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A2)
改革后，通过一系列体制设

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
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
化下来并加以完善，确保了我军
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
央、中央军委。

压茬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
量编成改革——

“一支军队，如果在规模结构
和力量编成上落后于时代，落后
于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展，就
可能丧失战略和战争主动权。”

2016 年 12 月 2日至 3日，中
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
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主席
再次向全军发出动员令。

改革号令如山，全军迅即行
动。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
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
规模……

2017年 4月 18日，习主席接
见全军新调整组建的 84 个军级
单位主官，对各单位发布训令。
其中，陆军 18 个集团军番号撤

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这既
是集团军的重塑再造，又是红色
血脉的赓续传承。

2017年 7月 19日，习主席向
新调整组建的军事科学院、国防
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授予军旗并
致训词。军队院校由 77 所整合
为 44 所，重组科研机构，优化训
练机构，构建军队院校教育、部队
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三位一
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以军
事科学院为龙头、军兵种研究院
为骨干、院校和部队科研力量为
辅助，军事科研“航母编队”犁浪
前行，“天河”奔流、“北斗”闪耀，
一大批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技
术取得新突破。

将列武警部队序列、国务院
部门领导管理的现役力量全部退
出武警，武警部队担负民事属性
任务的黄金、森林、水电部队整体
移交国家有关职能部门并改编为
非现役专业队伍，同时撤收武警
部队海关执勤兵力。

军事力量体系的整体性革命

性重塑，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
国土防御型的力量结构和兵力布
势，人民军队加快由数量规模型
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
科技密集型转变。

裁减军队现役员额30万，但
作战部队人员总数不减反增，官
兵比例明显优化，实现“瘦身”与

“强体”的有机统一。
重塑力量结构，大幅压减老

旧装备部队，增加战略力量和新
型作战力量比重，优化不同战略
方向力量配置。空中突击、远海
防卫、战略投送、精确打击等新型
作战力量活跃演兵场，山东舰、
歼－20飞机、东风－17导弹等一
批新型装备加速列装部队。

重塑部队编成，降低合成重
心，减少领导层级，打造具备多种
能力和广泛作战适应性的部队，
部队编成更加充实、合成、多能、
灵活。

在习主席亲自指挥下，改革
多路并进、多点突破：调整改革全
军后勤力量，调整改革军委、战区

和军兵种机关直附属单位，大幅
调整省军区系统，整编老干部服
务保障机构……军队规模结构和
力量编成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全面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

“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
局中，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既是重
要内容，又是重要保证，走好这一
步很关键。”2018 年 11 月，习主
席在出席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
工作会议时作出强调。

“谋划推进这项改革，首先要
解决好体系问题。”习主席把握规
律、抓住关键，指引全军把系统集
成作为基本理念和原则牢固确立
起来。

这次改革彻底改变以往零敲
碎打的做法，打破过去按照司、
政、后、装等工作领域立法的格
局，系统谋划、前瞻设计、创新发
展、整体重塑，建立健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形
成军队党的建设制度、军事力量
运用政策制度、军事力量建设政

策制度、军事管理政策制度“四大
板块”。

4 年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
央政治局会议，相继审议通过《中
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
《军队政治工作条例》等我军党的
建设主干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陆续审议通过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
和权益保障法》等6部军事法律。

成立中央军委人才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
员会。出台《现役军官管理暂行
条例》及 11 项配套政策制度，建
立中国特色军官职业化制度取得
实质进展。颁布《军士暂行条
例》、《义务兵暂行条例》以及配
套法规。建立健全文职人员制
度，面向社会延揽优秀人才。

构建军人荣誉体系，举办授
勋授称仪式；优化军人待遇，发放
军人父母赡养补助、配偶荣誉金，
实行军人配偶子女免费医疗等新

的医疗保障政策……一件件暖心
事，增强官兵职业荣誉感，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成熟一项
推进一项，23个重大领域基本法
规相继推出，一大批配套政策制
度和重大改革举措密集出台，军
队战斗力和官兵活力进一步解
放，改革效能持续释放。

深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
——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党
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跨军地
重大改革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部
署，推动一系列举措落地。

2018年春节刚过，党的十九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
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深化跨军地改革是其中重要
内容。

结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
革，深化武警部队跨军地改革，推
进公安现役部队改革，组建退役

军人事务部；实施空管体制改革，
成立中央空中交通管理委员会；
推进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打造现
代国防动员力量体系；全面停止
军队有偿服务，军队不从事经营
活动的目标基本实现……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地党委政府、
社会各界纷纷出台一系列支持改
革、服务改革的政策举措，军地汇
聚起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改革未有穷期。今天，人民
军队继续沿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披荆斩棘、奋勇向前，推动改革强
军向纵深推进，不断夺取深化国
防和军队改革新胜利。

在习主席掌舵领航下，新时
代的人民军队必将保持勇于改
革、善于创新的锐气，永不僵化、
永不停滞，依靠改革应变局、育新
机、开新局，确保到 2027 年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035年
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
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
世界一流军队。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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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家国情怀和民族精神
长久激励后人

广州首间私营机器厂
力助陈启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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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佛山市南海区
西樵镇简村的深处，有一座清代的二进四合
院式硬山顶建筑——绮亭陈公祠，古朴凝重。
院门外，悬挂着“陈启沅纪念馆”的木质牌
匾。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先驱，陈
启沅被写进了历史课本和《辞海》。简村，是
他出生、成长和实践“实业救国”梦想的地方。

1872 年，外出经商多年的陈启沅从安南
（越南）回到家乡，在南海简村创办中国第一
家民族资本经营的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
丝厂，掀起了中国纺织业的第一轮工业革命，
将三十年光阴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民族纺织
工业发展。

如今，陈启沅实业救国的事迹、敢为人先
的进取精神已成为当地的优良文化基因，为
父老乡亲和后世企业家所忆念、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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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缫丝省时省力，也招致
传统手工缫丝作坊业者的强烈反
对。1881年，南海当地手工缫丝
业行会锦纶堂纠集村民千余人，
将附近另一家机器缫丝厂捣毁。
继昌隆虽幸免于难，但南海知县
徐赓陛以机器缫丝厂“一家得利，
而使千百穷黎失其恒业，其必起
而争”为由，下令各机器缫丝厂停
业。陈启沅愤而迁厂至澳门，改
名“和昌”，后又改名“复和隆”。

待到 1883 年，砸机风潮已
过，南海一带的机械缫丝业逐渐
恢复生产。南海县官员力邀其返

回家乡办厂，陈启沅仍将工厂回
迁至西樵山，并将厂名更改为“世
昌纶”，与儿侄辈办的丝厂合并，
职工达到六七百人。

佛山历史文化丛书学术委员
会顾问、佛山史专家罗一星认为，
自继昌隆缫丝厂问世以后，广东
的厂丝出口就从无到有、逐年增
多，进而成为全省出口价值最大
的商品。

由陈启沅改进的小机缫丝，
进一步推动了机器缫丝业在广东
各地的发展。到1901年，广东全
省经营机器缫丝业者数百家，女

工以此营生者达十几万人，生丝
出口逾 4000 万两。中国妇女要
求摆脱封建制度束缚的愿望，也
在经济上得到了具体支撑。

1913 年，民国政府农工商部
调查显示，广东是当时全国应用
动力工厂最多的省份，工厂数占
了全国三分之一以上。二三十
年间，广东陆续出现了一批由中
国人投资的缫丝、造纸、水泥、卷
烟等工厂，以及一批机械、船舶
修造厂。岭南作为先进商业文
化、工业文化的承载地，站上了
新的高度。

在西樵山西北侧，顺
德水道与西江间肥沃的冲
积平原上，拥有 800 多年
文献记载史的简村，是典
型的岭南水乡。村里既有
陈启沅故居，也保留了他
150年前冲破阻隔、回国办
厂的工业遗迹。熟悉村史
的林润明老人向羊城晚报
记者介绍，陈启沅缔造了
简村“一船缫丝出，一船白
银入”的数十年繁华盛景。

2002 年 4 月 15 日，由
佛山南海区博物馆管理、
位于绮亭陈公祠内的陈启
沅纪念馆正式开馆。绮亭
陈公祠是 1887 年陈启沅
创办机器缫丝厂致富后，
为了祭祀其承继祖父陈绮
亭而建造的。 2002 年 7
月，绮亭陈公祠被公布为

广东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
位。这里也是佛山市、南
海区两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每年接待中小学生几
万人次。

绮亭陈公祠占地面积
达 1500 平方米，1992 年 5
月 14日，其使用权由陈启
沅亲属捐赠给政府。如
今，馆内还陈列着陈启沅
设计的蒸汽缫丝机模型、
缫丝小机模型和 76 件蚕
茧等标本展品，展示了南
海机器缫丝工业发展史以
及陈启沅爱国爱乡、造福
乡梓的一生。

简村现已不再种桑养
蚕，但纪念馆里还保留着
一座桑蚕园。园内，陈启
沅当年亲手种下的桄榔
树，已长得又高又大。

1872 年，在容闳的建
议下，第一批幼童赴美留
学，开启了中国人探索新
知的道路；在上海，清政府

“国企”轮船招商局成立
……同年，陈启沅毅然卖
掉了在安南半条街的产
业，自海外回到了故乡广
东南海简村，立志创办一
家机器缫丝厂。他把厂址
设在自己的家乡简村，借
助家乡人情便利，使工厂
和原料产地很好地结合起
来，也容易吸收附近的劳
动力。

1873 年，兄长陈启枢
由安南先后汇款7000多两
白银给陈启沅，陈启沅就在
简村和附近的吉水村一带
招收男女工数十人，亲自教
这些新工人“仿西人缫丝之
法”，投茧开工。缫丝厂取
名为“继昌隆”，这成为近
代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经
营的机器缫丝厂。

此时的继昌隆工厂有
焙茧室一间，连同锅炉、煮
水大锅、焙房、焙舍和藏茧
室等在内，占地甚广。创

办之初，除了从安南带回
一套旧轮船上的发动机作
动力，各种机器全部由他
自行设计、制图，向广州的
陈联泰机器厂定制。由陈
启沅亲自引进并改良的蒸
汽机所缫出的生丝，粗细
均匀、光滑洁净、色泽美
艳，且弹力强。新中国成
立之前，这套缫丝工艺还
一直为国内大多数机器缫
丝厂所沿用。

继昌隆所出的机器缫
丝，市价比土丝高三分之
一，全部远销欧美，尤以美
国为多。该厂还建立了先
进的管理制度，管理层设
有司理（由陈启沅本人担
任）、司账（即会计）一人和
被称为“行江”的采购员和
销售员。继昌隆开办不到
一 年 ，丝 位 增 至 三 百 多
个。建厂后头三年，到继
昌隆缫丝厂学艺者就达一
千多人，其中女工达六百
多人。到 1881 年，南海、
顺德的机械缫丝业迅猛发
展起来，仅西樵山下就办
起了十家机械缫丝厂。

陈启沅设计的机器缫丝机模型陈启沅设计的机器缫丝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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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豫坊中陈启沅百豫坊中陈启沅（（右右））与纺织女工像与纺织女工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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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阻力 推动工业化四

遗迹仍存 科普兼传承五

羊城晚报：为什么中
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经营
的机器缫丝厂会诞生在
广东佛山？

罗一星：清代前中
期，岭南地区后来居上，
成为全国商品经济发展
较快地区之一，农业商
品化和城市手工业形成
了 有 机 循 环 。 桑 基 鱼
塘、果基鱼塘成为珠江
三角洲两个重要的农业
生产形态，桑基鱼塘的
获利是水稻的10倍。“广
丝”在国际市场占有很
大的市场，生丝已是当
时佛山对外出口的三大
主要商品之一。

这种历史背景推动
着陈启沅到海外发展，
进 而 了 解 国 外 先 进 技
术，又带回先进技术与
本土制造业相结合。当
时佛山是明清四大名镇
之一，也是全国制造业
中心，故陈启沅能突破
国外技术封锁，无需把
整套缫丝设备买回来，
也能将技术设想落地实
现国产化。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
陈启沅的实践对民族工
业和商品经济发展的促
进？

罗一星：陈启沅无
疑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
的先驱者，继昌隆的出
现是中国近代化工业发
展进程的里程碑。他还
写出了广东第一本蚕桑
专著，倡导进行蚕丝改
良，并以书面形式公布
新兴的机器缫丝技术，
将技术红利分享给社会
大众。

陈启沅推动了缫丝
行业的技术革命，逐渐
改变了我国几千年来手
工缫丝的落后局面。陈
启沅还为继昌隆建立了
先进的管理制度，这对

推动民族企业的长远发
展也意义重大。

同时，机器缫丝厂将
农村女性训练成熟练工
人，建立现代企业的管
理秩序，使她们成为产
业工人，提高了社会地
位，也解放了生产力。

羊城晚报：我们应该
如何从以陈启沅为代表的
民族工业发展先驱者那里
汲取营养，继续向前？

罗一星：今年1月至
7 月，我对佛山的 20 家
头部企业进行了调研，
当代的佛山先进制造企
业正在蓬勃发展，包括
企业家精神在内的文化
底色并未改变。我们的
现代企业从陈启沅的事
迹中可得到四点启示：

——要有敢做第一
的眼光和勇气。现在有
很多佛山乃至广东的企
业，已经在某一个行业
里积蓄了做第一的能力
和实力，只要做好技术
革新、创新产品研发等，
未来可期。

——陈启沅是企业
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一
位大工匠，这种传统促
使 我 们 的 企 业 精 益 求
精，持续改进不停歇。

——陈启沅有反哺
祖国的家国情怀。这种
教育作用比它本身的产
值要更大。

——陈启沅扎根本
土、追赶世界的魄力和
在 家 乡 创 业 成 功 的 案
例，长久地激励后人。
佛山的民营企业有优秀
的工商业精神与基因，
涌现出大批知名制造企
业、品牌和产品。这座
城市与制造业发展相关
联，积累了深厚的制造
业基因。企业遇到适合
生长的环境，就能孕育
出不凡硕果。

同 是 南 海 人 的 陈
澹 浦 、陈 桃 川 父 子 ，在
广 州 经 营 陈 联 泰 机 器
厂，帮助“继昌隆”成功
制 造 了 中 国 第 一 台 蒸
汽 机 器 缫 丝 机 。 在 那
之后，珠三角的缫丝企
业几乎全部使用“陈联
泰”制造的缫丝机。

“陈联泰”创始人陈
澹浦是南海丹灶良登村
村尾坊人，自小对机器
有兴趣。1837 年，陈澹
浦在广州创办“陈联泰”
时，主要制作纽扣、缝衣
针等小五金，兼接各式
机械维修业务。鸦片战
争以后，国外轮船频繁
出入广州，陈澹浦常到
外国轮船上修理机器，
借此积累了修理、安装

蒸汽机的经验，在广州
地区渐有名气。他的家
庭 手 工 业 作 坊 至 1876
年 改 称 为 陈 联 泰 机 器
厂，是广州第一间私营
的机器厂。

陈澹浦及其后人、
弟 子 造 出 了 广 东 第 一
艘平底浅水轮船、第一
台 煤 油 机 和 中 国 第 一
台柴油机。“陈联泰”主
要 开 展 修 船 、造 船 业
务，也是中国近代最早
的 民 族 资 本 工 业 企 业
之 一 。 其 设 计 制 造 的
小火轮船性能、质量与
洋船不相上下，价格却
便宜很多。当时，珠江
上的商船、渡轮多为陈
联 泰 机 器 厂 生 产 的 小
火轮。

陈启沅出生于清朝道
光年间，当时中国正面临
严重的内外危机。陈启沅
曾目睹家乡“民无所归”之
惨状。十六七岁时，陈启
沅两次参加“童子试”未
中。父亲去世后，他便放
弃科举，按其先父“乐耕”
遗愿，随兄以耕塘、种桑、
饲蚕为业。此时的西樵居
民“ 岁 食 茶 业 与 植 桑 衣
我”，衣食来源都靠种茶和
种桑养蚕获得。所谓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南海人则
是“吃蚕”“吃桑”。

近年来，中共佛山市
委、佛山市社科联编辑出
版的《佛山人文和社科研
究丛书》，为陈启沅专设一
书。《陈启沅评传》作者、国
家一级作家许锋向羊城晚
报记者介绍，陈启沅少年
时博览群书，又受当地熏
陶和影响，对农业、生产、
商业、工业有不同于常人
的强烈体会。因此许锋认
为，他在留洋后反哺故乡，
是情理之中。

1854 年，陈启沅跟随

其兄陈启枢远涉安南（越
南）。十几年的辛苦经营
下，陈启沅兄弟二人成为
越南西贡堤岸华侨中的

“巨富”。农桑出身的他关
注市面上的洋丝与华丝，
看着法国人工厂里机器生
产的洋丝物美价廉，而家
乡用手工做出来的华丝则
粗细不匀、销售不畅，陈启
沅决心将机器缫丝技术带
回家乡西樵。

然而，国外厂商得知
陈启沅是中国人、准备携
技还乡，纷纷拒绝向他出
售设备。陈启沅的曾孙女
陈安薇在纪录片《记住乡
愁》里回忆：“面对封锁，陈
启沅决定自己设计缫丝
机。他以看朋友（一名在
法国缫丝厂工作的台山华
侨李师傅）为由，多次到厂
里观察，用手和身体暗暗
丈量，自己设计图纸。”他
又自学了物理学、力学、蒸
汽机原理、算学、绘图学等
专业知识，前后花费了六
七年时间，终于画出了缫
丝机的设计图。

在今日简村的绮亭陈公祠旁
边，仍保留着陈启沅1882年兴建
的家族住宅群“百豫坊”，有四条
巷、十三间大镬耳石脚屋。简村
社区工作人员冼韵晶介绍，这里
是陈启沅历史建筑群的旧址之
一，同样被纳入历史文物保护单
位。

据林润明回忆，继昌隆缫丝
厂原址位于简村陈氏大宗祠前方

不远处，即现今“宋城演艺城”
员工宿舍附近一带。“当

年有好几个大车间，
我 小 时 候 还 经

常 去 厂 房

遗址里玩。”1958年，西樵中学曾
以简村陈氏大宗祠为校址，当时
继昌隆缫丝厂的旧址仍在，后来
学校组织师生清除碎砖烂瓦，把
一部分辟成了运动场；六十年代
初期，当地政府开凿河道，缫丝厂
有 1/4 的遗址变成了河涌；改革
开放后，民营企业迅猛发展，余下
的遗址也湮没了。

但陈启沅的影响并未消散。
作为全国纺织工业的起源地，纺
织业一直是简村所在的西樵镇的

传统支柱性产业之
一。目前，南

海西

樵轻纺城已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
纺织专业市场。为了纪念陈启
沅，西樵轻纺城广场前正对的大
马路被命名为“启沅路”。

1966 年在西樵建立的南海
丝厂，如今是珠三角地区仅剩的
传统缫丝工厂，堪称当地蚕桑丝
织产业发展的活化石。如今，它
已成为省、市两级科普教育基地，
既保存了陈启沅当年所引进的机
器缫丝工艺，也留存了传统的手
工缫丝技术，成为缫丝工艺佛山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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