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11 月， 党的

十 八 大 胜 利 召
开， 开启了中国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新 时
代。 广东大力推动

创新集聚发展， 重点支持
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重点领域和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抢占技
术创新制高点。

在展览第三部分“走在前列
当好窗口（2012-2018）”
专门开辟的科技创新、

智能制造版块中，
展出了广东代
表性企业的高
科技产品。 记
者在展览现场
看到， 除了老

百姓日常生活会
用到的冰箱、洗衣
机 、8K 电 视 、 空

调、 电饭煲等智能型家电外，
还有不少日常不太接触到的
高科技“广货”，如全球最大的
水 陆 两 栖 飞 机 AG600 的 模
型。AG600 是我国首次研制的
大型特种用途民用飞机，可满
足森林灭火和水上救援等迫
切需要。 此外，超级计算机系
统、无人艇模型、光伏小屋模
型、钢轨盘型铣刀、激光打标
机、城市宏站、交换机、工业机
器人、无人机、基因测序芯片
等，让人目不暇接。

展览所展示的新时代“广
货”品牌，在全世界都有广泛
影响力。 如华为作为全球领先
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
终端提供商， 目前业务遍及
17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深圳大
疆作为一家年轻公司，已占据
全球民用小型无人机市场约
七成份额，且主要市场集中在
欧美。

“广货”产品科技含量越
来越高的同时，其生产方式本
身也越来越高科技。 展览现场
就展示了富士康自主研发的
无人工厂———它在工业互联
网基础上， 以机器人取代工
人，通过云平台、雾计算、移动
终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有机融合，实现了制造资
源的无缝连接、弹性供给和高
效配置，而这正是广东制造企
业大力推广智能生产、自主创
新的缩影。

数据显示，目前，广东拥
有 3.3 万多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居全国首位，涌现出了
华为、腾讯、广汽、格力、美的
等一批创新动力强劲的标杆
性企业。 广东高新技术产业已
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今年上
半年全省高新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突破 4300 亿元， 同比增
长 8.8%。

改革开放前，广东是一个
相对落后的农业省份，经济社
会发展缓慢。 1978 年全省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才 370 元，低
于全国平均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
召开后， 广东各地迅速恢复和
发展生产， 把工作重心转移到
经济建设上来。 1978 年，珠三
角地区率先兴办“三来一补”
（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 、来件
装配，补偿贸易）企业，与香港
形成“前店后厂”的紧密联系，
东莞太平手袋厂成为国内最早
出现的“三来一补”企业之一。

记者在“大潮起珠江———

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
现场看到，太平手袋厂当年的
牌匾和生产的手袋放在一起
展示。 此外，展览还展出深圳
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生产
的电吹风机配件、深圳“三来
一补”企业用的打毛机等改革
开放初期工业品。

1984年以后， 广东进一步
放开农副产品和工业消费品价
格。 农民“洗脚上田”当老板，珠
三角地区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
笋般涌现， 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走出了一条农村工业化的道路，
也大大促进了各类消费品的生
产，市场上的商品愈加丰富。

在展览第一部分“敢为人
先 勇立潮头 （1978 -1992）”
中， 一个场景复原了上世纪
80 年代广东购物商城的一
角， 货架上的商品琳琅满目。
彼时，“珠江水、广东粮、岭南
衣、粤家电”畅销全国，书写了
“广货”传奇。

从 1978 年到 1991 年十
三年间， 广东不断解放思想、
大胆探索试验，在改革开放中
先走一步， 率先发展起来，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4%，
1989 年开始跃居全国首位 ，
成为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先
行地、试验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考验 。
1992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
并发表重要谈话， 系统总结改
革开放实践经验， 要求广东改
革开放迈出更大的步伐， 力争
用 20 年赶超亚洲“四小龙”。其
后， 广东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为目标， 掀起改革开
放新热潮，绘制赶超亚洲“四小
龙”蓝图。 广东市场活力迸发，
“广货”在一个又一个领域创造
“第一”、引领潮流。

记者在展览中看到多个
开创先河的工业品，如国内第
一部液晶显示无线电话机、第
一台分体式空调、第一台直排
式超薄全自动燃气热水器、第
一代紫微光微波炉等。 它们都
与生活息息相关，让百姓生活
更便捷、更美好。

在展览的一角，记者还看
到了富士康当年使用的手摇
磨床、 叠层磨具和电脑外壳。
20 世纪 90 年代，珠三角许多

制造企业从传统的手工作业
起步，靠工人师傅手摇磨床及
手绘图纸制出精密模具以制
造精密零部件，再组装成行销
全球的电脑、 手机等产品，逐
步实现了从传统制造到精密
制造的跨越。

改革开放巨轮驶入新世
纪，广东“增创新优势，更上一
层楼”， 率先探索破解发展中
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
社会全面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广货” 产品创新的深度和广
度也在不断加强。 2008 年深
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绘制的“首
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
深圳光启研发的“宽频带超材
料隐身衣”就出现在展览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的 20
余年间，广东用实际行动和创
造性探索，在赶超亚洲“四小
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珠三
角地区迅速发展为世界制造
业中心，“广东制造”开始享誉
全球。

最早“三来一补”企业生产的手袋、国内第一部液晶显示无线电话机、
全球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的模型……

在这儿一览“广货”威水史
东方风来， 潮起珠江。 深圳改革开放展览馆

“大潮起珠江———广东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11
月 8 日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后，吸引许多
人前往参观。 观众们透过展览，深入了解
广东改革开放背后的故事， 感受 40
年来社会生活的巨变。

展览实物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各阶段的重
要工业产品或产品模型：从改革
开放初期“三来一补”企业生产
的手袋，到国内第一部液晶显示
无线电话机、第一台分体式空调，再到
新时代的工业机器人、无人机、全球最
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彰显了波澜壮阔
的“广货”传奇。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陈强 图 / 羊城晚报记者 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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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多所高校因对校
园开放作出限制措施引发各
界关注。 包括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
知名院校均对校外人士入校
设限。 近期，南京大学一度发
布公告，对该校鼓楼老校区试
运行行人门禁管理，再次引发
各界讨论。 校园开放，当真已
成为中国大学的负担吗？ （11
月 14 日半月谈）

近年来，增设门禁的名校
呈现增长之势。 名校增设门禁
显然是无奈之举。 因为不少名
校不仅成了周边群众遛弯、跳
广场舞的场所，甚至成了外地
家长、学生的旅游景点。 如果
对校外人士不加以限制，名校
会变成熙熙攘攘的场所，教学
质量和科研秩序都难以保证，
所以名校增设门禁， 可以理
解。

不过，西方很多大学都是
开放式校园，校外人员可以自
由进出。 有人在比较后，质疑
国内名校增设门禁的做法。再

加上国内知名院校都是公立
高校，在土地、资金等方面都
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有人由此
认为，增设门禁限制进入不符
合“公”之含义。

坦率地讲，名校不应该随
意增设门禁，因为名校已经享
受了“名 ” 带 来 的 各 种 利
益———比如，名校吸引了优秀
的师资和优秀的生源； 又比
如，名校享受了比其他高校更
多的政策红利和市场红利；再
比如，名校继承了先辈们的精
神遗产和文化遗产等———那
么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众所周知，美国高校发生
过很多起枪击案件，按说美国
高校最应该增设门禁限制校
外人士进入，以减少危险情况
的发生。 然而，美国多数高校
宁肯增设大学警察局、紧急报
警亭， 不断完善安保系统，也
要保持开放姿态， 这值得思
考。

当然， 由于国情不同，我
们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做法。笔

者以为，国内名校既要兼顾开
放又要兼顾限制，最好是在开
放与限制之间实现平衡与民
主。 之所以要兼顾开放，因为
名校既然享“名”之利就应该
承受开放之重，但同时要兼顾
国情适当限制。

就国内一些名校做法来
说，有点开放不足、限制过头。
比如根据某名校规定，限定校
园参观开放时间为公休日、法
定节假日及寒暑假期间，这就
给校外人士造成不便。

国 内 名 校 校 园 开 放 的
“度” 如何把握， 外界不得而
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名校为
校外人士考虑越多，服务管理
越科学，开放的“度”会越高。
反之，名校对自身利益考虑越
多，不愿意为校外人士投入更
多人力物力来服务， 开放的
“度”也就会越低。

也就是说 ， 名校管理者
们所 考 虑 的 方 向 决 定 了 其
大 门 开 放
的程度。

名校享“名”之利就应承受开放之重

今日论衡
之民生探微 □然玉

最近，“女司机”的话题新闻不时
在网上曝出。 有本地媒体记者发现，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周边已经有两处
购物广场的停车场设置了一些女性
专用停车位， 为女性停车提供方便。
不过，作为一种特殊的照顾，却又引
发了包括女司机在内的吐槽，似乎这
种待遇让她们感觉受到歧视。

按常理而言，能拿到驾驶证的，
无论男女应该都是有能力有资格开
车泊车。但在实际操作中，不同的驾
驶员，在经验、应急反应、操作的熟
练程度和判断力差异等方面都会有
较大的差别。考试能考过，不等于日
常能游刃有余地应对。 尤其是遇到
光线昏暗、车位狭窄、角度刁钻甚至
是立体停车位这类情况， 无疑对驾
驶的要求会更高。就此而言，让女性
有个宽松易停的车位， 这是一种人
性关怀，也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一味强调“女司机不会倒车”，不
如 多 想 办 法 替 其 创 造 宽 松 的 条
件———比如，女性的停车位应光线充
足，靠近电梯口，配备紧急SOS按钮，
24小时中控覆盖提升安全度等等。因
为过往不少案例，大都发生在女性独
自上下车的前后，犯罪分子常常借此
机会侵害和抢劫女事主。如果对这些
区域进行重点监控，那么此类罪案的
发生几率就会低很多。

如果女性停车位不只是噱头，而
真能做到提高安全系数的话，女性就
不该有任何被歧视的联想。在国外许
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其实就是这样设
置女性停车位的。比如，这些车位会
更靠近出入口，而不必在茫茫车海中
去找车；又比如，过夜停车，女性有权
优先停在靠近出入口的地方； 还比
如，设通道方便婴儿车的推行，不用
和所有车流混在一起。总之，创造更
多的便利，以体现对女性的关怀。

当然， 停车场能划出用以照顾女
性的车位毕竟有限， 后到的女司机还
是不得不把车停到一般车位去。同理，
商业停车场也不愿意设置太多的专门
车位以避免空置和浪费。 这就类似于
地铁的女性车厢， 并不代表女性就只
能进这个车厢， 而地铁也只会设一节
车厢来给予照顾相对弱势的人士。所
以照顾并非是歧视， 而是提供更多的
选择。假如认为自己能力足够，当然是
可以拒绝被照顾的。其实，对人群进行
细分关怀，商家的形象是会加分的，而
此举本身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写照。

□耀琪

停车场设女性车位
何必联想为歧视

城市观察

报载， 一场涉及诸多政府
部门的 “证照分离 ”改革近日
在广东全省推开 。 这次 “证照
分离 ”选定了 106 项审批事项
进行分类改革 ，其中取消审批
2 项，改为备案 1 项，实行告知
承诺 19 项， 优化准入服务 84
项 ，涵盖了出版 、印刷 、电影 、
广播电视 、建筑 、餐饮 、食品 、
药品 、医疗器械 、特种设备等
多个领域。

不只是广东， 按照国务院
的统一部署，“证照分离” 改革
同期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 。
而且， 目前推出的 106 项只是

首批分类改革事项， 后续还会
有第二批、第三批，最终将实现
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的全面覆
盖和全面优化。

何谓证照分离？ 就是营业
执照与经营许可证分开。 此前，
人们在开办经营主体时， 首先
要办好各类许可证方可申领营
业执照， 而现今只要办了执照
后便可从事一般经营活动 ，若
经营特殊行业时， 才去申办许
可证。 或有人说，这样的证照分
离， 主要是办证程序的先后更
替， 似乎更多体现在政府部门
的工作流程变革。

问题显然并非这么简单 。
随着近年商事改革的推进 ，营
业执照的申领已大为放开， 上

海等地还对此变革为 “先照后
证”。 尽管如此，“一照多证”及
“办照容易办证难”的问题并未
根本解决。 经营某些项目时，仍
要到各个政府部门去办证 ，不
仅手续繁琐， 还会遭遇某些前
置条件的相互制约， 以至陷入
无解的死结。 最终，看似“大门
开放”，但若要进入里边的个个
“小门”， 却因遭遇各类 “高门
槛”而难以进入 ，形成 “准入不
准营”的尴尬局面。 这也是许多
民企抱怨诸种 “玻璃门”“弹簧
门”之要害所在。

因此 ，按照国务院相关文
件精神 ， 证照分离改革的关
键还在于 “突出照后减证 ，能
减 尽 减 ，能 合 则 合 ”，该 撤 的

则要坚决撤销 。 除非涉及国
家和公共安全及重大公共利
益等 ，将许可类 的 “证 ”分 离
出来 ，尽量减少审批发证 。 真
正降低开办实体的制度性成
本 ， 进而充分释放全社会的
创造活力 。

眼下，不少人还不理解“证
照分离”改革的重要性，有人以
为这只是涉企行政审批业务的
调整。 事实上，证照分离是近年
我国持续推进深化“放管服”改
革的重大创新举措之一。 推动
这项改革， 不仅要从法律层面
清理一些过时的规章制度 ，更
要对各级政府部门的审批 、监
管、运作机制等进行改革，能够
让市场调节的， 政府部门就不

去干涉。
因此 ， 证照分离的实质 ，

就是以“减证”促“简政 ”，为市
场减负 ，减少政府对微观主体
的不必要的干预 。 这项改革 ，
无论是放置于当前国际贸易
竞争的大格局中 ，还是推动民
营经济发展的背景下 ，均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历经四十年
改革开放 ，如何进一步激活社
会的创造力 ， 给创业者松绑 ，
无疑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为
此 ，转变政府职能 ，优化政府
服务 ，打通 “最后一公里 ”，从
而降低制度性成本 ，创造更好
的营商环境 ，所有这些 ，都是
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是本报首席评论员）

“证照分离”改革关键要突出“照后减证”
评论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首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席 □阅尽

本报昨日报道，广东省人社厅近日发布了《广东
省“粤菜师傅”烹饪技能标准开发及评价认定框架指
引》，要求各地要突出粤菜特点，制定“粤菜师傅”的
技能评价标准和开发试题， 专项职业能力可采取
“A+B”考核模式，既考常规工艺技能又考特长技能。
此外，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并已具有绝招绝活或行
业高超技能的行业代表人才， 经地级以上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荐，可开展直接认定工作。

事实上，在国家层面，早就有了一套成熟的厨师
职业技能鉴定标准。 以厨师证为核心，初级、中级、高
级、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等级，构成了对各层次厨师
职业能力的完整评价体系。 当然也应该看到的是，这
一通用的“评价体系”，很多时候并不能充分体现地
域的传统饮食特色及厨师的能力和价值。 也许正是
基于此，广东决定展开专门的“粤菜师傅”职业能力
考评。 可以想见，此举对于弘扬粤菜文化、激励粤菜
师傅的职业认同有重大意义。

就如同所有的地方文化一样， 地方菜系也需要
传承，而粤菜师傅无疑是粤菜最好的传承人。 根据这
份指引，粤菜师傅专项能力考评，既要考核区域风味
传统菜品烹饪或点心制作， 也要考核乡土本地菜肴
制作。 其内容覆盖之广，可以说，囊括了广东省内几
乎所有的菜系、菜品。 据悉，参加考评的厨师可以自
选拿手菜肴进行制作。 这一“考制”可以说充分尊重
了厨师个体的业务专长， 赋予了其发挥自我优势的
机会。

“粤菜师傅”职业考评，并不是为了考试而考试，
而是为了以考代练、以考促学，鼓励和引导粤菜厨师
们打磨本领、 提升自我。 从相关考核模式的设计来
看，这一考试并非闭门造车，而是市场需要什么就考
什么， 其一开始就传递出清晰的实用主义指向：“指
引”明确，各地可以根据当地食材、旅游文化、农家乐
菜馆等地方特色确定考核内容———这与其说是行政
职能部门组织的职业考试， 不如看成是地方餐饮市
场按需定制人才、发掘人才的集体行动。

相较于某些自上而下、 机械僵化又脱离实际
的资格认定、职称评定，“粤菜师傅”职业能力评价
要接地气得多，也要实用、有用得多。 但需要注意
的是，既然是职业考评，就仍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某
些共性的老问题———比如说， 是否会加重考试对
象的负担？会否形成“考培一体”的灰色产业链？有
鉴于此，我们也看到“指引”作出了一些预设安排，
例如鼓励人才自主评价， 赋予企业自主权； 申明
“担任考评的人员禁止参与该批次考生的考前培
训工作”等等。

作为一个高度市场化并充分竞争的职业， 厨师
或许并不仰赖一个官方的考评结果来为自己正名。
诸如“粤菜师傅”职业能力考评，更深远的意义，还是
在于推动全行业整体业务能力的向上提升， 并重新
夯实地方菜系之于地方餐饮市场的基础性地位。

“粤菜师傅”职业能力考评
为地方菜系发掘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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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主编的新教育国学晨诵读本 《我
和诗词有个约 》错误百出 。 包括 “勾起 ”成 “钩子 ”、“途经 ”作
“途径”、“蜡炬”改“腊炬”、“藩镇”变“潘振 ”这样的低级错误 。
相关部门回应称， 该读本由骨干老师编辑整理， 文中错误属
校对失误， 将全部收回重新审订， 由教师对错误进行手工修
改后再发给学生。（11 月 14 日澎湃新闻）

今年央视热播的 《中国诗词大会 》圈粉无数 ，那些凝聚着
中华文化血脉的诗词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乘此东风 ， 各类
相关的读本如潮涌动 ， 石家庄市桥西区教育局主编的这本
《我和诗词有个约》相信便是其中之一。

“勾起 ”成 “钩子 ”、 “途经 ”作 “途径 ”、 “蜡炬 ”改 “腊炬 ”、
“藩镇 ”变 “潘振 ”……作为一名长期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者 ，
我可以大胆地推测，这是拼音打字惹的祸。 其实，只要稍加重
视，文中的错字不难找出。

笔划 “差之毫厘 ”，意思 “谬以千里 ”，诗词营造的美好意
境被力这些别字弄得面目全非。 孩子正处于求学阶段 ， 本身
分辨能力就较低，教材出现这类错误真可谓“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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