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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焦点

新华社杭州 9 月 10 日电(记者裘立华、马剑、吴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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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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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陈炜伟、陈爱平、袁军宝)
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同比和环比涨幅均有所扩大，其中鲜菜和猪肉价格环
比涨幅较大。

专家分析认为，8 月份菜价、肉价波动，主要是季节性因
素所致，后期食品价格、服务价格、工业消费品价格仍将保持
温和水平，通胀压力没有明显增加。

受天气因素影响，菜、肉、蛋价格齐涨

“今年夏天青菜、鸡毛菜价格涨得厉害，这一个多月感觉
买菜的开支能多出一两百元。”73 岁的上海市民何兰娟说。

统计数据印证了居民的感受。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同比上涨 2 . 3%，涨幅比上月扩大 0 . 2 个百分点。从环比看，8
月份，CPI 环比上涨 0 . 7%，涨幅比上月扩大 0 . 4 个百分点，
食品价格上涨是环比涨幅扩大的主因。

当月，食品价格比上月上涨 2 . 4%，涨幅比上月扩大 2 . 3
个百分点，其中鲜菜、猪肉、鸡蛋等价格涨幅较大。

“受高温多雨天气影响，鲜菜价格环比上涨 9%，涨幅比
上月扩大 7 . 3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
庆说。

同时，猪肉和鸡蛋价格短期也出现波动。绳国庆介绍，今
年夏季高温且持续时间长，生猪生长迟缓，局部地区又出现疫
情，市场供应偏紧，猪肉价格环比上涨 6 . 5%，涨幅比上月扩
大 3 . 6 个百分点。此外，高温天气也影响蛋鸡产蛋率，加之开
学在即和中秋临近，需求增加，鸡蛋价格上涨 13 . 7%。

“从往年数据看，7 月、8 月蔬菜等食品价格容易受天气
等短期因素影响。但除了局部地区、短时期的价格波动外，全
国范围内食品价格保持了平稳态势，对 CPI 的影响有限。”国
家统计局城市司流通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说。

暑期旺季带来服务价格上涨

随着收入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消费从实物型向服务型转
变，居民对服务价格更加关注。

8 月份，剔除食品烟酒，居住价格的涨幅居前，恰逢“毕业
季”和暑期租房的旺季，房租上涨拉动居住价格环比上涨
0 . 5%。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宏观分析师唐建伟认为，目
前看主要还是部分一线城市的房租出现了短期上涨。

同时，受暑期旅游旺季等因素影响，飞机票、宾馆住宿和
旅游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1 . 8%、1 . 2% 和 0 . 5%。

此外，8 月份，医疗保健价格环比上涨 0 . 4%，在服务价
格中涨幅较大。董雅秀说，随着各地渐进推进医疗服务改革，
理顺价格机制，医疗服务改革已接近尾声，后期价格变化会更
趋平稳。

“服务价格的稳定上涨，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的
大趋势。从供给看，服务消费市场增长稳定，自给率较高，没有
大起大落的影响因素。”董雅秀说。

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8 月 CPI 涨幅扩大，是否意味着未来通货膨胀压力加
大？专家认为，后期物价仍有望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从食品价格看，蔬菜、猪肉等价格在经历短期波动后，有
望逐步回归常态。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唐珂说，正
常年景下，9、10 月份全国大部分地区比较适宜蔬菜生长，市
场供给恢复，菜价止涨回落，预计今年菜价季节性波动的趋势
不会明显改变。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认为，9 月至 10 月生
猪供给将明显增多，价格可能出现回落。伴随冬至前市场需求
明显扩张，11 月至 12 月生猪价格可能有所回升，但大幅上涨
的可能性较小。此外，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生产和价格影响有
限。

从服务价格看，董雅秀分析，服务需求的释放是平稳的、
逐步的，国内服务自给率较高，受外部冲击有限，服务价格将
保持稳定上涨态势。

从工业消费品看，目前市场供应充足，竞争比较充分，价
格也没有大幅上涨的基础。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在国内需求较为平
稳、狭义货币 M1 增速走低以及 PPI 可能回落的背景下，未
来 CPI 缺乏显著反弹的动力，不必过于担忧下半年通胀压
力。

“从政策环境来看，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支持物价出
现大幅上涨的态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总体
看，下阶段物价能够保持温和上涨态势。

菜肉蛋价格上涨推升 8 月 CPI

下半年通胀压力几何？

从改革“轻骑兵”到发展“模范生”
改革开放 40 年“织里样本”观察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
电(记者陈炜伟)国家统计局
10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 月
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 2 . 3%，涨幅
比上月扩大 0 . 2 个百分点。

8 月份，构成 CPI 的八
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同比均
有所上涨。当月，食品烟酒价
格同比上涨 1 . 9 % ，影响
CPI 上涨约 0 . 55 个百分点。
其 中 ，蛋 类 价 格 上 涨
1 0 . 2 % ，鲜菜价格上涨
4 . 3%，畜肉类价格下降 2%
(猪肉价格下降 4 . 9%)。

其他七大类价格同比均
上涨。其中，医疗保健价格上
涨 4 . 3%，交通和通信、教育
文化和娱乐、居住价格分别
上涨 2 . 7%、2 . 6% 和 2 . 5%，
生活用品及服务、衣着、其他
用品和服务价格分别上涨
1 . 6%、1 . 3% 和 1 . 2%。

从环比来看，8 月份
CPI 比上月上涨 0 . 7%，受
食品价格上涨较多影响，涨
幅比上月扩大 0 . 4 个百分
点 。食品价格 环 比 上 涨
2 . 4%，涨幅比上月扩大 2 . 3
个百分点。其中，受高温多雨
天气影响，鲜菜价格上涨
9%，涨幅比上月扩大 7 . 3 个
百分点。此外，猪肉价格上涨 6 . 5%，涨幅比上月扩大 3 . 6 个
百分点；鸡蛋价格上涨 13 . 7%；房租上涨拉动居住价格上涨
0 . 5%。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8 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
格同比上涨 4 . 1%，涨幅比上月回落 0 . 5 个百分点。

八
月
份
全
国
居
民
消
费

价
格
同
比
上
涨2

.3
%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新华视点”记者赵文君、刘
开雄、徐海波、白田田)违规乱收费名目繁多、公路执法不规范
以罚代管、货运车辆年检猫腻多、办理从业资格证费时费
力……近期开展的国务院大督查，针对公路货运市场乱象深
入各地明察暗访，了解货车司机的“苦与痛”，同时对督查中发
现的一些乱收费、乱执法行为当场“开药方”，立查立改。

乱象一：违规乱收费名目繁多

各地督查组在暗访中了解到，物流公司和货车司机最烦
恼的就是一些莫名的罚款。甘肃省兰州市某运输公司反映，公
司的危化品专用罐式运输车走经公安交警部门批准的行车路
线却被处罚，因同一原因在同一路段累计违章达 80 余次。该
公司本拟行政复议，但因行政复议期限为 60 天，而部分车辆
又临近年检，只好无奈认罚、被扣分。

督查组在陕西省彬州市暗访时发现，312 国道南沟、大佛
寺、彬旬 3 个路段设冲洗站，强制收取过往货车治污降霾车辆
冲洗费。洗车过程历时不过 5 秒，司机直接从窗口递出 20 元
钱，接过一张收据可驶离。有司机反映，除了本地车不强制收
费，对于其他大货车，不管车辆是否干净、是否空车，也不管车
上的货物能否沾水，一律都要进站洗车收费。

接到督查组反馈的问题后，彬州市政府表示立即整改，马
上拆除洗车收费站，将收取的费用上缴财政，同时对其他地方
进行彻查，防止类似情况的发生。

乱象二：公路执法不规范以罚代管

有货车司机向督查组反映，少数地方监管存在乱执法、选
择性执法的现象，只要交“保护费”包月或者送礼就能免于处罚。
重庆市丰都县的货车司机反映，运输砂石车辆不加盖篷布

就要被环保部门处罚，加盖篷布要被丰都县交通执法部门处
罚，横竖都要被处罚。此外，“罚一次管一年”成为当地不成文的
规定，货车司机的罚单甚至成为全年免于处罚的“通行证”。

督查组在天津宝坻区史各庄超限检测站暗访发现，路政
部门对违规超载的货车司机进行罚款后放行，没有按规定卸
载超重部分。督查组在贵州省毕节市金沙县发现，当地以矿产
品税费监控管理中心的名义违规收取超限治理费。不论车辆
是否超限，均由煤矿按车型向拉煤的货车司机代收 30至 50
元，超限车辆缴费后就不再处罚，也不用按规定卸载超重部
分。金沙县政府表示，将违规收取的费用清退给相关煤矿企

业，再由企业全部清退给运输车主。

乱象三：车辆年审年检存猫腻

2017 年，交通运输部等十三个部门印发了促进道路货运
行业健康稳定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了物流业降本减负 10件实
事，其中包括加快“两检合一”政策落地、有效杜绝重复检验检
测、切实降低道路运输经营成本等。

督查组在暗访中发现，一些地方的货运车辆年检“一次收
费”没有落实，有中介机构违规代办货运车辆年检，仍然存在
检测站与非法中介牟利的问题。

督查组在武汉市一家汽车综合性能检测站暗访时发现，
在正常的检测费用之外，只要按车型大小支付相应费用，小车
200 元左右、货车 400 元左右，可以保证车辆通过年审，新车
检测也可以通过中介办理。

中介人员声称，无论车辆环保及性能是否真正达标，只要
司机按照车型大小支付相应费用，他们可以保证车辆通过年
审。司机反映，如果不通过中介，即使新车检测也要拖上两三
天，不如多花几百块钱通过中介办理方便。

督查组暗访时发现，安徽省滁州市一家机动车安全技术
检测站对货运车辆年检年审仍是“二次上线、二次检验、二次
收费”。货运车辆做营运证年审，需要分别接受车辆安全技术
检验、综合性能检验，各收费 290 元、200 元。检验合格后，车

主凭加盖车辆检验有效期章的行驶证及综检合格报告单，去
交通运输运管部门进行营运证年审盖章。

督查组在内蒙古赤峰市赤峰九天机动车检测站看到，该
检测站未公示所有检测价格。经了解，车主必须在检测站购买
每米 30 元的反光带，才给予机动车检测。

督查组在陕西米脂县暗访发现，当地交通运管部门强制
营运货车二级维护上线检测，并将其作为年审前置条件，且不
得异地办理。接到督查组反馈后，当地全面停止强制收取二级
维护费用，并开始全面排查。

乱象四：办证费时费力

跨省大件运输需要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证”。作为深入推
进交通运输行业“放管服”改革的举措，2017 年，跨省大件运
输并联许可系统上线联网运行，大件运输企业可以全程网上
注册申报，为物流企业减负。

不少企业向督查组反映，目前大件运输行业还需要多次
审批、多次等待。在办理超限运输许可证时，审批过程慢、办理
时效各省不统一，时常出现拖延不批的情况，导致很多急需运
送的设备卡在途中无法正常通行。

一家主要从事风力发电设备大件运输的企业负责人说，
申请超限运输许可证，需要在起运地先载货，再上传照片至网
上申报系统，审批时间一般需要 10 天至 15 天。“等待审批时
一天的压车费用达到 2000至 3000 元。”这位负责人说。

督查组发现，个人无法顺利办理货车运营许可证，大量个
体货车司机被迫挂靠到办有运营执照的物流企业。一家企业负
责人坦言，他们公司挂靠了 1300 多辆大货车，每辆货车每年须
缴纳 2000 元的管理费，再加上保险等费用就得交 1 万多元。

督查组了解到，货车司机取得普通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后，每年还要进行年审，每两年要参加培训，一次培训缴费 200
多元，有的司机要从外地赶回来参加，费时费力。货车司机普遍
反映，设置从业资格证门槛，增加了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武汉的一名货车司机通过微信“我为大督查提建议”小程
序留言，建议国家
尽快取消普通货物
运输从业资格证制
度，仅保留危险货
物运输从业资格证
制度，减轻货车司
机负担。

违规收费、以罚代管、年检猫腻、办证费力

国务院大督查剑指公路货运市场四大乱象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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