感叹 1000 多年前的工匠

技艺如此出神入化。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

长、 教授贺云翱认为， 这一唐墓群中发

现的带有黄白釉的出土陶器葬品， 造型

非常优美， 从风格上来看， 与唐洛阳的

陶器极为相似， 实际上却是南京本地的

烧制品。 这一方面反映了唐代江南地区

已经可以制造如此精美的陶器俑器， 在

技术和艺术上并不逊于当时的北方； 另

一方面则说明唐代江南地区已经和当时

的北方中央地区有着密切的往来， 在文

化上也有交流。 “这是一次重写历史的

考古发现， 提醒我们应重新看待唐代南

京和江南地区的发展程度。”

明城墙砖也有“南京造”
几件带有 “应天府上元县” “上元

县提调官” 铭文的明代城砖残件， 证明

了除江西、 安徽、 湖北等外省烧造， 南

京明城墙所用的大量城砖也有南京本土

制造。 位于栖霞区摄山街道的官窑村，
在 2016 年通过考古勘探发现了近百座

大型砖窑， 从中出土的明代城砖残件上

清晰地看到了这些珍贵的铭文。
城砖是南京城墙建造工程中最大宗

的建材。 初步估算， 明初修建的京师城

墙使用城砖约3.5 亿块。 南京城砖规格

相同 ， 大部分都有铭文 。 铭文 信 息 包

括 ： 产 地 、 单 位 、 烧 造 工 程 负 责 人 、
窑匠 、 人夫等 ， 以便追查有据 。 过 去

学者们认为 ， 南京明城墙的城 砖 是 从

安徽 、 江西 、 湖北等外省沿着 长 江 运

过来的 ， 南京本土并没有烧造 。 但 从

这些出土文物来看 ， 南 京 也 烧造明城

砖， 因为 “应天府” “上元县” 都是明

初南京的称呼。
南京市考古研究所 2016 年对官窑

村的官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发现窑

98 座 、 烧坑 10 个 ， 目 前 已 经 发 掘 13
座 窑 ， 多 为 明 代 窑 。 根 据 窑 的 形 状 ，
可分为圆形 、 马蹄形 、 长方形 和 梯 形

四类 ， 其中圆形的数量较多 ， 均 见 火

膛 、 窑床和烟道等结构 。 这次 发 现 的

窑址是南京已发现 古 窑 址遗存中数量

最多、 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一处

窑址群， 可以确定与南京明代城墙砖

的烧制有关。
胡宁说， 最有价值的是城墙砖的

标本， 这块砖上刻有上元符铭文 “应
天府提督上元”， 真实准确地印证了

这 里 是 当 年 明 城 墙 砖 的 烧 造 基 地 。
目前该遗址已 被 保 护 起 来 ， 未 来 将

打造成考古遗 址 公 园 ， 呈 现 当 年 砖

窑窑址的情景 。 胡 宁 认 为 ， 该 遗 址

的 发 现 ， 不 仅 有 利 于 南京宣传和推

广明文化， 还有望在南京明城墙申遗

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 近年来南京城市建设进

入新一轮高速发 展 期 ， 南 京 市 考 古

研究院每年承 担 的 配 合 性 考 古 任 务

也随之激增 。 去 年 ， 南 京 考 古 工 作

的总量比往年增长了 158%， 全年共

承 担 各 类 考 古 项 目 246 项 ， 发 掘 面

积 1.05 万平方米 ， 出土各类珍贵文

物 3500 余件。 本次展览推出的十项

考古新发现 ， 还 有 江 宁 区 秣 陵 镇 中

庄周代遗址 、 高 淳 区 夏 家 塘 春 秋 土

墩墓遗址 、 雨 花 台 区 铁 心 桥 吴 尚 村

孙吴墓葬等。
（本报南京 6 月 1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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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出“中国硅谷”的发展史略
《中关村笔记》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 6 月 11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关村管委

会等联合主办的《中关村笔记》研讨会日

前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

心举行。该书由知名作家宁肯耗时两年对

中关村众多风云人物进行深入采访写就，
这部以小说家目光为中关村写史的非虚

构力作获得了评论家们的一致好评。
《中关村笔记》 在田野调查与深入

思考的基础上， 以人文性笔调书写不同

阶段的中关村代表人物怀抱理想、 奋勇

拼搏的艰辛历程。 全书从与华罗庚、 陈

省身并列为中国数学 “三驾马车” 的中

科院院士冯康开篇， 以 “沉默的基石”
向这些现代中关村的奠基者致敬， 包含

陈春先和中关村硅谷梦 、 柳传 志 和 联

想、 王志东和新浪、 程维和滴滴打车等

在内的 19 个段落和手记， 以朴实的描

述和绵密的细节， 书写中关村如何以科

学技术引领时代潮流的宏阔历史。
作为科技创新题材的精品力作， 该

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今年 4 月推

出以来获得如潮好评。 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研究员白烨在研讨会上表示， 在

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关村神话以外， 作者

沉潜到中关村过往的历史中 ， 以 人 为

经、 以事为纬， 勾勒出伴随改革开放进

程而崛起的 “中国硅谷” 中关村发展史

略， 也凸显了 《中关村笔记》 在众多描

写中关村的文学作品中的不可替代性。

“他连水泥标号都记得”
———廖俊波的“细功夫”

在廖俊波的办公桌上， 层层叠叠的

材料之间， 摆放着一红一黑两支不同颜

色的笔 。 黑笔快速记录 ， 红笔 划 出 重

点， 这是他 ２０ 多年前当老师时就养成

的习惯。 进入机关工作后， 不论开会、
走村入户还是外出招商， 廖俊波都随身

带着两支笔， 繁杂的工作很快变得井井

有条。
磨刀不误砍柴工， 廖俊波就是这样

一个愿意花 “细功夫” 的人。
在到任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后， 廖

俊波的行李中多了一样东西———武夷新

区总规图等五张图纸 。 “每 次 和 廖 书

记外出招商 ， 我都背着一个图 筒 ， 在

城市里显得很扎眼， 经常被问了又问，
查了又查。” 武夷新区总工办主任熊华

强说。
与客商交谈时， 他总是动作熟练地

铺开图纸， 逐条逐项地讲解， 不用任何

讲稿。 熊华强说： “他讲得太细致了，
有一次一个客商把我拉到一边， 问我从

哪里请来个工程师冒充市长！”
从最基层的乡镇干部一路走来， 廖

俊波练就了一身的 “细功夫”。
在位于南平市武夷新区的闽铝轻量

化车间， 一架架制作精良的汽车车身，
在灯光照耀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 车间

上空悬挂的 “弘扬俊波精神” 大红色条

幅引人注目。
今年 ２ 月底， 持续降雨使还在建设

施工的闽铝轻量化项目进度受阻， 廖俊

波向项目负责人伊雄建议， 换一个标号

的水泥会更容易凝固， 这样投资不会增

加多少， 施工时间还可以缩短。 “我是

一个搞工程的人， 却没想到他连水泥标

号都记得， 还能从这里抠出时间。” 伊

雄感慨道。
同样是因为闽铝轻量化项目， 武夷

新区管委会副调研员张颖也领教了廖俊

波的 “细功夫”。 一天， 廖俊波拿着项

目建设进度时间表， 指着 “钢构柱梁吊

装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９ 日 ” 问 张 颖 ： “这

个有问题吗？ ２ 万多平方米的面积， 我

估计 １２ 天干不完这个活啊 ！” 张 颖 随

即向施工方核实 ， 情况果真如 廖 俊 波

所言 。 “幸亏他发现得早 ， 我 们 还 有

时间补救 ， 要不然这个项目肯 定 得 拖

工期了。” 说起这个细节， 张颖至今仍

感到惊讶。
今年 ２ 月， 武夷新区掀起推进项目

建设的 “百日攻坚”， 这成了廖俊波生

前最挂心的事。 为了更好地服务软件园

内的企业， 廖俊波召集企业家座谈， 现

场梳理出 １０ 个共性问题、 １９ 个个性问

题， 要求在场的各部门盯紧落实、 逐一

解决。
３ 月 １４ 日一大早 ， 廖俊波要乘高

铁到北京对接项目。 临走前， 他把武夷

新区管委会综合科科长蔡猷全叫到办公

室， 递给他一份自己连夜拟好的 “百日

攻坚 ” 亟须解决的问题 ： 忙而 不 乱 问

题、 能力提升问题、 敢于碰硬问题、 程

序繁琐问题、 督查考评问题……
廖俊波叮 嘱 蔡 猷 全 ： “你 好 好 思

考 一 下 ， 把 这 篇 材 料 认 真 整 理 整 理 ，
下一阶段就 要 以 这些问题为导向继续

推进……”
拿着廖俊波的手稿， 蔡猷全含着泪

对记者说： “这份作业我现在已经完成

了， 却再也无法亲手交给他。”
新华社记者 王成 涂洪长
（新华社福州 ６ 月 １１ 日电）

男女侍俑 均吴小宝摄牛车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 于 2013 年正式启动， 是由中科院、 科技部

联合河北、 山东、 辽宁和天津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致力于提

升环渤海中低产田粮食增产能力。 图为中科院南皮站工作人员在实验大棚内

查看、 记录试验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