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池晓明

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桐乡人，亲历乌镇从

旅游小镇到文旅乌镇、互联网古镇的华丽蜕变。

乌镇历来是桐乡市的一个大镇、重镇，发展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

乌镇交通闭塞，工业不兴、商业不旺，失业下岗

人员逐渐增多，人口流失严重，昔日风采不再。

1994 年 12 月，我担任乌镇镇党委书记。当

时，坐落在乌镇的茅盾故居总有上级领导和文

化名人慕名而来。记得有一天，我接待中国摄

影家协会主席高帆一行，乌镇的明清建筑群与

古镇的烟火味深深打动了他。他当面与我谈了

保护古镇、开发利用古镇、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建

议。后来，我们会同相关人员多次调研，提出要

保持古镇原样，向北移 200 米新建一条简易公

路，并造一座水泥平桥，西栅双桥保持原样。最

后，经讨论决定，依托茅盾故居等历史遗存与名

胜古迹发展旅游业，镇 3.8 平方公里核心区域先

保护后开发，新办企业一律在核心区之外。

西栅大街的完整保护，为乌镇二期的建设

和古镇旅游的后来居上播下了一颗“种子”。

2002 年年底，我任桐乡市委副书记。当时，

在乌镇东栅景区成功运行、连创佳绩的情况下，

桐乡市委决定启动乌镇西栅景区的开发建设。

西栅区域内的整体搬迁、整体管理等超前决策

既为后期高标准建设与管理带来了深远影响，

同时也给资金筹措、土地空间等带来重大挑

战。在市委的全力支持下，我们充分利用“千万

工程”的深入开展，启动乌镇镇虹桥村整体搬

迁，实施村庄集聚，并落实 1200 亩建设用地指标

和周边湿地的保护，为后续互联网大会永久会

址的建设等乌镇旅游业、会展业的发展腾出了

空间，为居民的致富创造了条件。

桐乡旅游从乌镇启航，从名不见经传到单

个景区综合效益全国第一，创造人文旅游“乌镇

模式”。

2007 年 2 月起，我任桐乡市第七、第八届政

协主席。随着乌镇“旅游热”的持续，面对乌镇

旅游之路怎么走，桐乡市七届政协先后围绕“构

建桐乡旅游新平台”“乌镇旅游新一轮开发”等

内容开展调研。

在西栅景区建设运行中，我们围绕如何把

乌镇旅游业已有优势化为持续胜势，多次召开

主席会议专题协商、专委会对口协商。当乌镇

开发面临资金压力时，力促乌镇旅游公司与中

青旅合作；在制定桐乡市“十二五”发展规划时，

提出将乌镇国际旅游区纳入市“5+2”产业发展

平台。

在桐乡市八届政协期间，我们着重在如何

发挥乌镇旅游乘数效应，打响桐乡旅游品牌上咨

政建言，提出“保护与开发相统筹，留住城市记

忆”等一系列意见建议。市委、市政府吹响建设

“世界旅游知名城市”集结号后，我们全心参与，

倾力而为，围绕制定最优的旅游政策、形成旅游

产业联盟和旅游全域化等内容进行协商议政。

（作者曾任桐乡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务）

化不开的乌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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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全网征集、全民推荐、专家评审和组委

会综合审议，拟确定第十二届“浙江孝贤”选树

活动的“孝贤人物”“慈孝之乡”“慈孝企业”名

单，现予以公示。

公示期从 2023 年 10 月 27 日起至 10 月 31
日止。公示期间，各单位和个人对上述人选如

有意见，均可向第十二届“浙江孝贤”选树活动

组委会反映。个人反映请以书面形式，署真实

姓名及联系方式，单位请加盖公章。

电子信箱:zjxxian@yeah.net

孝贤人物

李乐如
杭州市拱墅区天水街道坤和商务社区书记

王忠安
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凤洋村村民

陈萌薇
温州市平阳县宋桥镇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李连春
湖州市德清县钟管镇赛玛造型店店长

任捍东
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一级警长

汤世贤家庭
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孟宅村

谢建新
衢州市开化县何田乡柴家村村民

邹建华
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邹记食品经营者

郑志会
台州市三门县锦康药店负责人

戴宗锋
丽水市遂昌县龙洋乡九龙口村村民

慈孝之乡

杭州市临平区临平街道
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
宁波市慈溪市掌起镇
温州市乐清市大荆镇
嘉兴市平湖市广陈镇

绍兴市越城区沥海街道
金华市金东区多湖街道
衢州市柯城区荷花街道
舟山市定海区马岙街道
台州市玉环市玉城街道

慈孝企业

中国人寿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宏爱助老为老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大隐健康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杭州市开元支行
浙江振丰建设有限公司
黑玄土集团有限公司

恒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维艾尔工业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浙江孝贤”选树活动组委会

第十二届“浙江孝贤”
名单公示

第十二届“浙江孝贤”
名单公示

本报讯（见习记者 韩林园 通讯员 杨祺金
源 姚文帅）近日，家住湖州市长兴县雉城街道

水木花都社区的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桂天信

来到社区活动室，与老党员们一起参加主题教

育活动。桂天信是江西鹰潭人，曾在鹰潭市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任职，退休后定居长兴，成

为所在街道的退休干部党员。

在长兴，像桂天信这样异地流入有“归属”

的情况并非个例。今年以来，湖州市委老干部

局在长兴县开展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安家计

划”试点工作，初步建立“全排摸、全纳管、全闭

环”服务管理体系，有效提升离退休干部流动

党员的组织归属感。

市委老干部局在长兴全县建立 288 个“县、

乡、村”三级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服务点，借助

于成熟的村社网格化管理体系做好及时排摸，

并通过小区宣传栏、物业群公告、银领志愿者

协查等方式，鼓励外来党员主动找组织“亮身

份”。

各地对前来报到的党员核实身份后，协助

其填写《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报到登记表》，或

引导他们通过浙北党员之家系统在线报到。

随后为他们发放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证，按照

就近就便原则将其编入一个党支部。

各地认真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

等要求，组织老党员们每个季度至少参加 1 次

活动，并将他们的活动情况登记在流动党员证

上，党员也可凭身份证在全县任一党支部刷证

参加党组织生活。

长兴县委组织部（老干部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他们将进一步做好调查研究、挖

掘典型案例、提炼特色做法，健全完善离退休

干部流动党员流出地流入地双向共管机制，形

成更多可操作可复制的“长兴经验”。

此心安处是吾乡

长兴县为流动老党员“安家”

离退休干部流动党员参加组织生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