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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共和国荣光

青青太行，劲松屹立。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

自古就是要与河道抢耕地、
与老天抢粮食的地方。沧海
桑田。曾经撂荒的山坡上，如
今或已披绿，或梯田成行。村
民说，他们这里的人，比起信
老天，更愿信劳动的力量。

这里有一位执拗的耄
耋老者，年复一年，仍坚持
着自己劳作。春天播种，下
地秋收，冬天除雪，步履日
渐蹒跚，但她干起活来仍充
满力量。除了不时整理行装
进京开会，几乎没什么能把
她和普通农妇一眼区别开。

她是申纪兰，山西省
平顺县西沟村党总支副书
记，第一届至第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

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

急先锋

申纪兰1929年出生于
山西省平顺县山南底村。抗
战时期，她就担任过村里纺
花织布小组的组长。一嫁到
西沟村，她就积极参加劳

动。1951年西沟村成立初级
农业合作社时，她成了副社
长。这对奉行“好男人走到
县，好女子不出院”古训的
山里人来说，已让人刮目相
看。但在她心里，有一个坎
始终过不去：为啥妇女的劳
动报酬要少一半？

申纪兰介绍说，按照当
时的分工计酬方式，如果男
人干一天活计10个工分，那
么妇女只能计5个。不平等
的报酬挫伤着妇女的劳动
积极性，很多妇女只愿意干

“家里活”，不愿出门参加社
会劳动，而这又成为阻碍妇
女地位提高的关键。

为了让妇女得到真正
的解放，申纪兰走家串户，
向妇女宣传“劳动才能获
得解放”的道理，同时努力
做男社员的思想工作，积
极争取男女同工同酬。

开始，男社员很多不
同意。申纪兰认为，只有干
出成果，才能让妇女不再
受歧视。

村里本来是男女共同
协作劳动的。经申纪兰申请，
社里专门给女社员划出一

块地，和男社员进行劳动竞
赛。男社员认为稳操胜券，该
休息就休息；被发动起来的
妇女为了争取自己的权益，
始终在田间争分夺秒。最后，
女社员赢得了竞赛。

这场劳动竞赛在西沟
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
果，许多男社员都开始支
持男女同工同酬。

不久，全国妇联、山西省
妇联的同志也来到西沟村。
一是考察，二是帮着申纪兰
出谋划策。在妇联的支持下，
申纪兰带领西沟村妇女提高
劳动技能，还设立了农忙托
儿所，使妇女能专注劳动。

到1952年，西沟村已
经实现了“男女干一样的
活，应记一样的工分”。

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上，申纪兰提出的“男女
同工同酬”倡议被写入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

一切为了人民

1983年，西沟村全面
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但其中也出现了许多
新问题。1984年，申纪兰从
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大
胆进行改革。

她主张：成林和有林山
坡地仍归集体管理；耕地仍
然包产到户、自主经营，但
实行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
调，添人增地、减人减地，确
保土地不撂荒。最终，改革
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统分
适度，实现优势互补。

1985年，结合申纪兰外
出考察的经验，利用当地的
硅矿资源优势，西沟村建立
起第一个村办企业铁合金
厂，当年实现利润150万元。
此后，西沟村又建立起磁钢
厂、石料厂、饮料厂，村办企
业成了西沟村的经济支柱。

但为了响应党中央保
护环境的号召，不把污染
留给子孙后代，2012年，申
纪兰和西沟村民决定，拆
除了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和环保要求的铁合金厂，
重新寻找发展定位。几年

间，西沟村的红色旅游基
础设施一一兴建，新产业
基地拔地而起，引进的知
名服饰公司开工生产。

作为唯一连任十三届
的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
通过建议和议案将老区脱
贫振兴带入了快车道。中西
部开发、引黄入晋工程、太
旧高速公路、山西老工业基
地改造等促进了经济发展；
平顺县提水工程、平顺县二
级公路建设、平顺县集中供
热、集中供气工程等改善了
当地群众的生活。

“当人大代表，就要代
表人民，代表人民说话，代
表人民办事。”申纪兰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本色不改 初心不渝

她的“学历”是扫盲班
毕业，她一辈子坚持自己
只是个农民。1973~1983年
担任山西省妇联主任期
间，她坚决不领厅级领导

干部的工资，不转干部身
份。女儿去省城太原看她，
辛苦坐了一路卡车，她也
只在单位院外匆匆见了一
面，就让孩子回去了。

她曾荣获“全国劳动
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全国脱贫攻坚‘奋进
奖’”“改革先锋”等称号。
但她只把荣誉看作一种鞭
策。她“勿忘人民、勿忘劳
动”的话语，成了自己对人
生的一种诠释。

每有团体到西沟村参
观学习，她总会在西沟村的
会堂给大家介绍，半个多世
纪里，在党的带领下，农村发
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申纪兰
说：“我的话，就是一个农民
对党的恩情由衷的感激。”

永远跟党走是申纪兰
不变的初心。“共产党就是
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要立党为公，两袖清风，一
身正气。”申纪兰说，“按照
党的要求干，就没有什么
干不成的事情。”

1.呼和浩特市中小学

家长反映，中午接孩子回

家有困难，去小饭桌又担

心卫生环境和管理质量不

好，希望能由学校统一解

决孩子午餐问题。

8月份，呼和浩特市政
府印发《呼和浩特市中小
学校营养餐配送工作实
施方案和呼和浩特市中
小学校集体配餐食品安
全管理工作指导意见（试
行）》，就中小学校营养餐

配送工作作出安排，对严
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保
障学生集体用餐安全提
出要求。呼和浩特市中小
学校营养餐配送工作计
划从2019年秋季学期开
始，通过试点先行、市四
区逐步推广、旗县区跟进
的办法，在全市中小学校
全部展开。目前，呼和浩
特市第十七中学、新华小
学、名都小学、钢铁路小
学、贝尔路小学北校区、

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
学、小黑河小学、民航小
学、腾飞路小学等9所学
校已先行试点。
（呼和浩特市政府办公室）

2.扎赉特旗巴达尔胡

镇群众反映，该镇治安管

理科技含量较低，希望改

进提升。

扎赉特旗巴达尔胡镇
党委协调对口帮扶单位，
全面实施“雪亮工程”，在
广场、中小学校、政府、镇

区主路辅道及个别行政村
乱砍滥伐、麦秆焚烧易发
区等重点区域安装监控点
104个，为全镇治安管理、
森林草原防火、禁牧禁垦
禁伐、重点河道巡查、村容
村貌整治等提供实时数据
信息，真正实现治安防控

“全覆盖、无死角”。
（兴安盟委办公室）

3.通辽市科尔沁区群

众反映，民主路立交桥附

近有不少出租车占道停

车、等活拉货，造成严重拥

堵。

为缓解此区域停车

难、占道停车造成的交通
不畅问题，通辽市住建局
在停车场PPP项目规划方
面予以考虑，计划在该区
域周边建设立体机械停车
楼，增加350个停车位，预
计明年建设投入使用。

（通辽市委办公室）

仲夏时节的沈阳，苍
松翠柏掩映下的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拾级而
上，花岗岩砌成的23米高纪
念碑矗立其间，碑上刻着

“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
朽”，让人肃然起敬。邱世清
就是其中的一位。

邱世清，1913年出生
于江西省瑞金县城水背
街，年幼时家境贫寒，全家
人的生活曾仅靠母亲做针
线活维持。邱世清上了两

年半小学，就随堂叔做小
贩，后又到客栈做杂工。

1934年8月，邱世清在
家乡瑞金参加红军，被分
配在补充团当战士。1936
年初，组织上送他到教导
队学习。他刻苦努力、勤奋
钻研，各方面表现都很优
秀，很快就加入共青团组
织，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红军班长、排长、
连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邱世

清在八路军第115师晋鲁
豫支队先后任副连长、指
导员、营特派员，后随部队
到淮北，任新四军第3师10
旅兼淮海军分区独立团政
治处主任、副政委，第10旅
供给部副政委、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邱世
清任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
师卫生部政委。由于频繁
的战斗和长期的艰苦生
活，邱世清患上了严重的
胃病，疼痛时常常吃不下

饭，但他始终以工作为重，
顾不上休息。

1950年10月，时任第
39军后勤部副政委的邱世
清随部队入朝，踏上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他先后参加了第一至第三
次战役。朝鲜战场最大的
难题就是后勤保障，任务
艰巨繁重。作为后勤部领

导，邱世清不顾身体虚弱，
不分昼夜地工作，事无巨
细地操持，带领后勤人员
认真搞好物资运输、伤员
转运、弹药补给等工作，确
保了部队战斗的基本需
求。第三次战役结束后，身
体极度虚弱的邱世清被送
回国内治疗。

1951年3月10日，第39

军后勤部政委李振山在前线
患病，军队决定让邱世清立
即赶赴前线接替李振山的工
作。12日，他乘车行至朝鲜昭
阳江畔时，突遭敌机猛烈轰
炸。为躲避敌机，邱世清命令
司机加速前进，途中司机中
弹牺牲，汽车失控冲入雷区
触雷爆炸，邱世清不幸牺牲。

（据新华社报道）

申纪兰：“勿忘人民、勿忘劳动”
文/新华社记者 许 雄

“最可爱的人”邱世清：临危受命 英勇捐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