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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抗战记忆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 政府精准
灌溉，企业向新而行。通过梯度培育、
精准施策，全市省级以上优质中小企业
数量较2021年增长近10倍，专精特新企
业利润率高出规上企业19.64个百分点，
成为驱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
引擎。

在茌平化工产业园的信发瑞捷生
产车间，各生产线正全力生产赶订单。
作为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新材料企业，信发瑞捷凭借其高性能的
合成酯产品，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我
们的单甘酯、季戊四醇酯等核心产品能
精准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国内外
市场表现亮眼，尤其自主研发了高端季
戊四醇酯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企业
的销售负责人曹壮告诉记者，今年上半
年，企业销售额3.1亿元，圆满完成了既
定销售目标。

亮眼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当地政府
“精准滴灌”式的扶持。茌平区工信部门
积极牵线搭桥，促成信发瑞捷与深圳职
业技术大学、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聊
城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建立深度产学
研合作，明确重点研发方向，并在大学校
园内共建小试平台，为企业技术攻关提
供了坚实保障。企业负责人力资源工作
的李晓庆表示：“政府促成的校企合作，
为我们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
搭建了优质的科研创新平台。仅今年我
们就通过校招招聘了20多名本科和研究
生，大大增强了我们在人才储备和技术
研发上的底气和实力。”

秉持“向‘新’而行、以‘质’取胜”的
理念，在政府帮扶下，信发瑞捷持续加
大科研投入，联合中科院“百人计划”专
家扩充研发队伍、升级实验室，研发的
高端合成酯产品接续突破技术壁垒。

研发负责人金桂芝手持自主研发的合
成酯样品向记者介绍：“我们研发的高
端合成酯产品，工作温度范围覆盖零下
60 摄氏度至零上 400 摄氏度的极端环
境，满足航天等领域对极端环境的需
求，企业近期自主研发的一项产品，打
破了发达国家的长期技术垄断，使我们
在国际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2024年，这家手握12项核心专利的
企业实现销售收入7亿元，单甘酯产品
占据全国市场份额30%，拳头产品PETS
（季戊四醇硬脂酸酯）更是以65%的占有
率领跑全国市场，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
头。“我们就像园丁，既要精准施肥又要
防治病虫害。”茌平区工信局中小企业
发展促进中心主任孔祥宇说，“我们通
过政策赋能引导企业持续加强技术创
新，构建‘选种、育苗、培优’全周期培育
机制，以铝加工、绿色化工为支柱，培育

出一批‘专精特新’标杆企业，不断推动
中小企业向‘新质生产力’跃升。”按照
当地规划，到2026年，茌平将建成3个特
色产业集群，培育10家省级制造业单项
冠军，专精特新企业研发投入强度突破
8%，打造黄河流域先进制造业高地。

信发瑞捷的成长是聊城市培育优
质中小企业梯度体系的一个生动缩
影。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创
新型中小企业1811家、瞪羚企业97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3 家，形成了
基础稳固、层级分明、引领性强的优质
企业梯队。新认定的省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平均研发投入强度达 8.87%，平
均拥有研发机构 1.72 个、I 类知识产权
1.96 个、II 类知识产权 10.20 个，上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加权平均高达
28.82%，已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
要引擎。

我市打造优质企业“热带雨林”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国霄汉 孟琳蕙） 记者7月3日从高新
区了解到，该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通过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
人才服务体系，打造青年人才创新创业高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

高新区着力打造“15分钟”优质生活圈，让青年人才尽享便捷生活。聊
城现代交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张朋朋表示：“从公寓到单位步行仅需10
分钟，周边商圈、公园、健身房一应俱全。”目前，高新区已建成多个人才公寓
项目，通过优化设施与服务，为青年人才打造宜居家园。

在“安居”基础上，高新区更注重“乐业”保障。通过创业场所支持与就
业补贴“双向发力”，为青年人才提供全方位支持。青年创业者李连超对此
深有体会：“从选址到落地，人才集团帮我们对接场地、协调手续，还提供了
创业补贴和宣传资源，让我们很快接触到目标用户。”

高新区创新“产业需求侧招引人才供给侧”模式，组建“高层次人才服务
专员”队伍，围绕五大主导产业对接高校创新资源。聊城高新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科技副总范治平表示：“切身感受到高新区对企业和人才的全方位支
持，特别是在生物医药领域为初创企业和人才提供了优质政策环境。”

高新区将持续优化人才发展生态，通过政策创新和服务升级，吸引更多
青年人才来区创新创业。

高新区

“引育留用”助力青年创新创业

本报讯（记者 刘亚杰 通讯员 刘秋明） 7月2日，记者从冠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了解到，近年来，该局聚焦政务诚信建设，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为
办事企业和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透明的政务服务，赢得了广泛好评。

近日，冠县桑阿镇蓓佳幼儿园负责人路林霞没有填写任何纸质材料，就
办理了幼儿园的“无感延续”。冠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推出的“无感延续”服
务，旨在解决企业在许可证延续过程中遇到的时间节点遗忘、换证材料不清
等问题，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对企业办事需求的精准预判，主动告知
企业办理许可延续服务，对于无违法行为、信用良好的市场主体，无需来回
跑腿，便可收到新换发的许可证。目前，已有206家企业在“无感”体验中完
成许可证延续。

冠县

“诚信+政务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记者 尹腾淑 张立凯） 7
月3日，记者从东昌府区获悉，为推进化
工行业安全生产整治提升专项行动，日
前，该区组织召开化工（危化品）企业主
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一述二查三问
四评”述职评议大会。

会上，山东齐鲁漆业、中石化聊城
油库等6家企业主要负责人围绕全员责

任制落实、教育培训、制度执行等核心
内容现场述职，既晒“成绩清单”，如升
级智能监测预警系统、开展月度演练等
举措，也亮“问题短板”，如对风险点管
控措施不熟练等，直面责任落实痛点。

述职后，由区应急局安全监管人
员、安全专家、区政协委员组成的评议
组，结合前期实地检查、现场问答及日

常监管情况，对企业负责人履职情况
“百分制”打分，建立双向激励机制，将
评议结果与分级分类执法、信用管理等
挂钩。

今年以来，东昌府区坚持“时时放
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安全生产。广
大企业负责人当好“第一责任人”，带头
抓投入、排隐患；属地政府和部门强化

监管，引导职工主动参与，形成“人人讲
安全”氛围；聚焦危化品全链条风险，深
化专项整治，推动本质安全提升。

此次“述评”是东昌府区化工行业
安全整治工作的关键环节，以“述”明
责、以“评”促改，为企业落实安全主体
责任注入动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筑牢
安全屏障。

晒成绩清单 亮问题短板

东昌府区6家化工企业述职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 李泽丰）“原本要跑两个多月的手续，现在10
天就办完了！”近日，聊城盛瑞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云林手持3张电梯使
用登记证书感慨道。这一变化，源于聊城市市场监管部门推行的特种设备
使用“一件事”改革。

特种设备安全关乎民生与生产。以往，企业办理电梯、叉车、锅炉等特
种设备使用登记，需经历“县级开工告知—市级监督检验—县级使用登记”
三步流程，涉及市场监管、行政审批等多部门，材料重复提交、环节衔接不畅
等问题突出。

“企业只需一次申请，我们主动跟进服务，协助收集检验检测信息，确保
资料在部门间共享。”聊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监科科长于乐介绍，改革后，
聊城市通过“一窗受理、一网通办”，将开工告知、监督检验、使用登记三环节
整合为“一次申请”，企业仅需提交基础材料，后续流程由市场监管部门内部
流转、并联推进。

在简化审批的同时，我市完善山东省特种设备一码索引及风险隐患信
息平台，实现设备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归集8.5万余台特种设备信息，对
机电类、承压类设备分别设置提前2至4个月的超检验周期自动预警功能。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预警信息，对当月到期设备实施精准提醒，对超期设
备坚决停用，形成“预防为主、风险可控”的监管闭环。

我市8.5万余台特种设备
实现全生命周期管理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7月4日，记者从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
7月8日至7月31日，以“岐黄润水城 中医惠生活”为主题的聊城市中医药
文化夜市将在光岳楼北广场举办。此次活动由聊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
办，东昌府区卫生健康局、聊城市中医医院、市疾控中心承办，将在聊城各县
（市、区）同步开展。

据了解，活动内容丰富多样，现场设置八大展区——在“杏林循源·中医
药文化展示区”，现场将展出中医药特色文化宣传展板、设立中医养生文化
展台，为市民普及中医药文化知识；“经行脉动·传统功法教学互动区”，将由
专家现场领授中医传统养生操“八段锦”“太极拳”等，讲解动作要领及功效，
并给予参与群众专业指导；“仁心济世·名医专家义诊区”则邀请知名中医专
家坐诊，为市民提供免费中医问诊、体质辨识服务；“岐黄妙术·特色疗法体
验区”，设置针灸、推拿、拔罐、艾灸等中医适宜技术体验点，让市民亲身体验
中医外治疗法的神奇效果；“本草探微·中药知识科普区”将展示中药院内制
剂产品、膏方和保健产品等，请市民进行常见中药材真伪辨别；“艾火传温·
艾灸产品体验区”设置艾草产品展台，专人讲解艾草产品的药理特性，让市
民亲身体验艾灸疗法、感受艾灸的独特疗效；“膳养乾坤·中医药膳及代茶饮
品尝区”展示研发的中医药膳，安排专人为群众提供科学营养膳食搭配指
南，推广中医药膳进万家；“青囊育苗·中医药伴我成长区”则聚焦青少年健
康成长，融合传统中医智慧与现代健康需求。

在市民互动环节，主办方准备了诸多趣味活动。市民可亲手制作中药
香囊，感受传统手工艺与中医药结合的魅力。同时，可现场领取《探秘打卡
手册》，前往各展区打卡，集齐5个印章即可领取精美礼品。

聊城市中医药文化夜市开市

■ 本报记者 陈霞

一场骤雨过后，村南田野里，金黄麦
茬间，嫩绿的玉米苗已有一拃多高，微风
吹过，不停摇曳。绿树掩映下的村庄，质
朴而安静。冠县桑阿镇陈贯庄，这个鲁
西平原上的普通村庄，因86年前那场抗
日激战而闻名。6月28日，记者来到现
场采访。

1939 年 6 月 3 日，日军第三次占领
冠县县城，鲁西北抗日形势随之发生重
大变化。此时，由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领
导的筑先纵队三营，正驻扎在陈贯庄。
营长赵健民有胆有谋，骁勇善战。

10月1日，日军广獭旅团4000余人由
贾镇经陈贯庄南下桑阿镇“扫荡”，建制包
括大队、中队，步兵大队中间夹杂着迫击
炮和重机枪连，再往后是由洋马拉着的山
炮队，最后是40余辆汽车的辎重队。

发现敌情后，赵健民立即召集指挥
员开会研究，决定在陈贯庄伏击敌人，打
击其后尾部队。如果敌人进行反击，我
军就利用有利地形，从防御中歼灭敌人，
天黑后寻机撤退。按照部署，战士们分
头进入村东北、西南及东南小尹庄的阵
地。

下午，敌人的步兵队、炮兵队大摇大

摆经过以后，后面的汽车辎重队进入我
军射程以内，埋伏在村东北阴柳林里的
三营一连战士突然以密集的排枪向敌射
击，趾高气扬的日军顿时倒下一片。日
军步兵队、炮兵队听到枪声停止前进，转
回头进行反击。赵健民指挥战士们利用
有利地形，一边还击一边撤到陈贯庄村
围寨里面。敌人在村东北和东门外架起
了3挺“九二”式重机枪，向围寨内的碉
堡楼及围墙上部扫射。见寨墙上没有火
力还击，日军一个指挥官又举起指挥刀
叽里咕噜叫嚷起来。这时，营部通讯员、
特等射手赵小庆瞄准敌指挥官，一声枪
响，对方应声而倒，东面及东北面的敌人
顿时乱了阵脚，全部龟缩在起伏地后面，
再也不敢向村寨靠近。

此时，日军步兵大队已从东南方、南
方及西南方向小尹庄及陈贯庄西南松林
坟地埋伏的二连、三连发起进攻。敌人集
中山炮和迫击炮向陈贯庄轰击，村东面的
小墙多处被毁。日军在小尹庄东面、南面
遭到二连战士顽强抗击，虽数次增加兵
力均被击退，死伤一大片。接近黄昏时，
在小尹庄东头指挥战斗的副营长张文基
不幸中弹牺牲。营部随即命令二连顺道
沟撤至陈贯庄村内。三连在陈贯庄西南
松林坟地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也于黄昏

时撤至村内。
夜幕降临，赵健民带领三营战士悄

悄撤出陈贯庄，向西南行军60里，抵达
朝城县刘家店子休整。这次战役，共毙
伤日军110多人，我军24名指战员英勇
牺牲。

这是鲁西北抗战史上以少胜多、以
弱胜强的经典战例，创造了平原作战、出
奇制胜的范例，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
抗战斗志，从此“赵三营”威名雄震四方。

尽管这场激战已过去八十多年，亲
历者多已故去，但陈贯庄的村民们至今
对这场战斗津津乐道。

6月28日上午，在村党支部书记邢
彦军带领下，记者见到了80岁的村民张
继堂。这位 1945 年出生的老人虽然没
有亲眼目睹过那场战斗，但对父辈述说
的当年情况记忆犹新。

“那场战斗，日本鬼子被打怵了，过
了一天多才敢进俺们村。为了泄愤，鬼
子在村里挨家放火，大火烧了五六天，整
个村子基本被烧光了。”张继堂说。

选择在陈贯庄打伏击也是有原因
的。张继堂老人说，当年陈贯庄村的土
围子在附近村是修得最好的，围子墙足
有两三人高，上边很宽，能走地排车。后

因村民拉土盖房、垫坑垫圈，现在围子墙
都不见了踪影。

当年的主战场——村子东北部的一
个大坑，现在已被填平，种上了杨树，建
起了养鸡场。村委委员张西月介绍，现
在村民生活好了，村里人口已由当年的
五六百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四五百人，
整个村子也向外扩展了一倍多。当年村
外的葫芦沟、高粱地、松树林都没有了，
盖上了房子。村里建起了养鸡场、蔬菜
大棚，搞起了轴承加工，村民的日子一天
比一天好。

采访结束时，正值村幸福食堂开饭，
酥肉炖冬瓜的香味让人垂涎欲滴，老人
们的欢声笑语传得很远很远。望着一张
张幸福的笑脸，不禁令人感慨，当年抗日
将士们浴血奋战为了什么，这不就是最
好的答案吗！

硝烟散尽处 万家承平时
——冠县陈贯庄战斗遗址寻踪

陈贯庄战斗遗址陈贯庄战斗遗址

7 月 2 日，游客在
山陕会馆参观游玩。
炎炎夏日挡不住人们
的出行热情，随着暑
假到来，光岳楼、山陕
会馆、铁塔文化博物馆
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
底蕴的特色景点、景区
迎来大批游客。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茌平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石膏板自动化生产线正在开足
马力生产。该公司的生产原料来自信发集团生产环节产生的废弃物脱硫石
膏。资源的梯级利用使企业每年可销纳脱硫石膏300万吨，脱硫石膏板年产
量突破1.2亿平方米。 ■ 本报记者 吴兆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