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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均衡、更开放，中国外贸“开门红”不简单
中国官方周二（13日）发

布一季度外贸进出口数据，
显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同
比增长 29.2%，其中出口增
长 38.7%，进口增长 19.3%。
可见，中国一季度外贸运行
延续了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恢
复性增长势头，实现了 2021
年“开门红”。

当前，中国外贸之所以
“量稳质升”，原因并不难理
解。

从 出 口 来 看 ，随 着 新
冠肺炎疫苗接种面逐步扩
大，全球经济复苏出现了
良好势头。世界贸易组织
近日将全球货物贸易量的
增 速 预 期 从 7.2% 上 调 为

8%。外部需求的改善，有
力 带 动 中 国 出 口 快 速 增
长。

从 进 口 来 看 ，中 国 工
业生产、投资、消费继续恢
复，带动进口复苏。中国
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制
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已连续
13 个月位于荣枯线以上。
制造业景气进一步回升，
带动了集成电路、能源资
源 等 产 品 进 口 的 较 快 增
长。此外，在美国等主要
经济体货币宽松政策的影
响下，包括铁矿砂、铜矿砂
和大豆在内的全球大宗商
品价格持续上涨，也助推
了进口的增长。

更重要的是，中国有效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为外贸持续稳定运行提供了
有力支撑。在今年春节假
期，多数制造业从业人员选
择“就地过年”，广东、浙江等
外贸大省等不少企业生产

“不停机”，一定程度上提振
了国内工业生产，缩短了外
贸订单的交付周期。

尽管去年同期较低的基
数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
外贸的同比数据，但仔细观
察就会发现，中国外贸这个

“开门红”不简单。
首先，中国的贸易区域

分布正变得更加均衡。过去
几十年，中国的外贸强省大
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区
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
出。而从今年一季度的数据
看，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当

季，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
增长 45.1%，比外贸整体增
速高出 15.9 个百分点，占全
国进出口比重达到 17.8%。
这表明，中国外贸区域布局
得到进一步优化，将帮助整
体经济更加均衡地实现高质
量发展。

同时，从这份外贸成绩
单里，外界还看到了中国持
续推进更高水平开放带来的
利好。一季度，中国综合保
税区进出口增长 41.1%，自
由贸易试验区进出口增长
28.4%，海南自由贸易港免税
品进口增长 162.5%。显然，
更高水平的开放带来了更高
质量的外贸增长。

近年来，中国加快打造
一批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其带动作用正在逐步显现。
今天（13 日）恰逢海南自贸
港建设三周年。三年来，海
南建立了以“零关税”为基本
特征的货物贸易制度，出台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放
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极大
提升了投资贸易的便利性。
新增市场主体 76.3 万户，超
过过去30年的总和；实际利
用外资连续三年翻番，累计
达 52.7 亿美元，超过过去 30
年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一半
……这些数据不仅见证了三
年来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成
就，更凸显了中国用改革开
放促发展的坚定决心。

开放不仅有利于中国，
也有利于世界。从中国外贸
进出口的亮眼表现中，就能

清晰看到合作共赢的力量。
一季度，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2.5万亿
元，增长 21.4%；中国和其余
14 个《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贸易伙伴进出口
2.67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2.9%，占到了中国外贸进出
口总值的 31.5%。这充分表
明，开放合作仍然是全球经
济发展的主旋律。

由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
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形
势依然复杂严峻，外贸发展
也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
素。对于中国来讲，关键是
做好自己的事情，按照既定
节奏推进改革开放，创造更
多有利条件保持外贸持续向
好，助力全球经济稳步复苏。

教育树人是国家重任
■ 本报记者：余凡

■ 廖省：苏歌

关 于 教 育 ，至 圣 先 师
孔 子 的“ 有 教 无 类 ”、“ 因
材施教”等理念，早已深植
于中华文化圈的几个亚洲
国家。尤其是中国近代的
教育路线多以“躬耕教育，
笃志树人”为宗旨，譬如北
京首都师范大学的校训：

“ 为 学 为 师 ，求 实 求 新 ”，
简单剖析了教育的重点。

本国现任文化及教育
部长拿丁（Nadiem Makarim）
就职以来，因没有政党、社
团的背景，被教育部体系
内盘根错节的旧势力所排
挤，政令难行、改革无期，
曾被议论将被总统撤换。
但他后期在应对地方政府
及国立学校内的“不宽容
政策”所表现的勇气和策
略；对疫情中的教学路线
和关注，对刻板旧课纲的
改良建议，得到了政府及

爱国教育人士的支持。
《罗 盘 网》12 日 报 道 ，

评 论 认 为 ，科 技 研 究 部
（Kemenristek）将 被 合 并 归
纳 入 文 化 教 育 部（Kemen-
dikbud），证 明 佐 科 总 统 对
拿丁（Nadiem Makarim）工作
方针的肯定和信赖，考虑
到部长具备管理研究顾问
以及科技企业创办人的成
功背景, 他提出的“学习自
由 ”（Merdeka Belajar）计 划
被政府冀望能让本国在教
育、文化及科研方面取得
改变、更新和发展。

教育界观察者依娜林
（Ina Liem）表示，未来经济的
趋势必须以创新理念为根
基，以至教育路线也必须向
那个方向倾斜。何况，国内
多数大学早已注重研究方面
的教学，有了很好的基础。

“这已是正确的方向，合并教
育机构，意味着进入高校前，
学生开始接触研究及创新的

培育。”她承认，“学习自由”
（Merdeka Belajar）将 是 培 养
学生自幼稚园、初小到大专
设置的教育新方案，提升教
学水准的转型概念，栽培栋
梁，追赶世界发达国家。

对于高校及中学学子而
言，“学习自由”计划将推动
他们更有创造力（kreatif）、
具备特点、见识广泛、有坚定
的民族主义精神, 以及善于
实践、利用所学到的新知
识。依娜认为，目前本国学
生的性格可分为两大类，即
起草者（konseptor）及实行者
（pekerja）。如今的教育界应
该注重将这两种类型进行调
和搭配，借鉴世界名牌大学
的研究以及应用程序。

但愿“学习自由”以及
“独立校园”（Kampus Merde-
ka）计划能推动教育机构根
据自身优势自主决定发展的
方向。部长在“学习自由”的
各种阶段，也客观地侧重于

提升效率以及删减庞杂而不
需要的官僚体系，以便院校
负责人能专注于提高教学素
质及教师福利。

多年以来，文化教育部
其实也协同调度三个教育机
构。很多专家也许忽略了，
自从拿丁部长掌舵教育部之
后，以往曾经分开的三个部
门的相关职责，已开始归纳
在他的管理范围内。该三个
机构分别为：国家教育部、文
化部以及高等教育部。部长
叶能及时地面对新冠肺炎
（Covid-19）大流行带来的困
境。评论认为，文化教育部
仍然是巩固有力、积极进步、
主动争取及协调统筹的部
门。部长实施几项将三大教
育机构汇流成一的有效步
骤，为广大民众开启了方便
之门，也取得了诸多实效。

依 娜 表 示 ，有 80% 至
90%的研发工作由大专院校
执行，机构合并减少了管理

重叠的系统，形成简捷灵活
的“一条线”（Satu atap）行政
决议。“我看到了官僚体系的
简化，便捷的‘一条线’消除
了繁杂的手续及程序。多年
来，院校进行的研究，而部里
的高校教育厅（Dirjen Dikti）
及其他机构可能也进行相同
的研究。”她认为，“自由学
习”计划是为了推动创新能
力，并不局限于研究，职场动
态也成为重点，应用型学者
必须被大力推行；简而言之，
不单只是盲目研究，必须前
瞻性地选择适当的应用领
域。

依娜说“这对那些本想
创新的诸多教育机构，无疑
是个展现自我的绝好时机，
以往必须面对官僚、呆板
（nomenklatur）的困境被扫清
了。”专家估计，拿丁统领文
化教育及科技设计部（Ke-
mendikbudristek）将能胜任并
克服挑战。他会以之前科技

研究部高校（Dikti）以及教育
部高校厅（Ditjen Pendidikan
Tinggi）的工作方案进行规
划、管理。“作为领导者，部长
无需东奔西跑，其部属的诸
多厅级（Dirjen）可以负责办
理。这些年来，高校的教学
活动中就已包含了研究。”对
拿丁部长的新教育方案给予
了支持与厚望。

4月 13日是伊斯兰教斋
戒月首日，民办三语学校大
多只放一天假，趁允许课堂
教学的珍贵机会让学生多听
些课，赶点进度；但国立学校
大多放一周假。这两天的清
晨约五时许，屋前双向大道
上车声轰鸣，不少中学生大
飚电单车，路旁是女中学生、
小学生列队围观，到六点多
天大亮时才散去。有某校长
叹曰：“这些学生浪费了宝贵
的时间！”

古谚道：“养不教，父之
过。教不严，师之惰。”树立
学生的正确观念、培育上进
的国家栋梁，仅靠“文化教育
及科技设计部”的努力还远
远不够，国家的责任还是深
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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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整理旧物
时发现一张手写的纸条，是
10年前到新加坡探望久违的
表伯父时的心情日记，那一
次的会面，他已不能起床，排
尿必须安装导尿管，不能说
话，也不太会认人了，我们都
为他的“老病交迫”难过得掉
下了眼泪。那天与他是最后
一次见面，翌年岁末他就不
幸病逝了。

我不由想起往事，随即
提笔写了一篇《探亲偶感》，
十分巧合，在他的忌日12月
14 日那天有幸获得《国际日
报》给予刊登，让我感激不
尽。把文稿发给狮城的亲友
们一同缅怀他。

据表伯父生前忆述，如
果不错的话，我父亲应该是

来自马来西亚
柔佛新山一家
姓“陈”的潮州
人 的 儿 子 ，当
年他们越过新
柔海峡来到狮城谋生，可能
是孩子多，生计艰辛，不堪重
负，逼不得已忍痛割爱，把他
们5岁的儿子送给我的祖父
母，带往印尼廖省的一个小
县城抚养。

我经常到狮城旅游，其
实也暗藏寻根的念头，很想
知道自己究竟是来自何方？

去年年初重游狮城，特
意到驳船码头去凭吊一番，
望着那缓缓流淌的河水，遥
想百年前可能我的祖辈们曾
经在这里抬扛货物养家糊
口，这也许就是我父亲幼年
生长的地方。

回国前夕，经过牛车水

表伯父的故居，从街旁仰望
当年曾经住宿过的三楼窗
口，四周景色依稀，但表伯母
和蔼可亲的容颜已成追忆，
表伯父开朗豪爽的笑声已不
复再闻，回眸往事，故人已
逝，徒留无尽的怀念和追思
在心间。

去年 11 月上旬，在新加
坡联合早报·四方八面专栏
拜读了《以记忆为起点》的华
章，文中提及的《独臂刀》使
我想起当年华校被封闭后，
父亲携带我到狮城表伯父
家，打算在那儿读书的一段
往事。有感而写了一篇回忆
性散文《狮城忆旧》，内含我

寻亲的讯息，窃思在新加坡
报刊发表的话，有机会面向
更广泛的读者，大着胆子投
稿，希望天可怜见给我还健
在的亲人看到。

还没了解投稿详情就仓
促发去联合早报了，后来请
教邻国挚友，他发来《投稿须
知》，才得知文稿字数要求
800字左右，于是我把文稿修
改精简，大约一周后重发。

等到今年年初，还是未
见踪影，请教棉兰林来荣文
友，他认为可能遗失了，于是
又再补发一次。

天天地等、夜夜地盼，已
是将近四个月的投稿期限，

没 见 刊 登 ，相
信是退稿了。

3 月 5 日，
冒昧发了一封
电邮给早报四

方八面专栏作家何盈先生，
作了自我简介并附上拙文，
恳请他赐教，以求稍得寸进。

3月 8日清晨醒来，听到
手机发出简讯传入的轻响，
随手拿起打开一看，是旅新
文友黄月嫦发来拙文见报的
消息；随即浏览邮件，读到何
盈先生的回信，他恭喜我的
文稿见报，并鼓励继续努
力。太惊喜了！

疫情期间甚少出门，为买
份早报留作纪念，专程开车到
城区唐人街班芝兰的《联通书
局》，不料店里的姐姐说，自从
去年九月起就停止供应了，若
有需要，可直接向新加坡邮

购。
回到家不久，突然接到

表伯母来电，她说，今天像往
常一样阅报，读到副刊一篇
文章的故事好像是讲述我们
家的，不会是印尼的侄儿写
的吧？忍不住打个电话来确
认一下。我十分兴奋地禀告
她，正是拙文。

旅居新加坡老同事其夫
君也发来简讯告知，想起报
纸，赶紧拜托他买下今日的
联合早报。拙文能在狮城早
报发表，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笔者自两年前开始学习写
作至今最大的突破！由衷地
感谢联合早报编委的青睐，
破格给予刊登。

希冀茫茫人海、不知何
在、素未谋面的亲人能与我
联系，天意谁知？静候奇迹
……

中华第一名将吴起
■ 三宝垄:何伟兰

吴起，中华第一名将，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一生
无败绩的名将，他不仅是
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军事
理论家，还是一位杰出的
政治改革家，这位 2400 多
年前的战国牛人一生历仕
鲁、魏、楚三国，他的成就
和挫折有哪些呢？

编撰《吴子兵法》。世
人 把 吴 起 和 孙 武 并 称 为

“孙吴”，把《吴子兵法》与
《孙子兵法》合称为《孙吴
兵法》，它们在中国古代军
事 典 籍 中 都 占 有 重 要 地
位 。《吴 子 兵 法》主 张 ：内
修文德，外治武备；兵不在
多，以治为胜；料敌用兵，
因情击敌；用兵之害，犹豫
最 大 ；三 军 之 灾 ，生 于 狐
疑 ；击 强 、击 众 、谷 战 、水
战、围城等具体战法；最早

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
论述等精妙观点，至今备
受推崇。

创建“武卒制”。“武卒
制”的核心内容就是精兵
战略，以精锐士兵来代替
原来的雇佣兵及动员兵。
所有的士兵都必须接受严
格的军事考核，一旦通过
考核，作为专业士兵，可免
除全家徭役，出色者能被
提拔为中下级军官。将士
兵编入各种不同作用的战
术 分 队 ，如 近 战 队 、弓 箭
队、攀爬队等。把魏国的
军队打造成“进不可挡，退
不可追”的无敌劲旅。后
来，吴起在楚国也沿用这
一 制 度 ，使 楚 国 由 弱 转
强。吴起创建的这种军队
治理制度至今还在使用。

战功赫赫。吴起仕鲁
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他
受到了鲁国国君的猜忌来

到了魏国，得到了魏文侯
的赏识，担任大将军，魏军
作战勇猛，个个以一当十，
大败秦军于阴晋城外，取
得了辉煌的决定性战果，
史 称“ 阴 晋 之 战 ”。 此 战
后，吴起率军势如破竹地
进 入 关 中 平 原 ，横 扫 河
西。使秦军不敢东向，成
就了魏文侯的霸业。在楚
国，吴起向南平定了百越；
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
打退了韩、赵、魏三国的进
攻；向西又讨伐了秦国。

政治贤能。吴起变法
是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三次
改革之一。楚悼王封吴起
为令尹（即相国）。吴起全
心 全 意 地 为 楚 国 改 良 国
策：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
整顿吏治，禁止官吏结党
营私，奖励百官尽忠守职；
要求官吏公私分明，言行
端 正 ；裁 减 冗 官 ，选 贤 任

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迁贵族于
边境，以实广虚之地；注意耕战并
重，亦兵亦农，禁止丁民游手好
闲，不务耕作；缩减百官和封君子
孙的俸禄，以保证军队给养……
经过变法，楚国国力逐渐强盛。

惨 遭 算 计 。 宰 相 公 叔 痤 嫉
贤 妒 能 ，他 向 魏 武 侯 提 出 把 公
主 送 给 吴 起 ，如 果 吴 起 忠 于 魏
国 ，必 然 会 留 下 公 主 ，如 果 相
反，他就会推辞。然后，公叔痤
亲 自 把 吴 起 邀 请 到 府 上 ，故 意
让公主发怒而轻谩他。吴起看
见 公 主 那 样 轻 贱 ，就 辞 谢 了 魏
武 侯 送 公 主 。 魏 武 侯 起 了 疑
心 。 吴 起 担 心 得 罪 了 君 上 ，会
招来杀身之祸，只好离开魏国，
投奔到了楚国。

未得善终。公元前 381 年，
楚 悼 王 去 世 。 在 楚 国 ，既 得 利
益 受 损 的 贵 戚 大 臣 们 围 攻 吴
起，吴起逃到楚王停尸的地方，
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攻打吴起
的 那 帮 人 趁 机 用 箭 射 吴 起 ，同
时也射中了悼王的尸体。等把
悼王安葬停当后，楚肃王即位，
诛杀了射杀吴起和悼王尸体的
人，受株连被灭族的有七十余家。

战神吴起功高盖世，为
人 敬 仰 ，但 吴 起 也 被 很 多
人诟病，如少年杀人、为求
功 名 ，狠 心 杀 妻 ，为 奔 前

程 ，母 死 不 归 ，最 后
万 箭 穿 心 而 亡 。
哎！历史啊，几多感
慨，几多悲凉……

刊文寻亲记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