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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第二十届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8日在福建省
厦门市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投洽会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20 多年来，中国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致力于打造双向投资促

进、权威信息发布和投资趋势研讨三大
平台，已发展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
投资盛会之一，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

越大，希望投洽会以双向投资促进为主
题，精耕细作，打造国际化、专业化、品
牌化的精品，办成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重要平台，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发挥积
极作用。

习近平向第二十届中国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致贺信

9月8日，第75集团军某旅为退

伍老兵举行欢送仪式，激励他们退伍

不褪色、续写新辉煌。

黄远利摄

在浙江湖州织里镇，人们遇到烦
心事，常会把两个词挂在嘴边：“百
坦”，意为不要急，慢慢来；“安耽”，意
为放宽心，别担心。
“按网上的流行说法，这两个流传

千年的词颇有些‘佛系’意味。”湖州市
吴兴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振强介绍，
身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淡定从
容是织里人的处世哲学。

但推崇“慢慢来”的织里人，却在
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勇立潮头、敢为人
先——2017 年，在这片 90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已有童装企业 1.3万余家，全镇
地区生产总值达 203亿元。织里，因此
被誉为“中国童装之都”“中国品牌羊
绒名镇”。

从太湖小渔村到民营经济重镇，40
年来，织里人在改革致富的道路上逐
渐形成了敢想敢为、创新创强、开放开
明的“织里精神”，实践着织里人独特
的“致富之理”。

敢想敢为

“每个织里人都想过得更好”

织里退伍老兵姚水法的家里珍藏

着一根扁担。
靠着这根扁担，姚水法挑出了全

家的富裕生活；靠着一条“扁担街”，织
里人创造了自己的致富奇迹。

1977 年退伍回乡的姚水法，见证
了 40年来织里的每一次腾飞，最让他
刻骨铭心的，还是挑着扁担“走出去”
的那次决定。

上世纪 70 年代末，织里镇还是太
湖边的一个小集镇。水网密布意味着
耕地短缺，人口膨胀导致农业劳动力
过剩，“吃饱饭都困难”的织里成了杭
嘉湖平原出名的穷乡僻壤。

穷则思变。织里人没有忘记故乡
名字的由来——自古，这里就因织造
业兴盛而得名。织里人更相信，贫穷
不是他们的标签，对富足生活的追求
几千年来深入骨髓。

退伍回村，姚水法就和许多村民
一样，开始利用纺织、刺绣、缝纫等传
统手艺，偷偷生产床罩、枕套，挑到自
发形成的“扁担街”上去卖。

改革开放的春风，融化了束缚手
脚的坚冰，确立了农民自主经营主体
地位，织里户户响起机杼声，人人有了
致富梦。
“那时出过远门的人不多，但决定出

去闯荡的人们义无反顾。”姚水法说，作为
一名老兵，他带着村民，挑着几百斤的枕

套，靠着一张地图，走到哪儿就卖到哪儿。
凭着“一根扁担两个包，一张地图

到处跑”的“扁担精神”，走出去的织里
人淘回第一桶金，许多人成为“万元
户”。那以后，织里人争先恐后走上这
条致富路。
“每个织里人都想过得更好。”面

对越来越薄的利润，织里人没有被枕
套“套住”。上世纪 80年代中期，他们
集体向利润更高的童装产业进军。
（下转第二版）

织 里 ：致 富 之 理
—解读改革致富的织里样本

■本报记者 欧阳浩 中国国防报记者 乔振友 通讯员 蒋立杰

本报讯 王鹏、记者武元晋报道：日
前，陆军政治工作部下发通知，成立人才
建设咨询委员会，在全军范围内特聘 6
名院士专家担任咨询顾问，在陆军范围
内聘请 85名专家学者、部队和机关业务
部门领导担任咨询委员。陆军政治工作
部干部局领导介绍，这是陆军党委学习
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着力
提升陆军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的又一重大举措。
“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

资源。”该局领导告诉记者，为深入学习
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陆军党委持
续加大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力度，
努力建设一支能够引领军事理论和技术
创新、推动武器装备发展和运用保障、支
撑新型作战力量建设的科技人才队伍。

记者了解到，紧贴转型建设需求，陆
军研究制订《陆军人才建设“十三五”规
划》，前瞻设计包括科技人才在内的多领
域、全方位人才建设路线图、施工图；统
筹推进科技创新人才优先扶持计划，遴

选确定首批 22个重点扶持创新团队和
197名科技英才培养对象；开展高层次学
术交流活动，探索通过搭建高端平台培
养高端人才的有效途径……一系列狠抓
培养提高、开发使用、引才借智、激励保
留的务实工作，使陆军科技人才队伍建
设呈现向上向好态势，为落实科技兴军
战略、推进陆军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据悉，陆军下步还将为重点扶持的
22个创新团队分别聘请 1至 2名院士专
家担任首席顾问；指导相关单位为陆军
入选第 5批军队创新人才工程对象聘请
带教导师，进一步提升陆军高层次科技
人才的学术水平，增强科技人才培养质
效。

陆军提升高层次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前瞻设计人才建设路线图

18 年，一个生命从小到大，变得青
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间概念；18年，也
是一名教员爱岗敬业，实现匠心育人、桃
李芬芳的生命长度。

入伍从教 18年，经他培养的 5000余
名学员像一枚枚“边关钢钉”，深扎在祖
国数万公里的边海防线上。

他叫司南，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
齐校区理论教研室的一名讲师。2018
年 6月 29日清晨，他用生命讲完最后一
课——因连续组织学生毕业论文答辩，
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突发，去世时年仅
41岁。

肿痛的身体、蹒跚的脚步、坚定的身
影……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如此拼命？从
他朝夕相处的家人以及熟悉的领导、同
事、学生的讲述中，从他的授课教案、读
书笔记和各项课题研究中，我们一步步
走进这位军校普通教员的精神世界。

“讲好一堂政治理论课就

能影响一批又一批学员，就等于

守住了课堂上的精神高地”

“我申请去南疆”“我申请到西
藏”……司南牺牲时，恰逢毕业季，他的
学生化悲痛为力量，争相申请去条件艰
苦的地方工作。

学员赵越毕业前一度感到迷茫。

课堂上，司南利用学院展开“梦想是什
么”主题演讲的时机，因势利导告诉他：
“梦想不是空想，得靠一步一个脚印奋
斗。对军人而言，梦想就是强军梦，就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课后，司南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
育感染他，“边疆虽苦，却是建功立业
的好地方，既然选择了这身军装，就不
要贪图安逸……”赵越渐渐解开了心
结，主动申请去了“生命禁区”阿里。
“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战

斗在边远艰苦一线，没有坚定信仰和崇
高精神是扎不住根的。”司南常说，作为
政治理论教员，讲好一堂政治理论课就
能影响一批又一批学员，就等于守住了
课堂上的精神高地。
“在他眼里，课比天大！”教研室主

任王晓华告诉记者，司南广泛学习各
类学科知识，每次遇到重大理论创新、
重大政策出台、重要会议召开，他都第
一时间充实备课，确保教案“冒着热
气”进课堂。

2011年，司南从高原代职回来被查
出患心肌肥大后，将住院治疗一拖再拖，
理由就是不能误了上课。2017 年 5月，
全身水肿的司南，被学校强制停课“逼”
进了医院。6月 12日，司南实施心脏瓣
膜置换手术。可术后不到 3个月，他就
坚持要重返讲台。
“怎么劝都不听，每次从家里 5楼下

到 1楼，要歇 3次。常人走七八分钟的路
程，他要走近 20分钟……”妻子周静薇
说着说着，两眼溢满泪水。

党的十九大召开后，司南病休未愈，
依然坚持通读报告原文，一连 6天把《毛
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概论》课程的教案逐章逐节逐个观点与
十九大精神相对照，第一时间拿出系统、
详细、具体的“三进入”方案……

“老师的第一职责是教学，

学好理论才能讲好理论，带着

感情才能赢得真情”

“不看教案、讲课不停、讲话不卡
壳！”听过司南讲课的人都有一个共同感
受，枯燥乏味的理论从他嘴里讲出来却
充满了吸引力和感染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司南始终严格

要求自己。2004 年，司南开始担负《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他发
现教材里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仅有
一章，对经济知识本就知之甚少的学员
很难懂。他找遍乌鲁木齐市 20多家书
店，通读全国高校 10多个版本教材，修
改教学方案，以便学员掌握政治经济学
基本理论。2007年，学校组织课堂教学
大比武，司南斩获第一名。
（下转第二版）

“在他眼里，课比天大！”
—追记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理论教研室讲师司南

■本报记者 钱晓虎 特约记者 吴科儒 吴国东

本报讯 董富治、记者成子龙报道：
近日，记者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获悉，由
该中心技术部自主研发的航天发射指挥
信息系统正式交付使用。该系统是我国
航天领域第一个软、硬件全国产化的工
程应用，实现了核心关键技术完全自主
可控。
“自主研发首个全国产自主可控软

硬件产品的关键应用系统并投入使用，

在我国航天领域极具开创性。”系统总负
责人、该技术部主任高家智介绍说，这一
成果由以国产芯片为基础构建的硬件设
备层、以国产固件和操作系统为支撑的
系统软件层、以国产数据库和中间件等
构成的业务支撑层及国产应用系统层搭
建而成，并实现完全自主可控，创造航天
领域多项国内第一。

针对过去航天发射指挥中遇到的现

实难题，该系统取得了 5项重大突破：一
体化指挥决策，智能化辅助决策，自动化
任务指挥，可视化信息显示，集成化运维
管理。

近年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
全面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组织模
式、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上大胆探索、持
续用力，多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并应用于航天发射任务。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研发航天发射指挥信息系统

核心技术实现完全自主可控

本报讯 王均波、张博涵报道：“战争年代，革命
先辈舍生忘死，用鲜血换来了和平；如今，我们更应该
牢记使命、刻苦训练，用生命捍卫和平。”前不久，郑州
联勤保障中心某保障大队组织“教育轻骑兵”赴野外
驻训点进行巡回授课，优秀“四会”政治教员宋皓慷慨
激昂的讲述，赢得官兵一致点赞。该大队政委谢凡介
绍说，这是他们紧盯部队保障任务动态、紧贴官兵现
实思想，提升教育质效的有益探索。

据了解，该大队所属部队驻地分散、任务繁重，加
之政治工作干部能力素质参差不齐，导致教育落实质
效不高。为提升教育效果，今年以来，他们探索教育
资源共享模式，将所属部队分片划区，从基层遴选优
秀“四会”政治教员组成“教育轻骑兵”队伍，定期组织
送课上门。

教育跟着任务走，形式随着场地变。前不久，该
大队部分官兵赴塞外某演训地域执行保障任务，在用
弹药箱、伪装网等就便器材搭建的简易讲台前，“教育
轻骑兵”成员轮番登台，从边塞诗歌品鉴到红色家书
分享，从战史战例剖析到经典军歌解读，一堂堂形式
多样、生动有趣的授课赢得官兵掌声连连。某机场油
料保障队四级军士长李永亮感慨道：“教员们的授课
讲的都是大白话，事例有血有肉、道理浅显易懂，这样
的授课很解渴！”

据悉，“教育轻骑兵”队伍自组建以来，已先后赴
该中心所属医院、仓库、站所等多个小散远点位开展
巡回授课数十场次，成为基层官兵心中的“明星团
队”。该大队大队长王建军表示，他们还将结合演训
任务，继续探索教育创新方式，让生命线在实战化训
练中持续彰显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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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本报普洱9月8日电 今天上午 10
时 31 分，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北纬
23.28 度，东经 101.53 度）发生 5.9 级地
震，震源深度 11千米。震中距离墨江县
县城约 20 千米，距普洱市市区约 80 千
米，距昆明市市区约230千米。

地震发生后，云南省军地迅速启动
抢险救灾预案，驻军部队第一时间派出
兵力赶赴墨江灾区。按照普洱市抗震救
灾指挥部要求，普洱军分区领导率机关
干部和宁洱县人武部 56名民兵，作为第
一梯队紧急赶赴墨江县通关镇灾区展开

救援。墨江县人武部迅速派出 52名民
兵，在通关镇丙蚌村排查百余间危房，做
好拆除准备。普洱市思茅区人武部收拢
应急民兵集结待命，随时准备出动。

武警云南总队300余名官兵，分批赶
赴灾区抢险救援。武警普洱支队墨江中队
20名官兵，于14时30分抵达丙蚌村，迅速
开展转移群众、排除险情、拆除危房等行
动；武警普洱支队80余名官兵，携带专业
救援装备紧急驰援灾区。据了解，武警官
兵已先后解救20余名受困群众，为数百名
受灾群众提供方便食品、饮用水等救灾物

资，并搭设30余处临时住所。
此外，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普洱支

队、云南省消防总队调集西双版纳、玉
溪 2支地震搜救队，携带救灾装备工具
和搜救犬，赶赴一线开展救援行动。

记者从云南省墨江县抗震救灾指挥
部了解到，截至8日15时，地震受伤人数已
增至14人，受伤人员均为轻伤。驻军部队
救援工作正有序展开，目前震中地区道
路、通信、电力系统正常。
（综合记者吴敏，特约记者柯穴，通

讯员杨玺、王红才、王伟锋来稿）

云南普洱市墨江县发生5.9级地震

军地多支力量赶赴灾区展开救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