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人民政協的「「「「「「「「「「「「「「「「「「「「「「「「「「「「「「「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前世今生」」」」」」」」」」」」」」」」」」」」」」」」」」」」」」」

連載連載 3838

宿正伯
■■作者宿正伯作者宿正伯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專 刊A 46 ■責任編輯：王曉雪 ■版面設計：王曉雪、聶晨靜 2015年10月29日（星期四）

各民主黨派的土地改革立場

依托「陸路通道」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打造區域經濟合作新平台的戰略構想能否實現，中亞各國與中國

的互聯互通發揮着重要作用。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經濟技術合作促進會副理事長、華永集團董事長李

勇看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作為新疆「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區域內經濟發展與對外投資的重要力量，可

為擴大區域合作、特別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王辛鵬新疆五家渠報道

絲路經濟帶建設
兵團作用不可替代

建兵團專屬商行迫在眉睫

李
勇：

新疆參與和推動中亞多邊經濟合作具
有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而兵團在

新疆區域內的地緣、人文、資源等優勢明
顯，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既有機遇，
又面臨基礎設施再造、物流體系升級、資
源整合加速、產業聯動加強、人員往來增
多等一系列具體而複雜的事務性工作。
李勇認為，兵團應「以互利共贏為目

標，根據工作的緊迫性和複雜程度制訂出
合理的路線圖與時間表，以便納入國家
『一帶一路』的頂層設計，及時搞好項目
子產品的對接準備」。同時，「要根據工
作的輕重緩急優先做好硬件設施的規劃建
設，引進大量優秀人才，為軟件的升級改
造提供智力支持；並要做好統籌與協調工
作，使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落到實處」。

李勇告訴記者，發展對外貿易需要長距
離運輸，而在新疆和兵團，航空運輸只能
依靠地窩堡國際機場，鐵路運輸覆蓋面又
有限，因此，公路運輸在兵團對外貿易中
有着重要作用。然而經過實地考察，李勇
發現兵團現有道路大多規模小、等級低、
配套基礎設施不健全，無法滿足大宗貨物
長距離運輸的需求。此外，兵團的貨運場
站建設亦相對滯後。

藉「大通道」建設促「設施連通」
「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首要任務是從

開通跨境運輸做起。按照以鐵路為主、立
體聯通的原則，加快構建聯通內外、安全
通暢的綜合交通運輸網絡，實現西部通道
的互聯互通，形成集鐵路、公路、航空、
管道、電網、通訊光纜於一體的國際貿易
大通道；要切實推動西部各省的聯動效
應，在物流通道建設、物流信息聯通等方
面加強合作，形成輻射東部沿海，聯通中
亞、西亞、俄羅斯及歐洲其他地區的大物
流體系。」李勇說。
他表示，兵團應抓住國家在新疆建設大

通道的機遇，在通道沿線師、市佈局打造
區域性國際物流中心、國際商品貿易集散

地，使兵團轄區物流與國內、國際物流互
動發展。同時改變單純依靠以邊境貿易為
主的「口岸經濟」發展模式，發展以口岸
倉儲、邊民互市貿易、服務業和外向型農
業為重點的口岸經濟。
依托新疆與內地鐵路、公路、民航等綜

合交通運輸體系及烏魯木齊、喀什、霍爾
果斯等中心樞紐城市和邊境口岸，兵團應
重點建設商品中轉和集散中心。同時，應
加強特色農產品和產成品出口物流基地及
轉運加工進口資源性商品保稅倉儲基地建
設，加快推進物流園區建設，創造條件在
兵團城市和產業集聚園區設立綜合保稅區
和海關監管庫，構建農資供應及農產品購
銷、工業原料供應及產品銷售物流體系。
李勇並建議兵團在未來着力構建以喀什

為中心，以庫爾勒、阿拉爾、圖木舒克、
和田為節點，依托吐爾尕特、伊爾克什坦
等口岸，聯通中亞和印巴的南疆物流通
道；以烏魯木齊、石河子為中心，以五家
渠、奎屯、博樂、伊犁、哈密為節點，依
托阿拉山口、霍爾果斯等口岸，西接中亞
和俄羅斯，東聯內地、貫通東西的物流通
道和以北屯為中心，依托吉木乃口岸，聯
通中亞、俄羅斯、蒙古的北疆物流通道。

當今世界，金融合作在地區合作中顯得越
來越重要，這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設立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綢之路基
金」的關鍵意義所在。李勇直言，兵團作為
國家計劃單列的一個特殊而龐大的經濟組
織，竟然沒有一個全覆蓋的商業銀行提供金
融服務。
他告訴記者，兵團當着力完善和創新金融

服務，健全金融服務體系、擴大直接融資渠
道、做好貿易外匯服務、建立資本要素市
場、改善金融發展環境，為金融支持絲綢之
路經濟帶經濟發展打下良好的基礎。
在中央政府層面，考慮西部開發的特殊性

和重要性，可作為特例，仿照三峽工程建設
的方式，建立財政性的「西部開發專項建設
基金」，作為基礎設施建設的引導資金或銀
行貸款擔保基金。
李勇說，在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初期，需

政策金融介入來補充商業性金融的盲區。基
礎設施建設具有資金投入大、時間長的特

點，商業性金融機構很難滿足基礎設施建設
的剛性需求，國家可牽頭政策性銀行支持基
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在絲綢之路經濟帶
發展階段，鼓勵多種類型商業銀行參與，促
進多元化融資格局的形成，建立一個既和區
域經濟發展相適應、又有利於經濟帶發展的
多元化金融組織；而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成熟
階段，應鼓勵創新金融服務，為企業靈活運
用外匯資金提供充分的便利。

近年來，中國已成為中亞國家最重要的
貿易和投資夥伴之一。新疆既是中國與中
亞國家經貿活動的「集散地」，也是非常
重要的合作「主體」。兵團的作用與新疆
的地位相輔相成，處於更加「前沿」的位
置，對新疆乃至全國「向西開放」，參與

並推進中亞的區域合作，都扮演着特殊的
角色。
李勇說，60多年的屯墾戍邊，兵團一

直致力於現代農業建設的探索和實踐，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節水灌溉示範基地、
農業機械化推廣基地和現代農業示範基
地「三個基地」，農業發展具有明顯的
資源優勢、規模優勢、裝備優勢、科技
優勢、組織優勢。

政策應鼓勵兵團農業「走出去」
李勇認為，兵團應設立農業「走出去」

政策支持專項資金，以提高兵團企業實施
農業「走出去」項目的積極性。他並指
出，兵團農業「走出去」應以技術經濟服
務為主，提供整套農業生產技術服務、開
辦各種加工企業，建立適宜的商業模式，
就能夠實現高附加值高收益。
而兵團「走出去」應打「國家牌」。許

多發展中國家糧食短缺，兵團可以發揮黨
政軍企一體優勢，爭取中國政府支持，代
表中國政府去幫助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
解決糧食自給問題，為一個國家制訂「糧
食自給發展戰略」，從國家層面落實兩國
政府的政策扶持，通過建立適宜的農業服
務模式來保證目標實現。

建設「軟環境」促民心相通
文化和旅遊是增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

各國交流互信、「民心相通」的重要「軟
環境」，可作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先
導產業來發展。新疆是多元文明交匯之
地，兵團更有着兼容並蓄的文化優勢。
「兵團的文化教育事業在新疆處於領先地
位，所屬高校、醫院和文化藝術團體都是
一流的，而新疆和中亞有很多跨境民族，
兵團的文化屬性有助於切實促進民心相
通。」李勇說。

「走出去」應打「國家牌」

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中國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和中國
農工民主黨的領導人李濟深、張瀾、黃炎培、馬敘
倫、章伯鈞分別作了大會發言，代表各自黨派表示擁
護《土地改革法（草案）》和同意劉少奇的報告。
李濟深強調：「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存在，障

礙了人民的中國走上工業化現代化的前程，我們中央
人民政府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每一個參加單位，都
以最大的決心，來完成土地改革這一歷史任務。」
張瀾指出，土地改革是「中國人民徹底的革命」，

號召「全體盟員和全國人民來擁護這個新的法案，使
它能夠圓滿完成中國土地革命的任務。」
黃炎培認為：「今後的土改工作，可以做得比過去

更加好，而且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
馬敘倫代表中國民主促進會全體會員鄭重宣佈：

「為保證這些報告所提出的歷史任務的全部徹底實現
而奮鬥。」
章伯鈞表示：「我們中國農工民主黨，在二十二年

前，創黨的時候，雖然提出耕地農有的土改政
策，……因為沒有採取依靠貧僱農的路線，不是站在
以工人階級為主導的立場，所以只提出發行土地債
券，收買地主土地的辦法，結果，對於中國農民的解

放運動沒有實際的貢獻。這不是偶然的。」「我代表
中國農工民主黨對於中國共產黨所提出的土地改革法
草案和劉少奇副主席在大會上所作的關於土地改革等
問題的報告，表示徹底的擁護和無條件接受。」
一些出身富農和地主階級的委員在會議上也表明

了自己的立場。
愛國起義將領劉文輝是四川大邑赫赫有名的劉氏家

族的一員，曾任國民政府西康省政府主席、川康綏靖
公署副主任等職，在通電起義、配合解放軍解放成都
等戰事中立下卓越功勳。新中國成立後任西南軍政委
員會副主席，亦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他在政協一
屆二次會議上發言道：「我就是一個大地主，拿四川
話來說就是『大紳糧』。我將無條件、無保留地獻出
我所有的一切土地，分給農民。……今天是川康所有
『大紳糧』應該覺悟的時候了！」劉文輝行六，其五
哥即是大名鼎鼎的惡霸地主劉文彩。兄弟倆在四川都
是響噹噹的人物，但視野、志向的高低不同，決定了
不同的人生取向。劉文輝後來歷任國防委員會委員、
林業部部長等要職，是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二、三、四
屆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四屆全國
人大常委。
國民黨時期滇軍高級將領、抗日戰爭中戰功卓

著、解放戰爭時期率部起義使雲南得到和平解放的
盧漢委員，在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中指出，土改「關
係今後建國的根本」，「自己原是一個地主，回到
家鄉，一定要多方解說、勸導，為實現土改而鬥
爭。自己首先放棄過去地主享有的非法權益。」
曾任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川康綏靖公署主任的

愛國起義將領鄧錫侯說：「這樣一個土地制度的改
革，在我個人，我可以坦白地說，是和我本階級的
階級利益相衝突的」，「我願誠摯地擁護這樣的一
個土地改革，我要堅決地放棄本階級地利益，來服
從全國人民的利益」，「我抱定決心，不僅做到軍
事上的『起義』，而且要做到階級上的『起
義』。」
毛澤東在致閉幕詞時，號召大家過好土改這一
關，組成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他說：「戰
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中國一
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戰爭一關，
已經基本上過去了，這一關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
全國人民是滿意的。現在是
要過土改這一關，我希望我
們大家都和戰爭關一樣也過
得很好。」

■李勇在綠洲產業發展論壇上作主旨演講。 記者王辛鵬攝

■全國政協委員李勇。 本報五家渠傳真

■李勇（左五）一行在兵團三師草湖工業園考
察。 本報五家渠傳真

■李勇（右）與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司馬義·鐵力瓦爾地合影。 本報五家渠傳真 ■李勇（中）在伊爾克什坦口岸。本報五家渠傳真

■李勇在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座談中發言。
本報五家渠傳真

■1950年6月，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期間的一次宴會
上，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為黃炎培祝酒。 資料圖片

■民盟中央常委胡愈之（二排右六）任中央土改工作團副團長，
率第一團赴川參加土改工作。圖為1951年9月，在四川南充與中
共川北區黨委第一書記、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二排右五）等合
影。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