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图：5月16日，董国义在教室里辅导学生做作业。
左图：5月16日，放学后，担任值周老师的董国义护送低年级学生回家。

茅台镇“白酒一条街”被叫停
副镇长袁仁涛停职接受调查

本报贵阳5月17日电 （记者白
皓） 贵州省仁怀市在今天给记者的
通报材料中， 承认该市茅台镇存在
不依法行政的行为， 并表示将直面
错误、 接受监督。 目前， 仁怀市委
已责令违反工作纪律、 作风粗暴、
影响恶劣的茅台镇副镇长袁仁涛停

职接受调查。
5月15日 ， 央视 “焦点访谈 ”

报道 ， 茅台镇为打造 “白酒一条
街”， 在没有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
下， 强行要求100多家合法商铺在
两天内全部迁走 。 对于未按时搬
迁的商户 ， 镇政府派出由城管 、
公安 、 工商等部门组成的执法队
每天巡查 ， 阻止这些店铺营业 ，
甚至强扣店铺货物 ， 拿棍锤砸东
西 。 袁仁涛对此回应称系依法行
政， 并不存在违法。

仁怀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陈

连忠介绍说， 节目播出后， 仁怀市
委召开了市委常委会， 认为茅台镇
在打造 “白酒一条街” 工作中， 干
部法制意识淡薄、 群众观念不强、

工作方法简单、 工作作风粗暴， 必
须坚决纠正， 立即整改。

仁怀市委常委会要求， 茅台镇
必须立即暂停 “白酒一条街” 的工
作， 已经扣押的商户物品， 必须立
即如数返还， 对造成的损失给予赔
偿， 镇党政主要领导必须主动听取
商户的意见， 并公开道歉。

仁怀市委常委会同时明确， 茅
台镇必须在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的基础上， 重新拟定方案， 新方案
要依法明确安置办法和补偿标准，
报经仁怀市委、 市政府批准后， 才
能实施。

“我没做啥 ， 真的没做啥 ！”
董国义一边用手来回胡噜着自己

斑白的短发 ， 一边不知所措地小
声嘟囔着， 在记者面前就像犯了错
误的小学生。 49岁的董国义是甘肃
省会宁县柴门乡王庙小学四年级

的数学老师， 同时兼任科学课老师
和学校的图书、 仪器管理员。 王庙
小学现有教师18人 ， 学生167名 。
山区从教29年， 董国义数不清自己
究竟教过多少学生， 究竟有多少学
生考上了大学， 走出了大山……

1982年， 20岁的高中毕业生董
国义在家乡会宁黄土高原大山深

处的芦井小学当上了代课教师 。
随后， 他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大专
文凭， 并通过招录考试于1999年成
为正式教师。 2001年， 董国义加入
中国共产党。 2007年， 芦井小学撤
并 ， 董国义来到王庙小学继续教
书。

乍一看， 董国义和当地农民没
有什么区别， 见到外人就一个劲儿

憨憨地笑，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可一到教室， 在学生面前他就像换
了一个人———神采飞扬 ， 声音洪
亮。 山村教师一天的工作平凡而忙
碌 ， 早读 、 早操 、 上课 、 批改作
业， 傍晚放学后还要照看一下寄宿
的孩子们。

董国义的家在柴门乡寺南村 ，
距学校有10多公里。 山路不好走，
他每星期最多只能回家两次。 学校
里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既是他
的宿舍， 也是办公室和厨房。 这里
没有自来水， 吃水要从水窖里打，
一锅白水煮面片滴几滴胡麻油就是

他的 “工作餐” ……
会宁县为我国西北教育名县 ，

自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已向全国各地

高校输送大学生6万余人。 年近半
百的董国义到会宁县外的次数屈指

可数，可他教过的学生遍布各地，这
让他备感欣慰。 董国义说：“只要孩
子们有出息，我的工作就算值了！”

新华社记者 聂建江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骆 沙

在徐伟的老家安徽省庐江县

白湖镇， “像石头” 是用来形容
那些 “不撞南墙不回头” 的人。
徐伟说， 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2005年12月27日， 正是这个
倔得 “像石头” 的人， 将3名落
入冰窟的男孩从危险中救出。

“都过去快六年了， 老夸自
己实在不好意思。” 被再次问及
当时的情形 ， 徐伟显得有些尴
尬 ， 不是很愿意回答 。 沉默片
刻， 他还是选择了配合记者的采
访。

当时， 徐伟是天津工业大学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的一名本科

生。 时值寒冬， 校园内的湖面已
经结冰， 路上零星有人走过。

“那是下午3点多 ， 我从教
室出来透透气。 因为很安静， 我
隐约听见了远处有人喊 ‘救命’。
我来不及多想， 顺着声音跑到了
湖边。” 他回忆道。

徐伟赶到的时候， 已经有两
个孩子落入水中。 他小心地爬到

湖中心， 拉住了还在冰面上的一个
孩子的手， 同时又去拉水里的另一
个孩子。 谁知， 就在此时， 冰面再
次发生破裂， 徐伟和孩子一起落入
水中。

“掉进去的第一感觉是针扎一
样的冰冷 ， 棉袄里很快就灌满了
水。 但是我告诉自己必须活着， 要
爬上岸。” 冰面根本无法承担一个
成年人的重量， 徐伟反复挣扎， 却
一次次落入水中。

“有一瞬间， 我真觉得自己没
力气了， 但是我不能放弃。” 他回
忆说， 自己一边找机会上岸， 一边
告诉水里的3个孩子抱住碎冰， 让
身体浮在水面。

在沉入水中数次之后， 徐伟终
于摸到了一片厚实的冰面， 将大半
个身子探了出来。 上岸后， 他马上
找绳子、 棍子救人。 当时， 周围已
经聚集了很多人， 他们向徐伟甩来
一根4米长的塑料管， 徐伟又将管

子甩给水中的孩子， 终于将3个
孩子一一救了上来。

“要说面对死亡不害怕， 我
想那是假话。 但在危难时刻， 倔
强的个性给了我强大的求生欲，
不允许我放弃。” 徐伟说。

时至今日， 徐伟仍清楚地记
得 ， 大学辅导员得知这一消息
后， 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你
这么做， 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下转6版）

徐伟：倔得像石头 冰窟写风流
人物档案

徐伟， 安徽庐江县白湖镇胡
?村人， 1984年生。 本科、 硕士
均就读于天津工业大学信息与通

信工程学院， 现任该学院电子系
统设计课程教师。

2005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05年12月27日，时为大四学
生的他，只身从冰窟中救出3名落
水少年，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见义勇为先进分子”、“天津
市五四青年奖章”、“天津市优秀共
青团员”等荣誉。

徐伟心声
“都过去快六年了， 老夸自己实在不好意思。”
“宁可说错了话再道歉， 也不想思前想后再说话。”
“如果想的太多， 也许当年我就没有勇气救起那三

个落水的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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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第26届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开幕还有86天

深圳2011世界大运会唯一指定银行

百名大学生记者走进四川地震灾区

灾区人民教我不言放弃
本报记者 王鑫昕 王烨捷

在四川省青川县东河口地震遗

址公园， 3块条状巨石屹立在崩塌
的山体上， 组成一个 “川” 字。 3
块巨石分别代表汶川特大地震中遭

受重创的3个极重灾县： 汶川、 北
川、 青川。

地震3周年前夕， 团中央学校
部、 四川省重建办、 共青团四川省
委、 四川省教育厅联合主办了 “走
进美好新家园” ———全国百所高校

学生四川地震灾区行活动。 中国高

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高校招募了

125名大学生记者， 走进3个标志性
受灾县， 探访重建后的地震灾区。

灾区行虽然短暂， 但大学生记
者看到了灾后重建的成果， 更体会
到灾区人民自强不息的精神。

“真没想到会建得这么好”
站在东河口地震遗址公园， 听

导游介绍灾难发生时老师救学生的

场景 ， 20岁的李淼磊眼里噙着泪
水。 地震发生时， 崩塌的山体掩埋
了东河口村， 780多条生命瞬间被

埋到几十米深的岩土下。 东河口小
学的3位老师为了追回跑错方向的3
个孩子， 未能逃过灾难， 和孩子们
一起不幸遇难。

几百米开外 ， 面朝消逝的家
园， 新的东河口村已经重建起来。
白墙青瓦， 与吐着新绿的树木相映
成趣。 看着重建后的新村， 李淼磊
从悲伤转为惊喜。 这位中南大学广
播台的主播在后来的采访手记中写

道： 你们带着那么大的伤痛， 每天
面对那些埋下了无数生命的土堆，
咬着牙重建自己的家园， 重建自己

的心灵， 你们的勇敢与坚韧让我这
个爱哭的女生明白了眼泪的重量。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灾后重建
在大学生的眼里还仅仅是图片和视

频。 实地采访后， 灾难的残酷和人
类的顽强给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

的记忆。
从废墟中拔地而起的， 除了民

居， 还有医院、 学校、 体育馆等设
施。 看到这些一流的设施， 同学们
感叹不已， 李淼磊说： “真没想到
会建得这么好。”

（下转2版）

本报北京5月17日电 （记者
李立红）近日，共青团中央、教育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联合下发《关于印发〈2011年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

案〉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力度，
进一步做好2011年大学生志愿服
务西部计划工作， 推动更多的高
校毕业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受锻炼、
建功立业。

记者今天了解到，自4月19日
西部计划招募工作启动以来，截
至目前， 西部计划报名人数已突
破6万。 西部计划报名工作将于5
月20日24时结束。

据悉， 今年西部计划全国项
目实施规模扩大为17600人左右，
比上年度新增2600人， 新增的志
愿者全部派往新疆、 西藏等边疆
民族地区， 将使在民族地区服务
的志愿者达到近万人。 根据西部
基层实际需求， 今年将原有的11
个专项调整合并为7个，分别为基
础教育、农业科技、医疗卫生、基
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管理、服务
新疆、服务西藏。

与往年相比， 为鼓励和引导
高校毕业生志愿服务西部， 今年
西部计划政策作了进一步完善。
一是提高志愿者生活补贴， 从今
年8月起， 由每人每月680元上调
至760元；四、五、六类艰苦边远地
区志愿者津贴标准， 分别由每人
每月370元 、640元 、950元上调至
每人每月515元 、900元 、1490元 。
二是出台了鼓励毕业生回原籍服

务的措施， 回原籍服务的志愿者
同样享受就读高校所在省鼓励高

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的相关政

策 。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考研加
分、 报考公务员优惠等政策。

为迎接检查，福建部分高校临时抱佛脚

“文明学校”评估催生“临时校规”
通 讯 员 秦子明

本报记者 陈 强

“若有人询问食品安全等敏感
问题， 不要偏激， 务必给出正面回
答， 相信学校可以很好解决……”，
“遇到酷似领导的人来问路， 一定

要注意礼貌……” 这类 “临时校
规” 近日在福建某高校流传， 学生
们被反复交代注意事项。 “临时校
规” 中， 甚至连叫餐、 在路上吃东
西、 穿拖鞋走路等平时常见且被默
许的行为也被紧急叫停。

这些 “临时校规” 的出台， 与
近期进行的福建省第11届省级文明
学校评估有关。 为了迎接检查， 各
高校参照考评标准 ， 纷纷召开会
议、 印制传单、 群发短信， 临时修
正或禁止了某些行为。

某校大二学生小林遗失校徽已

有一年多时间， 学校平时也从没要
求学生佩戴校徽。 最近辅导员突然
通知 ： 迎检期间必须每日佩戴校
徽， 若校徽遗失， 需按规定写500
字检讨， 于一日内申请补办。 “为
什么平时不用戴校徽， 一来检查就
要戴上？ 到底戴给谁看呢？” 小林
查阅往年的 “福建省高等学校 ‘文
明学校’ 评估标准” 才发现， 评比
细则中有一项为 “师生在校园内坚
持佩戴校徽”， 这一项占了4分。

教师同样被要求佩戴校徽。 一
名教师在课堂上坦言， 她的校徽也
是翻箱倒柜才找到的。 某校党委宣
传部的一名干部在微博里吐露心

迹： “不太理解佩戴校徽与文明问
题有何关系。” 有的同学还在微博
上传了一张一名学生左臂别着5枚
校徽的照片 ， 称其为 “大学版的
‘五道杠’”。

泉州某大学文学院一名女生向

记者透露， 该校督察队队员拿着相
机， 抓拍穿拖鞋的同学。 犯错者将

被给予记过处分， 不能参评本学期
先进。 她说， 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
甚至还拿出摄像机， 摆在教室门口
拍摄那些迟到的同学。 “我有一个
同学迟到就被拍了， 不知道老师为
什么要拍这段视频， 干吗用呢？”

此外， 一些高校学生宿舍临时
粉刷了走廊墙壁， 教师频频出动检
查卫生，并提出了新要求：宿舍各床
位被子、书本摆放的朝向必须一致；
不准把化妆品放在书架上；白天在
宿舍时不准穿睡衣； （下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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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教师董国义：“只要孩子们有出息”

上海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医保
5月17日， 在沪务工的顾五铨在上海杨思医院为自己的工友支付

医疗费。 当日， 上海市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将外来从业人员纳入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 新华社记者 裴 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