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临离高速姚家山大桥
半幅封闭半幅借道通行的公告

G59 呼北高速公路（山西境）临县至离石段 242km＋

671m---242km＋871m（姚家山大桥处），路基沉降变形应急

处治工程，定于 2018年 9月 14日至 10月 31日进行施工。为

保障途径车辆安全，施工期间对该路段采取半幅封闭半幅借

道通行的交通管控措施。现通告如下：

一、施工期间，封闭呼北高速 K241＋571--K244＋371
（临县至离石）路段。

二、由临县驶往离石方向车辆提前变道，借用离石往临

县方向车道通行。

途径车辆，请按照交通指示标志安全通过。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吕梁北高速公路分公司

2018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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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
沙 9 月 10 日电
（记者柳王敏）

水河畔，莲花

飘 香 。 湖 南 省

永 州 市 道 县 梅

花 镇 贵 头 村 的

英 雄 烈 士 何 宝

珍故里，前来参

观、学习的人们

络 绎 不 绝 。 何

宝珍故居、纪念

馆 和 铜 像 广 场

已修缮一新，一

代 革 命 英 烈 的

英勇事迹，远播

四方。

何宝珍，又名保贞、葆珍，1902年 4月出生

于湖南省道县。1914 年入县女子小学读书。

1918年考取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

在学校里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 9月因领导学潮被校方

开除。经过学校党组织的联系，很快来到长沙

中共湘区委员会。同年 10月被分配去安源工

作，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任教员兼

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1923 年春转入中国

共产党，4月与刘少奇结成革命伴侣。

1925年春，何宝珍随刘少奇起程奔赴广州，

开始新的斗争。从此，随刘少奇为革命多方奔

走，四海为家，先后在上海、广州参加中华全国总

工会的工作。1926年 10月与刘少奇来到武汉，

曾任汉口市妇女协会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

又随刘少奇辗转于华北、东北、上海等地，参加当

地党的、工会的、妇女群众的许多工作。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

后，何宝珍带着小儿子留在上海坚持地下斗

争。此前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她将一儿一

女两个孩子先后送他人代养。何宝珍任全国

互济总会的领导职务兼营救部部长，化名王芬

芳，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四处奔波，争取社会力

量，千方百计地营救被捕同志。她的营救活动

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33年 3月被国民党宪

兵逮捕，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何宝珍机智地向敌人隐瞒了自己

的真实身份，与狱中的共产党员一道组织难友

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她还常常利用

难得的放风等机会，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励

难友，感染同伴。由于叛徒告密，她的身份终

于暴露。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何宝珍始终坚贞不屈，坚守

党的机密，1934年秋，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仅 32岁。

何宝珍英勇牺牲后，当刘少奇得到消息时，沉痛地称赞

她“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

1950 年，刘少奇到南京雨花台缅怀烈士，在烈士纪念碑

前深情地说：“几十年来，无数的革命先烈被处死在这里，何

宝珍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位。”

何宝珍的革命情怀和英雄斗志激励着家乡人民。2015
年以来，中共道县县委、道县县政府募集资金对何宝珍故居

进行修缮，并广泛征集革命文物，对故居文物进行复原陈列

布展。2017年 4月，何宝珍故居正式对外开放，现被列为永州

市文物保护单位、永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湖南省全民国

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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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何宝珍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今天是您的节日，老师。

在这一天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

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

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

代重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个

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

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一方书桌，三尺讲台，一生光阴，四季流

转。我们感念师恩，您伴我们走过迷茫，帮

我们插上翅膀；您一笔笔描画出祖国的希

望，勾勒成民族的未来。

谢谢您，我的老师。但您值得拥有的，

远不仅仅是感谢而已。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

法度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身体力行诠释尊师

重教的国家战略，从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到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份以党中央名义出

台的教师队伍建设文件，教师待遇得以改

善，教师积极性有所提升。

但“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仍然是一

些人的观点。在为教师送上赞颂的同时，更

应该在物质待遇上、职业发展上提供足够激

励。改善教师待遇，关心教师健康，维护教

师权益，使教育工作者不会为生活问题困

扰，让教师成为人人羡慕的职业，这是对延

续数千年传统文化的坚守，更是对教育这项

人类事业承继工作的尊重和认同。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寸丹心，

一生秉烛铸民魂。我们要向您致谢，我的老

师，更要用每一颗真挚感恩的心，让尊师重

教蔚然成风。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从南太湖岸边一条 0.58 平方公里的扁

担街，到如今城市框架达 25 平方公里的“中

国童装名镇”，从原先杭嘉湖平原出了名的

“穷乡僻壤”，到如今平均人口密度达浙江省

30多倍的“童装世界”，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

凭借敢为人先的勇气与创新破难的担当，用

脚步丈量民情，用改革呼应民心，从改革开

放的“轻骑兵”，变成城乡经济发展和小城镇

建设的“模范生”。

户户皆绣机，遍闻机杼声。织里人未曾

辜负地名中这个“织”字，“无中生有”织就一

身占据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的童装，而 40年来

伴着太湖水激荡的每一次机杼声则都蕴含

着惊天巨变的宏伟原力。

一根扁担闯天下
无中生有创浙北奇迹

夏末秋初，驱车来到太湖南岸的织里

镇，只见一条吴兴大道穿城而过，大大小小

的招牌离不开“布业”“纺织”“辅料”这几个

关键词，时刻提醒着到访者织里在中国童装

市场的江湖地位。

“织里是浙北地区民营经济最具活力、

市场化程度最为发达、经济增长最为快速、

人民生活最为富有的地区之一。”湖州市吴

兴区委书记吴智勇一口气说出好几个“最”，

自信中透着十足的底气。

然而在上世纪 70年代末，织里镇却是杭

嘉湖平原出了名的“穷乡僻壤”。在织里童

装商会会长杨建平记忆中，“当时镇里都是

泥路，没一条像样的水泥路”。

1978年，被称为“织里童装第一人”的吴

小章走出村庄，到上海、宜兴等地叫卖绣花枕

套、被套，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经商之路。“那时

候，都是偷偷干，全靠一股闯劲。”吴小章说。

市场逐步被打开，各地商贩都知道了浙

江北部有个叫“织里”的地方可以批发绣花

枕套和帐沿。1980年，在织里镇轧村大礼堂

门口的空地上，形成了一个自发的地摊集

市。1981年，织里镇虹桥两岸码头出现了一

个自由交易集市。1982年，轧村人又自发聚

集在织里老街的茧站前进行交易，并建起

“绣花服务部”。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织里镇基本上家

家户户踩洋机。”杨建平耳旁至今回荡着当

时满镇的洋机声。凭着“一根扁担两个包，

走南闯北到处跑”的扁担精神，一批敢于吃

螃蟹的人敏锐地进入到盈利更多的童装产

业，诞生了不少“万元户”。

1992 年 8 月，湖州市批准成立织里经济

开放区；1995 年，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等 11
个部委批准列为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

单位。走南闯北的织里人纷纷还乡创业，织

里镇摘掉“穷帽子”，摇身一变成为周边羡慕

的富裕村。

织里镇的童装现象引起著名社会学家、

人类学家费孝通的关注。1996年，在考察完

织里的童装产业后，费先生提笔写下“童装

世界”四个大字。

先行者遭遇发展之痛
再改革破解发展难题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织里镇不可避免地

率先遭遇了“成长的烦恼”。

进入本世纪初，织里镇人员结构、产业

矛盾、治理滞后等问题凸显。这个以童装生

产著称于世的小镇，在社会治理领域宛若

“大人穿童装”，发展过程中难免影响步伐。

织里中心镇区聚集了 45万人口，平均人口密

度是浙江省的 30多倍，而全镇编制内干部不

到 200人，社会治理力量捉襟见肘。

“当时书记、镇长的主要任务是处理问

题，是‘专家门诊’，有时一天要接待十几批

群众，主要涉及拆迁、企业纠纷等。”吴兴区

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宁云说。

经历过阵痛的织里人痛定思痛，刮骨疗

毒。“织里镇以人民为中心，推动改革创新，

祛除社会治理顽疾。”吴智勇说，“特别是近

几年来，全区聚焦织里治理工作，着力民生

福祉，探索用改革破解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为缓解“大人穿童装”矛盾，湖州市、吴

兴区两级党委、政府经深入调研后，决定在

织里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2014
年 1 月，织里镇创新建立 4 个二级街道、2 个

办事处，重点承担城市管理、新居民服务等

职能。”宁云说。

一子落而满盘活，改变在织里的每个角

落悄然发生。

东盛社区集聚了 2000 多户童装类经营

户，不大的面积里有 3.5 万人口。“以下水道

堵塞为例，以前社区人员看得见、管不到，要

上报镇里，往往处理不及时。”东盛社区管委

会党总支书记沈水娣说，如今社区巡逻发现

问题就及时处理了。

用脚步丈量民情
一场以民心为底色的改革

一个时代的改革画卷，底色是民心。

宁云说，织里镇要求党员干部用脚步丈

量民情，了解群众需求改进服务，民心是织

里镇改革再出发的起点。

“遍地是黄金，遍地是垃圾。”——这是

织里人曾经的自嘲。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小

镇每天产生 500 吨垃圾，由于日处理能力有

限而来不及清理，童装生产区的 35条背街小

巷是“重灾区”。“现在环卫工作采取属地管

理，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基本消除了卫生死

角。”织里镇党委委员舒忠明说。

织里镇原来仅有 1个派出所，湖州市公安

局党委及时对织里公安体制进行了改革，于

2012年 2月成立织里公安分局，行使县级公

安机关职权与相应警力配备，总警力从 300人

增加到近 800人，有效提升了社会管理能力。

湖州市公安局织里分局局长周兴强说，

织里公安坚持“防为主、防为上”的理念，自

觉把工作重点和基点放在有效防控和应对

各类风险上。

在织里镇开启的社会治理改革中，政府

并非“单打独斗”，而是积极鼓励社会团体

“共享共治”。由来自 9个省份的 24名“老板

娘”组成的“平安大姐”工作室是织里镇纠纷

调解领域的一张名片。2017年年底，织里一

家服装厂的刘姓负责人跑路，引发 31名员工

集体讨薪，是平安大姐的及时介入化解了矛

盾，确保工人们能够回家过个好年。

“这些年我在织里赚了钱，总想着为这

片土地做点贡献。”来自辽宁海城的工作室

发起人徐维丽说。

有融入也有溢出
“模范生”继续全科发展

织里镇改革发展闯关，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织里人探索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新路

子，也不会一蹴而就。这其中最关键的因

素，是人。

每年春节和六七月份是童装的生产淡

季，新织里人会选择回家探亲。“一对夫妻年

收入达到近 20 万元，三年一辆车不成问题，

但那么多车平时停放却成了难题。”织里镇

党委副书记汤雪东说。

“探亲车”的工作时间仅有两季，而根据

统计织里镇全镇共有 13 万辆车。织里镇想

出了暂时利用待开发用地开辟免费停车场

的主意，解除了新织里人的后顾之忧。

“以前这里电瓶车经常被偷。”来自河南

许昌的童装企业主胡艳杰说，“这几年社区

实行网格化管理后，我们感到很安心。我家

今年装修，没关门。”

除了平安报表，这名“模范生”的经济报

表也颇为亮眼。2012年以来，织里镇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约 10%，财政总收入年均增

长超 10%。2017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达 60718元和 36998元。

“近几年开发的商品房，购房者六成左

右是外来务工人员。”宁云说，如今织里干部

的心不慌了，有更多时间去谋划未来发展。

有融入，也有溢出。通过在织里的安庆

商会牵头，安徽安庆建起了童装产业园为织

里做配套，成为当地经济振兴的新阵地。“目

前入驻企业已达 400家。”湖州安庆商会会长

李结满说。

刚刚过去的 9 月 1 日，高标准打造的吴

兴实验小学迎来第一批 350 名学生。而在

2018年底，拥有 600张床位的吴兴区人民医

院也将在织里镇交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从远方来到织里，在这里开枝散叶，而这座

太湖南岸的小城也给出了包容与尊重。

新华社杭州9月10日电

从改革“轻骑兵”到发展“模范生”
——改革开放40年“织里样本”观察

□ 新华社记者 裘立华 马剑 吴帅帅

谢谢您，老师！
□ 新华社记者 胡浩

9月 10日，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举行主题为“倾听爱的声
音 共享爱的甜蜜”的教师节暨“爱生日”活动，全校师生相互拥抱，
互致爱意，庆祝节日。图①为广西南宁市滨湖路小学学生给老师
赠送心愿卡。图②为江苏省扬州市维扬实验小学北区校学生为老
师制作“笑脸”贺卡感谢恩师。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新华社合肥 9月 8日电（记者张紫
）9月 8日上午，第五届安徽文化惠民消

费季活动正式启动，该省共安排 918 万

元省级资金补贴百姓“五看”文化消费

活动 （看书、看报、看戏、看电视、看

文 化 旅 游 景 点）， 并 将 赴 贫 困 县 巡 演

1018场精彩剧目。

据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周明洁介

绍，消费者在该省书店、报刊、剧院、

电视收费、文化旅游景点的特约商户

（具体名单由活动组委会办公室向社会

公布） 购书、订报、看戏、缴纳电视

费、游览文旅景点时，按设定规则享受

不同的“立减折扣”优惠。消费者持 62
开头银联卡在全省特约商户进行文化消

费，即可享受惠民折扣直补优惠。除了

省级资金外，安徽鼓励各市安排资金，配

套直补消费季活动。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安徽还将在活动期

间举行“好戏大家看”系列展演活动，邀

请省内外 70余家演出单位参演。

安徽918万元“请”百姓“消费”文化

9 月 8 日，在曲靖
市沾益区花山街道施
家屯社区，村民在包装
出口外销的蔬菜。

近年来，云南省曲
靖市沾益区花山街道
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特
色蔬菜种植，带动当地
农民脱贫增收。

新华社记者
杨宗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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