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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15日致信祝贺西藏民族
大学建校60周年，向全校广大师生
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西藏民
族大学建校以来，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
树人，为党和人民、为西藏各项事
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
业技术人才。西藏民族大学60年来
取得的成绩，是在党的领导下西藏
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西藏各族人民
生活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

习近平强调，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希望你们全面贯彻落实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培育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
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
维护民族团结，全面推进学校各项
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
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西藏民族大学坐落在陕西咸
阳，前身为 1957 年中央指示创办、
1958年开学的“西藏公学”，是西藏
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在祖国内地为西
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

习近平致信祝贺
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

■新华社记者 王正忠 姜 刚
这是一群平凡农民书写的传奇，18

枚“红手印”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帷
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声春雷；这
是一个普通村庄创造的奇迹，从40年前
的“要饭村”变为今天的美丽宜居村庄。

安徽小岗村，因改革而活，因改革
而兴。

40年来，改革大潮奔涌浩荡，小岗
人虽一度也有彷徨徘徊，却始终坚守改
革初心，奋楫争流，与时代同进步。

恰似一个缩影，又如一个隐喻，小
岗四十载的变迁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
的生动写照，小岗的前进之路也证明了
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发展无止境，改
革无穷期。

改革决定命运：从“一声
惊雷”到“多点开花”

金秋十月，地处皖东北的小岗村稻
菽飘香，喜迎丰收。村头改革大道两旁
的农业产业园正火热建设；村里友谊大
道两侧，农家乐、特产店林立，“大包
干”纪念馆、沈浩先进事迹陈列馆引来
南来北往的游客；一栋栋粉墙黛瓦的徽
派小楼错落有致，楼内自来水、天然
气、宽带等设施一应俱全。

“过去我们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
煤油灯，烧的是柴草，做梦也想不到能
过上现在的好日子！”站在自家的农家乐
外，看着熙来攘往的游客，75岁的“大
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感慨万千。

40年前，干活“大呼隆”，分配“大
锅饭”，让小岗村民缺乏生产积极性，

“上工像绵羊，休息似倒墙，一年累到
头，还是饿肚皮”。为了吃饱饭活下去，
1978年的冬天，严金昌等18户农民凭借
敢为人先的勇气秘密商议分田单干，按
下了“大包干”的红手印，也定格了中
国农村改革的起点。

包产到户明晰了农民的承包经营
权，释放了农村生产力。“大包干”第二
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相当于1955年
到1970年产量总和；人均收入是1978年
的18倍。

以此为起点，从安徽到全国，从农
村到城市，坚冰融化，大地回春，中国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

40年里，中国从经济总量居世界第
十一位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
开放深刻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而小
岗也从“要饭村”变为“富裕村”，从当
初一百多人的生产队发展为有4173名村
民的全国十大名村；村民人均纯收入也
从22元增长到去年的18106元。

“在小岗一路看到的农家屋舍变化
让我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
就。”不久前来到小岗参观的意大利共产
党国际部协调员弗朗切斯科·马林焦认
为，中国共产党的改革令人震撼，他用
自己的具体行动让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的
巨大改善。

巨变的背后，是毫不动摇坚持改革
开放、与时代共进步的发展轨迹。

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李锦柱的案头

摆放着一份“改革清单”，上面记录着小
岗这些年来实施的各项改革：税费改
革、土地确权、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
革、金融改革……

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岗人发现改革
不会一劳永逸，必须将“改革创新，敢
为人先”的小岗精神不断传承发扬下
去，面对新变化新问题，攻坚克难、闯
关破障。

面对土地流转不规范的问题，小岗
在安徽率先开展土地确权颁证试点，发
出了安徽省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证”；
为了让农民共享集体收益，小岗探索了
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让村民从

“户户包田”到村集体资产的“人人持
股”，并于今年2月发放首次分红。

和改革开放同龄的小岗村民殷玉荣
不久前也干了一件“敢为人先”的事
儿，她牵头组织所在村民组18户农民签
订了土地入股合作协议，探索“小田变
大田”的规模经营新模式，让农民手中
的土地资源变资产。

殷玉荣说，土地入股能破解粗放经
营、产销不对路等问题。她计划把规整
后的土地统一经营，水田探索稻虾共
生，旱地种植油菜，经营收益在提取少
量公积公益金外，全部按股进行分红。

常讲常新的改革蹚出了一条条发展
新路，带来了一波波改革红利。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岗村总产值增长超
过55％，达5.42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820万元，比2012年翻了一番。

“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
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
展。”安徽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说。

从“一声惊雷”到“多点开花”，这
不仅是小岗的改革轨迹，更是中国改革
不停步的“缩影”。

改革并非坦途：从“认识
起伏”到“人心思进”

当年小岗人的创举，使小岗蜚声天
下。纷至沓来的学习考察团，让小岗所
在的凤阳县不得不把学校腾出来接待住
宿，小岗人在光环之下也一度陷入了改
革的“快活三里”。

“大包干”解决了吃饭问题，无工
不富，要发展还得办企业。当年起草

“大包干”生死契的严宏昌对小岗错过乡
镇企业的发展浪潮耿耿于怀。在“大包
干”后，他自费考察江浙经验，动员村民
们办集体企业，但最终因意见不一无疾而
终。当上全国标杆的小岗人觉得，是农民
就该安心种地，“多打粮食才是硬道理”。

2003 年，“大包干”20 多年后，小
岗村陷入发展困境。全村人均收入仅
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
债 3 万元，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

委”班子，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
改革不会一劳永逸。在起起伏伏

中，小岗人逐渐形成共识：“社会不断发
展，小岗得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行呐。”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2004年，在以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

部沈浩为代表的党组织带头人带领下，
小岗村开始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沈浩书记来了后，做得最多的也
是最难的事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大
包干”带头人关友江说，那时小岗人

“等靠要”思想严重，明知光靠种地刨不
出金子，却不敢尝试其他产业。

51岁的村民王如霞就曾是沈浩当时
的“工作对象”，为了劝她种植葡萄增
收，沈浩主动上门动员，讲市场、说销
路，最终打消了她的顾虑，王如霞成了
第一批“敢吃螃蟹”的葡萄种植户。如
今，她的 4 亩多葡萄园备受游客青睐，
一年收入就有5万多元。

思想变，发展好。“过去我们认为，
土地是命根子，苦守着一亩三分地，老
是致不了富。”严金昌说，现在小岗人的
观念转变了，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
业才是对路，他家的35亩地全都流转了
出去，一家人专心经营农家乐，日子越
过越红火。

人心思进的软环境加上“大包干”
的名气，让小岗日益成为投资的沃土。

北京恩源科技有限公司落户小岗，
实行“互联网＋大包干”的农村电商经
营模式，打开小岗农产品的销路；福建
盼盼食品集团投资10.6亿元建设农副产
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底第一块小岗产
的面包将下线。

“过去小岗村老百姓牢骚多，这几
年基本没有了。”滁州市委书记张祥安
说，持续深化的改革解决了小岗人的发
展问题，让他们有了获得感、有了奔头，
人心思上、思富、思进的氛围起来了。

如今，小岗4000多村民中，自主创
业的农场主、种养大户、致富带头人等
已达 100 多人，从事二、三产业的超过
2000人。

唯改革才有出路：从改革
地标到精神高地

2018年金秋，中国农村改革40年暨
中国乡村振兴高层论坛在小岗开幕，与
会的专家济济一堂，畅谈乡村振兴，总
结改革得失。

就在几个月前，来自45个国家和地
区的 66 个政党领导人和代表在小岗就

“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国内
专家学者开展了对话讨论。

五湖四海的人们汇聚小岗，是来探
寻当年改革的初心，更是来汲取改革的
力量。

40 年来，小岗村受到过“发展太
慢”的指责，甚至还有种种曲解。敢闯
敢试的“大包干”精神是否过时？今天
的小岗又有着什么样的时代价值？

“小岗是改革的精神高地，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小岗‘大包干’精神仍然
不过时。”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奇
认为，小岗“大包干”成功的背后是小
岗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是
党和政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担
当的为民精神，这些构成了小岗精神的
重要内涵。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
水区、关键期，小岗精神仍熠熠生辉，
有着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到
小岗村考察时强调，今天在这里重温改
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
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课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已过千山万水，
但仍需跋山涉水。

不久前，小岗村党委换届，“大包
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之子严余山再次
当选新一届党委委员，负责产业发展和
招商引资等工作。他同时还有另一个身
份——小岗村新评选出的18位致富带头
人之一。

从当年18位“大包干”带头人到今
天小岗新 18 位致富带头人，两个“18”
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改革精神的传
承与接力。

“40年前，父辈是被饥饿倒逼着变
革，今天我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发展
空间，改革的步子迫切需要再快一点再
大一点。时间不等人啊！”严余山一口气
列了一串早已盘算好的计划：放大小岗
品牌优势、增加村民分红、制定乡村振
兴人才培养计划、打造智能农业……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于小岗是擦
亮改革名片之机，更是新一轮发展的冲
锋号。

今年 4 月，小岗村组织了“小岗要
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群策
群力制定了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产业兴农战略、完
成小岗5A景区创建等目标具体清晰，仅
2018年的具体任务就细化到60项。

“小岗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田野，
我们将做优一产，构筑现代农业发展平
台，做强二产，构筑农副产品加工平
台，做好三产，创建5A景区培育培训产
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打造全域性的
田园综合体。”李锦柱信心满满地描绘着
小岗的未来。

“通过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小
岗村与全省、全国同进步，老百姓的日
子越来越好，现在想想当初干对了。”严
金昌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断
深化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拥有更加美
好的生活。

严金昌的家里，当年讨饭的花鼓如
今成了吸引游客的物件，花鼓唱词也从

“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变
成了今天“凤阳再不是旧模样，致富的
道路宽又长”。 新华社合肥10月15日电

小 岗 与 时 代 同 行
——“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40年变迁的改革启示

■新华社记者 白 旭
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凯瑟琳·斯塔

伯菲尔德日前表示，澳大利亚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瑙鲁所设的两个难民收容所
内的难民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澳方必须
对此负责。联合国难民署还呼吁澳大利
亚立刻停止其离岸移民拘留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澳大利亚政府
宣称“非常严肃地”对待难民的健康和
福利问题，但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
内容，收容所条件以及难民状况堪忧。
而从澳方表态看，澳政府将继续坚持离
岸移民拘留政策，该政策引发的争议还
将长期持续。

难民境遇恶劣

目前澳大利亚对乘船前来寻求避难
的人执行的政策是，先将其转移到设在
他国的收容所中，再慢慢对其进行“审
核”。这就是引发诸多争议的离岸移民拘
留政策。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的信息，
2014年以来已经有12人死于澳大利亚位
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的收容所中。

一名伊朗男子今年 6 月在瑙鲁的收
容所自杀。他曾于2014年给在瑙鲁的澳

大利亚合同医疗服务提供者写信，陈述
自己有自杀的想法并请求就医，其母也
屡次请求给予他医疗救助，但始终没有
得到关注。

数据显示，去年一年，仅在瑙鲁的
收容所内发生的自残和自杀行为就有78
起。不少有严重身体和精神方面问题的
难民未得到治疗。

墨尔本人权法律中心法律倡议负责
人丹尼尔·韦伯说，澳大利亚政府一直
拒绝把急需医疗服务的人接到澳大利
亚，除非“法律强制规定必须这样做”。

据报道，自2013年以来，澳大利亚
把用于照顾海外收容所内难民的预算减
少了大约一半，但这段时间里收容所内
的人数只减少了7％，而且医疗方面的需
求持续增长。

除了难民医疗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收容所内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据报
道，难民不得不饮用污水甚至会导致中
毒的井水，他们的食物配给也在减少，
以至于他们有时需要吃过期的食物。此
外，难民还会被迫睡在地板上，被警察
用金属棒粗暴对待。

难民在收容所里的恶劣生存状态受
到广泛关注。除联合国难民署外，许多
媒体、学者甚至普通澳大利亚人都对澳

政府的离岸移民拘留政策提出批评。

意欲阻止难民

澳大利亚的离岸移民拘留政策始于
2001 年。当年 8 月，澳政府拒绝让救起
了 433 名落水难民的挪威籍货船“坦
帕”号进入澳大利亚海域，此举导致了
当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前的政治纷争以
及澳大利亚和挪威之间的外交争端。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这些难民被送到了瑙
鲁进行“审核”。

这一做法于同年 9 月开始常规化。
澳政府规定，凡是乘船抵澳的难民都需
要把避难申请提交给政府部门审核，等
待审核期间须在瑙鲁收容所内居住。澳
大利亚后来又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谅
解备忘录，在该国马努斯岛上建立了另
一个收容所。

随着难民数量的减少，巴布亚新几
内亚和瑙鲁的收容所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8年一度关闭。但2009年以后，来自
阿富汗、伊拉克等地的难民又开始涌入
澳大利亚，因此澳政府重启了离岸移民
拘留政策。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2013年
以来，澳大利亚把大约3000名难民强制

转移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瑙鲁的收容
所。目前这两个收容所共有1420人。

尽管受到各方批评，澳政府似乎并
不打算改变离岸移民拘留政策。据报
道，新西兰曾提出帮助接纳一部分难
民，或者提供资金改善收容所内难民的
生存条件，但都被澳政府拒绝，理由是
那样做会削弱阻止难民船只来澳的“威
慑力”。

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澳内
政部长达顿此前曾警告称，“稍稍一点同
情的做法”就会使更多难民试图乘船来
到澳大利亚。

澳内政部还在一份声明中称他们对
待难民的健康和福利态度是“严肃认
真”的，并称为收容所内的难民提供了
足够的医疗服务。

分析人士认为，澳政府的上述态度
表明，为阻止难民大量涌入它将不会轻
易改变离岸移民拘留政策，由此引发的
争议还将长期持续。

新华社堪培拉10月15日电

对待难民不善 澳大利亚遭联合国批评

新华社西昌10月15日电 10月15日
12时2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 （及远征一号上面
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
39、40颗北斗导航卫星。

据介绍，这两颗卫星属于中圆地球
轨道卫星，是我国北斗三号系统第 15、

16颗组网卫星。
卫星经过 3 个多小时的飞行后顺

利进入预定轨道，后续将进行测试与
试验评估，并与此前发射的 14 颗北斗
三号导航卫星进行组网，适时提供服
务。

今年 7 月以来，北斗三号系统进入

高密度组网发射任务期，以每月一次发
射双星的速度加速实施组网，成功将 8
颗北斗三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根据计
划，后续还将发射两颗中圆地球轨道卫
星和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于今年年
底前建成基本系统，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提供服务。

这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
载火箭（及远征一号上面级），分别由中
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和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运载火箭技术研究
院抓总研制。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87 次
飞行。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

（上接1版） 确保在法律范围内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要大幅度精
简审批事项，降低准入门槛，降低
制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产力。要
坚持依法决策，确保决策科学、程
序正当、责任明确。

会议指出，要加快职能转变，
降低准入门槛，优化付款、退税、
资质办理等流程，降低制度性成
本，释放社会生产力。对需要公众
参与的事项，要依法有序公开。要
营造公平环境，推行竞争性采购，
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放，提高
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例。要
按照规则公平的要求，完善投资、
税收、评标等方面的政策，把权利
保护贯穿于军民融合发展立法、决
策、执法、司法各环节，有效维护
各类主体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战略性重大工程是推
动科技创新的有效途径。要着力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立足最复杂、最困难
的情况，以工程建设为牵引，集中优
势力量协同攻关，早日取得突破。要
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规模化应用，更

多立足国产产品开展研制，在使用中
不断迭代优化，进而带动国家整体创
新实力提升。要提高工程建设效益，
统筹配置资源，努力实现整体性能最
优、综合效益最大。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
势，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重大
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
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形成整体
合力。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发
扬钉钉子精神，实干苦干，不断取
得军民融合发展新成效。要加快工
作机构建设，尽快实现机构到位、
职能到位、人员到位，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要敢于啃硬骨头，积极开
展创新实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
抓军民融合发展任务落实作为重大
政治责任，自觉在大局下把方向、
定政策、抓落实，勇于革故鼎新，
坚持埋头苦干，不断开创军民融合
深度发展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据新华社德黑兰10月 14日电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4日报道，伊朗
总统鲁哈尼表示，若基于国家利益
和安全需要，伊朗可以随时选择退
出伊核协议。

鲁哈尼当天在德黑兰大学发表
演讲时说，美国现政府正试图颠覆
伊朗现政权。“40年来，还从未有过
任何一支执政团队像美国现政府一

般如此敌视伊朗。”
他说，美国已对伊朗发动了心

理战，接下来还会策动经济战，以
最终实现政权颠覆。

鲁哈尼强调，只要伊朗团结一
致，一定有能力一如既往地挫败美
国的各种阴谋。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宣布退出伊核
协议，并于8月重启了部分制裁措施。

鲁哈尼说伊朗可随时
选择退出伊核协议

新华社耶路撒冷10月 14日电
（记者 陈文仙）以色列内阁14日批
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新建一
个犹太人定居点，并为之拨款 2200
万新谢克尔（约合610万美元）。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近16
年来以色列首次在希伯伦建设新的
犹太人定居点。这一犹太人定居点
将建在以色列以前的一个军事基地
所在地，并毗邻希伯伦的主干道。
待政府预算到位，该定居点就将开
工建设。该定居点将建成 31 套房
屋，以及包括幼儿园在内的一些公
共设施。

以色列国防部长利伯曼在社交媒
体上发文说，这是以色列加强约旦河
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又一个“重要里
程碑”。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政党“联
合名单”党领导人艾曼·奥达则发文

批评了内阁的这一决定，认为右翼政
府在“继续激怒该地区”。

根据巴以双方1997年签署的希
伯伦问题协议，希伯伦市80％的地
区由巴方控制，另外20％的地区由
以方控制。目前，约有22万巴勒斯
坦人和约1000犹太人定居者居住在
希伯伦。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阻碍巴以
和谈的一大障碍。以色列在1967年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
和约旦河西岸，随后开始在这些地
区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巴以双方于
2013 年 7 月恢复中断 3 年的和平谈
判，但因双方围绕犹太人定居点建
设等问题分歧严重，和谈于2014年
4月中断。巴方坚持，除非以方完全
停止犹太人定居点建设，否则拒绝
恢复和谈。

以色列批准在希伯伦
新建犹太人定居点

据央视网消息 15 日，按照相
关各方达成的协议，叙利亚南部的
两个一度被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口岸
都重新开放。

当天开放的两个口岸分别是叙
利亚与约旦边境的纳西卜－贾比尔
口岸，和戈兰高地以叙脱离接触地
区的库奈特拉关口。这两个口岸此
前被反对派占据，今年7月，叙利亚
政府军收复了这些地区。分析人士
表示，这两个口岸的重开标志着叙
利亚南部正恢复正常。

15 日，叙利亚外长穆阿利姆
在 会 见 到 访 的 伊 拉 克 外 长 时 表

示，叙伊边境的阿布卡迈勒口岸
也将很快开放。穆阿利姆还就伊
德 利 卜 省 非 军 事 区 的 运 行 表 态
说，如果在伊德利卜的“支持阵
线”等恐怖组织的武装不能遵守
俄土两国的协议，叙利亚政府不
会对此置之不理。

根据俄土两国9月达成的协议，
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非军事区定于10
月15日开始全面运行，所有激进反
政府武装人员都应在 15 日之前撤
离。不过据叙利亚媒体报道，目前
多支反政府武装都没有撤离相关区
域。

叙利亚南部两个口岸重新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