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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 40 年的发展浪潮
中， 汕头经济特区取得了巨大
的发展成就， 但相比先进城市
和其他特区， 汕头在第一轮发
展相对滞后。 面向新时代，面对
万马奔腾、 你追我赶的竞争态
势， 从汕头的普通市民到各级
领导干部， 都有一种时不我待
的发展危机感和时代紧迫感。

而深究汕头发展较为缓慢
的原因，则在于营商环境、政务
环境、 生态环境、 城市环境等

“软实力”不足，一些公职人员
的服务意识不强、 工作作风不
优、办事效率不高，部分群众文
明生活习惯尚未养成， 突破规
则、不讲规矩的现象时有发生。

精准“把脉”诊断病情后，
便要“对症下药”破除顽疾。 近
年来，汕头市委、市政府牢牢抓
住了“全力冲刺国家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这一“牛鼻子”，在主
动顺应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作出了一
系列有益的探索： 加快乡村振
兴建设， 强力推进练江流域综
合整治，不断补齐城市短板，一
大批市政道路、公园绿地、背街
小巷、农贸市场完成升级改造，
公园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改造初
见成效，城市净化、序化、美化
和文明水平明显提升。

与此同时，汕头市委、市政
府还以开展“作风建设年”为抓
手， 进一步推动干部队伍的思
想、观念以及风气转变，使得当
地的干部作风持续改进、 社会
风气的焕然一新、 营商环境不
断改善。

“颜值”和“气质”双提升的
汕头，也迎来了信心回归、潮商
回归、形象回归、特区精神和特
区效率回归。 这种好环境、好风
气，成为最好的“招商广告”，香
港招商局、上海电气、比亚迪、
宝能、明园、中海信、粤电 LNG
等一大批知名企业近年来也相
继到汕头投资兴业。

方利旭履任汕头市委书记
以来， 带领汕头市委领导班子
接过了汕头发展的“接力棒”，
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 肩负
起推动汕头经济特区“二次创
业”的历史重任。 上任伊始，方
利旭便按照省委“大学习、深调
研、真落实”的工作部署，带领
班子成员开展了密集调研，走
基层、访企业、听民意、办实事，
提出“认识自我、提升自我、超
越自我”的总体要求。

在今年 6 月下旬召开的中
共汕头市委十一届六次全会
上， 汕头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明
确提出了未来汕头发展的“三
四四”总体思路，就是要紧紧把
握汕头在全省区域发展格局的
新定位， 加快补齐科技创新能
力、 城市化进程、 城市软实力

“三大短板”； 突出加快形成现
代产业体系、 构建区域科教文
卫中心、 建设高水平的全国性
综合交通枢纽、 培育壮大高端
现代服务业“四个重点”；打造
自由贸易区、 华侨经济文化合
作试验区、国家高新区、汕头江
湾新区“四大平台”，努力把汕
头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办出水
平。

可以说，“三四四” 总体发
展思路系统地回答了“目前的
汕头怎么看、 新时代的汕头怎
么干”等一系列问题，也为汕头
改革开放再出发指明了方向，
对未来汕头的发展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针对
亟须补齐的“三大短板”和要打
造的“四个重点”，方利旭在接
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科技创新是汕头当前和未来要
补齐的最大“短板”，筹建省实
验室就是打基础利长远的破题
之举；唱响“东部大发展、西部
大开发、南部大建设、北部大提
升”的城市扩容四重奏，加快城
市化进程。

此外， 汕头还将通过深化
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尽快使在
汕就读的大学生人数提高到 5
万人以上； 加强对小公园开埠
区的保育活化， 规划建设汕头
城市发展展览馆， 打造一批独
具特色的旅游文化品牌； 以汕
大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入选省
高水平医院建设“登峰计划”为
契机， 大力建设一批高层次医
院和高水平学科，强化“三医”
联动，推动医联体发展。

方利旭称，站在开启“二次
创业”的关键节点上，汕头一方
面要用好用足经济特区、 国家
高新区、 华侨试验区等现有平
台的政策，大力争取中央、省支
持在汕头保税区设立自贸区，
逐步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贸
港。 主动作为、不等不靠，模拟
自贸区现行试点政策， 实行更
加开放的管理制度； 比照自贸
港开放形态，探索内外贸、投融
资、财政税务、金融创新、高新
技术引进、 人才引进、 港口通
关、 出入境等方面更加灵活的
政策体系； 依托泛珠三角区域
合作机制， 加快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密切与珠三角、港澳和海
西地区的合作， 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

另一方面， 汕头要主动对
接省赋予汕头行使的部分省级
管理权限，加快优化政府职能，
形成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
营商环境和公平、开放、统一、
高效的市场环境。 精准回应企
业对营商环境的现实关切，让
企业放心来汕投资、 舒心在汕
发展，实现企业能盈利、群众得
就业、政府有税收。 同时，持续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快培
育守规则、讲规矩、树正气的良
好风气。

方利旭说，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广东重要讲话为汕头改革
开放再出发指明了方向、 提供
了遵循，省委、省政府也对汕头
鼎力支持、寄予厚望，这更加坚
定了汕头在新一轮发展中勇立
潮头、赢得主动的信心和决心。
汕头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一定要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 ”，践行“两个维
护”，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加
快汕头经济特区发展的实际成
效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
招”，加快汕头经济特区发展，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现
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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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国的
经济特区是因改
革开放而生，因改

革开放而兴；那么特
区之于汕头，则是因
侨而立，因侨而兴。

华侨既是汕头经济特区最
独特的资源， 也是最大的“富
矿”，改革开放 40 年来，华侨资
源为汕头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作
出的贡献是巨大的，而汕头经济
特区携手遍布全球的华侨华人，
也谱写出了许多生动而伟大的
侨乡故事。

“本土一个潮汕，海外一个
潮汕，海内又一潮汕”，是对汕
头作为著名侨乡、 也作为潮商
大本营的一个形象说法。 据不
完全统计， 从潮汕走出去的海
外潮人约 1500 万，遍布全球各
地， 其中便有 500 多万汕头籍
的华人华侨、 港澳台同胞居住
在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改革开放 40 年来，汕头的
每一个进步和发展， 离不开港
澳同胞、海外侨胞的大力支持。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8 月份，汕头全市的“三资”
企业约 900 多家， 占全市外商
投资企业 90%以上； 该市来自
华侨华人投资项目 5673 个，合
同侨资金额 121.64 亿美元，实
际吸收侨资金额 78.95 亿 美
元，投资国家和地区 44 个。

更为具象的是， 如今走在
汕头的市区、乡村，随处可见以
港澳和海外华侨的名字命名的
学校、医院、公园、广场等公共

设施， 而汕头目前拥有的汕头
大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两
所高水平大学更是得到了李嘉
诚先生的大力捐助和支持，这
无不镌刻着汕头与海外交往的
独特人缘、亲缘优势。

那么，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一资源
优势， 在推动国家全面开放新
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汕头在
思考，在践行。

汕头过去注重的是发动广
大侨胞支持家乡公益事业，面对
新时代新格局，汕头需要更注重
海外华侨所拥有的、所能联系的
科技、人才、产业和信息等资源，
发挥华侨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华
侨连接世界先进生产力。

据此， 新一届的汕头市委
领导班子主动作为，依托“国际
潮团联谊年会 ”“世界潮商大
会”“华侨华人产业交易会”等
平台载体， 提升国际服务能力
和水平，打响侨乡品牌，提升国
际知名度。 加快外经贸转型升
级，提高国际化双向投资水平，
积极培育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打造基于国际贸易“单一窗
口”的智慧口岸管理体系，不断
优化货物通关监管服务。

上述这一系列具体举措得
到了海内外潮人的踊跃响应与

支持，可以预见的
是，发挥侨商的资
本、技术和资源优
势，将是未来汕头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扩大开放的
必然着力点。

近年来， 汕头一方面积极
“请进来”， 借助华侨试验区平
台，大手笔投入实施更加积极的
人才政策， 吸引海外高智人才，
培养后备力量，打造海外华侨华
人回国创业的基地。 目前，汕头
市已在美国硅谷、洛杉矶、加拿
大温哥华、英国伦敦等地设立了
4 个海外人才工作联络站， 并于
2017 年 11 月首次在香港设立
了中国科协海智计划广东（汕
头）海智基地（香港）工作站。

今年 8 月份，汕头还举办了
“和美侨乡·与我同行”主题的系
列文化采风活动， 邀请港澳台、

东南亚及欧美等国家地区的华
侨青少年代表，到潮汕“寻根同
味”， 体验“出花园” 成人礼仪
式， 与本土青少年联欢交流等，
旨在讴歌祖国改革开放成就，加
深广大华侨尤其是新生代华侨
的感情，凝聚新华侨的力量。

而在另一方面， 汕头也积
极地实施“走出去”策略，在海
外多地设立海外联谊会文化驿
站，搭乘国家“一带一路”伟大
倡议的东风， 以共同的文化为
纽带，通过“行走潮文化”等专
题文化活动， 将优秀的潮汕传
统文化带给海外潮籍乡亲共
享，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厚植
文化认同的根基。

A 跨跨越越发发展展：：从从市市郊郊荒荒滩滩走走向向华华侨侨试试验验区区

B 和和美美侨侨乡乡：：厚厚植植文文化化认认同同根根基基凝凝聚聚侨侨心心

C 活活力力特特区区：：
积积极极对对接接融融入入粤粤港港澳澳大大湾湾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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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发展的汕头
城市新面貌

汕头“一湾两岸”，正致力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的重要发展极

初冬的汕头， 天地
间的绵绵细雨， 滋润着
这片勇立改革开放“桥
头堡”之上的侨乡热土。

1981 年， 汕头经济
特区因侨而立。 素有“海
滨邹鲁” 之称的百载商
埠， 成为了我国最早设
立的经济特区之一，被
赋予了在体制改革中发
挥“试验田”作用、在对
外开放中发挥重要“窗
口”作用的历史重任。

40 年来， 汕头经济
特区从 1.6 平方公里的
荒滩起步，以“杀出一条
血路”的勇气，创造了多
个全国率先的成功经
验，在改革开放、经济发
展、 社会事业、 民生福
祉、 城市建设上取得了
巨大成就， 和海内外潮
人携手谱写了许多生动
而伟大的侨乡故事，成
为了粤东地区一颗璀璨
的明珠。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汕头经济特区迎来
了新机遇： 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广东时数次提及
汕头， 指出要加快汕头
经济特区发展， 把汕头
作为重要发展极， 打造
现代化沿海经济带；广
东省委书记李希莅临汕
头调研时也要求， 汕头
要用好改革开放“关键
一招”，紧紧抓住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重大历史机
遇， 立足“一核一带一
区”发展新格局，充分发
挥特区优势、区位优势、
侨乡优势，乘势而上、奋
起直追， 把汕头建设成
为名副其实的省域副中
心城市， 打造成内秀外
名的活力特区、 和美侨
乡、粤东明珠。

当前， 广东全省上
下正持续兴起学习宣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广东重要讲话精神热
潮。 汕头如何以新担当
新作为推动特区改革开
放再出发呢？ 对此，汕头
市委书记方利旭近日在
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
时，掷地有声地表示：汕
头通过补齐“三大短
板”、突出“四个重点”、
打造“四个平台 ”，有坚
定自信赢得新一轮发
展， 把汕头经济特区办
得更好、办出水平。

1981 年 11
月 14 日， 时代
的大潮终于向

汕头汹涌而来———
在这载入史册的一
天，汕头经济特区管

理委员会宣告成立， 汕头经济
特区在市郊龙湖 1.6 平方公里
的一块小荒滩上正式诞生了，
汕头自此勇立在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最前沿。

据汕头经济特区管委会第
一任主任刘峰回忆， 特区创立
之初，既没有像深圳、珠海、厦
门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势，而
且远离广东经济发展的核心
区， 面临着人多地少、 资金欠
缺、基础设施差等现实困难，是
一个“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
话不通”的地方。

然而，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
环境下，“开荒牛” 们凭着肩挑
背扛、白手起家，在用锄头、铲
子掀起的滚滚黄土中书写汕头
经济特区的发展故事。

尽管初创期的条件极差，汕
头经济特区始终坚持改革开放

的正确方向，确立了“开发一片、
建设一片、投产一片、获益一片”
的思路， 并且从软件机制上破
题，实事求是地启动了特区自身
的制度建设，逐一探索解决了许
多不适应改革开放的问题，在全
国创造了多个“率先”。

比如在引进外资、 发展非
公有制经济方面，汕头制定出
台了《汕头经济特区个人独资
企业条例》， 成为全国首部个
人独资企业法规，并且首提集
体经济、横向联合经济、个体
和私营经济一齐上；在解决城
市居民住房问题方面，制定了
“三三四”“二二六” 补贴出售
住宅制度，启动了住房商品化
的探索，并且出台了全国第一
个保护华侨房地产权益的综
合地方性法规；在改革用人制
度上 ，将原来执行的“无限期
委任制 ”改为“任期制 ”，企业
干部改为“聘任制”，率先实施
了领导干部定期述职评议；在
管委会办事作风上，率先推行
了 24 小时审批答复制， 要求
24 小时之内必须要给出答复，

提高工作效率。
40 年的改革开放， 弹指一

挥间，汕头经济特区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经历翻天覆地的变
化。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如今
的汕头经济特区和 40 年前相
比， 经济总量增长 98.6 倍、人
均 GDP 增长 49.8 倍、 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增长 129.5 倍。 汕
头上市公司达 32 家，稳居全省
地级市前列。

自创立以来， 汕头经济特
区为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曾历
经多次扩围。 2011 年 5 月份，
汕头经济特区最后一次扩围，
将全市六区一县全部囊括其
中，特区的面积也由原来的 1.6
平方公里拓展到了全市域。

2014 年， 汕头华侨经济文
化合作试验区获国务院批复成
立，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华
侨”为主题、以“经济文化合作”
为纽带的国家级创新发展平
台，被赋予了“进一步深化改革
开放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门户”的重任，成为汕
头经济特区再出发的新里程

碑， 也是汕头未来新辉煌的希
望所在。

如今，“特区速度和特区效
率 ” 正 在 华 侨 试 验 区 中 重
现———高标准规划建设汕头东
海岸新城新津、新溪和塔岗围
三大片区，完成河口综合治理
建设并实现互联贯通；东海岸
大道通车，跻身广东沿海经济
最美滨海公路的一段； 明园、
泰盛科创园已经落户并施工，
粤东首个地下管廊也在此启
动建设。 华侨试验区创设的全
国首个以华侨为核心概念的
区域股权交易板块“华侨板”，
目前已累计挂牌企业达 518
家， 挂牌企业合计意向融资额
约 70 亿元。

40 年前， 汕头经济特区在
1.6 平方公里的荒滩上奋力开
拓；如今，汕头在 20 平方公里
核心区、480 平方公里规划区
的华侨试验区里， 继承着先辈
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 勇立改
革潮头， 正以更大的力度解放
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打
造特区的升级版。

汕头拥有“百载商埠”深厚文化内涵。 图为小公园骑楼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