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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抗战记忆

本报讯（记者 林晨） 7月14日，记者从国网聊城供电公司了解到，面
对夏季高温天气导致的负荷攀升，聊城电网将重点从“电网侧”“电源侧”“负
荷侧”采取措施确保电力供应稳定。

“电网侧”以最高标准确保稳定运行。对重要输电通道强化政企、警企、
跨区联防联控，保障辛聊双线等6条“外电入鲁”线路稳定运行。建成投运
孟真站等35千伏及以上电网工程7项，新增变电容量64万千伏安、输电线路
192公里，持续提升供电能力。做好重要变电站、输配电通道以及重要客户
的运行监视，严密监测变压器、组合电器等设备运行状态，确保电网设备安
全可靠运行。

“电源侧”以最大力度推动稳供增供。严格执行市发展改革委下发的顶
峰发电方案，“一厂一策、一机一案”挖掘19座地方电厂发电潜力，确保负荷
高峰期间电厂稳发满发。推动张井泓泰等10座新能源配建储能参与电力市
场，充分发挥储能电站“削峰填谷”作用。

“负荷侧”以最优服务提升客户感知。强化“不停电就是最好的服务”，
能带电检修的不停电检修，能在深夜用电低谷时段检修的不在用电高峰检
修，大力开展带电作业、零点作业。坚持“先复电、后抢修”，6月15日起开展
迎峰度夏应急值班，全市136个抢修站点安排人员24小时轮岗值守，一旦发
生故障确保最短时间恢复供电。积极引导用户错峰用电，通过分时电价、“e
起节电”奖励电费积分等激励用户在用电高峰期间主动避峰。

聊城电网加力电力供给保障

7月14日，山东双力现代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工人对生产的农机进行质量巡查。作为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该公司致力
于农业机械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具备雄厚的生产实力。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制造业强市攻坚突破行动，加快推进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7月10日，聊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
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旨在鼓励企业吸纳就业，促进各类人员创业与就
业，为水城的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添砖加瓦。

在鼓励企业吸纳就业方面，政策诚意满满。企业新录用“六类人员”
（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
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并开
展岗位技能培训，取得相关证书后可获补贴。比如，家政服务机构为从业
人员购买意外险，能享最高每人每年100 元的补贴；企业招用特定高校毕
业生及失业青年，签订合同并缴纳社保，按每人1500元发放一次性扩岗补
助。此外，还推出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稳岗扩岗专项贷款等政策，助力企
业稳岗。

对于求职者，可享受职业培训、技能评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等政策。
“六类人员”参加培训取得证书可获补贴；就业困难人员和高校毕业生灵活
就业，也有社保补贴。毕业学年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还能申请一次性求
职补贴。

创业扶持同样给力。创业者入驻聊城市创业孵化基地，可享场地、事务
代理、指导培训及租金减免服务。大学生创业有场地租金补贴，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和个人，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还有一次性创业补贴、重点
群体自主创业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

聊城公布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广大人才工作者肩负着为党为国聚才育才的光
荣使命，要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冲破思想束缚，以更包容的胸怀、更开阔的视
野去挖掘、发现、辨识各类人才，不拘一格聚英才，切实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构筑坚实有力的人才支撑。

精准聚焦产业急需人才。人才工作者要牢固树立“产业需求就是引才
方向标”的理念，深入产业链、创新链一线，精准识别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
才。要清晰掌握重点产业集群、核心技术攻关、新兴业态培育等关键环节的
实时人才缺口，绘制产业人才图谱，实施靶向引才、精准滴灌。更要打破“唯
学历、唯论文、唯职称、唯奖项”的思维定式，穿透表象识真才，注重人才的实
际能力和产业适配性，既要引进“高精尖”人才，也要善于发现掌握精湛技艺
的“实用型、技能型”工匠能手，推动“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深度融合。

深入发掘内在潜力人才。许多企业和单位内部蕴藏着大量尚未显露
锋芒的“潜力股”“绩优股”。人才工作者要树立“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
其才”的理念，统筹建立科学的发现和培养机制。要深入一线，通过近距
离的走访调研、多维度的绩效数据剖析、针对性的专项能力评估等多元评
价手段，辨识出那些在技术改造、管理优化、科研攻坚中展露潜质的“千里
马”，充盈后备人才“蓄水池”。更要深入把握人才成长规律和具体需求，
通过导师帮带、关键岗位轮训等阶梯化培养措施激活成长潜能，并推动形
成“有为者有位、实干者实惠”的鲜明用人导向和竞争机制，确保有潜力人
才得到重用。

有效激活本土实用人才。本土人才是乡村振兴大舞台的重要参与者，
是引得来、用得好、留得住的宝贵力量。人才工作者要高瞻远瞩外引，更要
脚踏实地内培，将目光投向基层沃土，发布招贤令，主动挖掘扎根于各行各
业的能工巧匠、乡贤精英。要深入田间地头、市井街巷等，通过组织技能竞
赛、行业推荐、社会举荐等多元途径，让分布在基层一线的“土专家”“田秀
才”脱颖而出。更要织密乡情联络网，推动开展在外能人大摸底，精准识别
分布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能人志士。通过组织实施“凤还巢”工程，在重要节
日、节点走访慰问，举办高规格恳谈会等，持续强化情感纽带与归属认同，激
发游子回报家乡的热忱，汇聚本土振兴的磅礴人才力量。

做慧眼识才的伯乐
■ 马彩霞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李贵庆 袁宵） 7月11日，记者从聊城
水务集团获悉，近日，山东省第二批节水产业重点企业名录拟入选企业公示
结束，聊城水务集团成为全市唯一入选企业。

作为全市公益性水务产业、环保服务产业的主平台，聊城水务集团构建
了“源头管控—过程优化—终端增效”的节水产业闭环体系，通过智能化水
务管理系统实现全流程精准监控，为聊城市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提供核心
技术支撑。该集团普及智能水表，创新实施“分区计量+压力调控+智能预
警”三位一体管控模式，将供水管网漏损率降至3.97%的行业领先水平，节能
改造二次供水设备，通过技术转化与应用实现能耗显著降低30%。

聊城水务集团深化产学研合作，与院士团队合作推动尾水回收等多项
国际领先的水处理技术现实应用，仅聊城城南供水一座水厂尾水回收项目，
年节约水资源近40万吨。同时携手行业头部企业研发水务行业节能低碳技
术、高端智能装备制造、智慧算法平台建设等，专注应用于生活供水和污水
治理全生命周期管理智慧运维服务。近年来，深度参与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主导参编《城镇供水单位节水管理规范》《水处理实践技术案例》职业技能等
级配套教材及《节能错峰智慧供水系统工程技术规程》等核心标准，累计获
得国家专利26项。

目前，聊城水务集团正在承建市主城区再生水管网建设工程，预计年底
建成投产，届时，再生水供水量可达20万立方米/日，累计节水约7200万立
方米/年。

聊城水务集团入选省节水产业重点企业

■ 本报记者 白文斌

7月13日，走进冠县灵芝科技示
范园，喷粉期的灵芝正释放着珍贵的
孢子粉。园区负责人郭冠鑫介绍：

“孢子粉中灵芝多糖和三萜等活性成
分含量是子实体的10倍，价值极高。”
过去传统的“扫粉”方式收集率低、浪
费严重。如今，园区自主研发的新型
封闭式孢子粉收集装置将收集率提
升至95%以上，实现“不落地”收集。

虽然冠县灵芝产量和交易量分
别占全国的 50%和 60%，但一度面临
价格较低的窘境。冠县农业农村局
党组成员、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主任吴建坤坦言，发展初期，设施落
后、管理粗放导致产品易受污染、品
质不一、价格低迷。

当地投资 13 亿元打造现代灵芝
科技示范园，引入数字化管理，实现
灵芝四季化生产。同时，整合乡村振
兴专项资金和省派第一书记补助资
金500余万元，对主产区当铺新村的
39个灵芝大棚进行升级改造，推行标
准化种植。“我们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统一菌种、菌棒、管理和回收，

实施棚号管理和溯源体系，从源头保
障品质。”省派冠县店子镇当铺新村
第一书记燕奉青表示。

冠县加大科研投入，实现品种与
标准双提升。联合多家科研院所成
立灵芝产业研究中心，对本地良种进
行数据分析、地标认证和提纯复壮，
成功培育出“聊芝 2 号”等优质新品
种。店子镇党委副书记吴洪杰介绍：

“新品种不仅出粉率提高40%，还具有
更强的抗菌抗病虫害能力。同时，我
们建立了从菌种生产到种植的全环
节标准体系，灵芝品质实现质的飞
跃。”

坚持发展精深加工，“吃干榨净”
的做法有效延伸了价值链。冠县投
资10亿元打造灵芝大健康产业园，布
局20多条涵盖中药饮片、药食同源、
保健食品的生产线，为入驻企业提供
标准化厂房、冷链物流和电商销售等
一站式服务。

冠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
冯玉亮介绍：“我们按照高端精深加
工布局产业链，通过临界破壁和萃取
技术制成孢子粉、孢子油；子实体加
工成灵芝切片、颗粒等中药材；萃取

液用于生产灵芝饼干等功能食品；最
终提取后的残渣还可制成生物有机
肥。整个加工链实现了对灵芝资源
的‘全效利用’。”

通过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值、
全产业融合的发展策略，冠县灵芝产
业实现了华丽转身。目前，全县拥有
灵芝专业合作社 100 多个，带动 2 万
余人从事种植、加工和销售，年产值

近36亿元。
“冠县正致力于形成更加完善的

灵芝产业发展格局，以特色产业为引
擎，持续推动富民强村目标的实现。”
冠县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谷
永辉表示。冠县依托“土特产”资源、
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链建设推动灵
芝产业的蝶变，为乡村振兴提供可借
鉴的经验。

小灵芝“链”动大产业

7月1日，在冠县灵芝科技示范园现代化温室大棚内，湿润空气中弥漫着
独特的菌香。 ■ 本报记者 张承斌

■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承斌

冠县东古城镇后田庄村东南 200
米，在绿树环抱之中耸立着一座雄伟的
墓碑，巨大的圆丘形石砌坟茔中合葬着
62位烈士的忠骨。

“牺牲的这六十二位烈士，属俺爷
爷年纪最大，他是 1910 年生人，1940 年
牺牲。俺父亲是 1937 年生人，当时就
俺爷爷王德林和另外一位烈士张万顺
留下了后人，其他人只有十七八岁，还
没有成家立业。”7 月 1 日，六十二烈士
墓前，王德林烈士的孙子王连合向记者
讲述了那场激烈战斗背后的故事。

七七事变后，共产党号召群众拿起
刀枪，保家卫国，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
到底。后田庄村处在山东省与河北省
的交界处，在抗战时期战略地位非常重
要。

1938年，后田庄成立了党支部。上
级派来了以李善保为团长的工作团，动
员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组织了一支
11 人的小游击队，名叫东临支队。不

久，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改名长迩支
队，1939年编入卫河支队。他们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斗争经验日益丰富，足迹所
至，守家卫国，卫河两岸的人民恢复了安
定的生活。1940年初，这支队伍被编为
八路军先遣纵队一团三营十连。

1940 年 2 月 7 日，十连奉命开往南
宫，参加打击顽军石友三部的战斗。经
过13天激战之后，乘胜追击时，十连与
来自河北邯郸的 3000 余名日伪军遭
遇。日军将十连战士包围在馆陶县赵官
寨村的一座民楼内。全连 62 位战士在
教导员孙树声、连长王德林指挥下与日
伪军血战一天一夜，打退敌人多次进攻，
歼敌100余名。

2月21日下午，灭绝人性的敌人见
强攻不下，竟丧心病狂地纵火焚楼。在
熊熊大火中，我军战士同仇敌忾，视死如
归。连长王德林在战斗中身中数弹，壮
烈牺牲。教导员孙树声举枪自戕，倒身
火海之中。其余战士向敌人射出最后一
颗子弹后，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纷纷纵身跳

入火海。火焰像毒蛇舌尖一样，夺去了
刘化文、张学浦等年轻战士的生命。

62 位战士殉难的消息传开后，《新
华日报》发表了歌颂英雄的文章，一二九
师师长刘伯承也给予了表彰。由于当时
处在战乱时期，加上战况惨烈，烈士的忠
骨已经分不清谁是谁，当地百姓把烈士
的遗骸葬埋在赵官寨村前的同一个墓坑
内。

1946 年，人民政府重修了坟茔，将
62 位烈士的忠骨由赵官寨移葬至十连
诞生地——东古城镇后田庄村，并树立
墓碑。墓碑周围松柏四季常青，庄重而
肃穆，冀南军区七分区政治部主任于笑
虹同志亲自撰写碑文，泣述了这次战斗
的始末。在碑文的最后，于笑虹写道：

“赵官寨的壮举，促使着卫河支队飞快地
进步，也促迫着更多的青年走向战场，促
迫着我时刻不敢忘记学习烈士们的精神
和完成烈士们的遗志……你们一直活在
我们心中……”

“那场战役之后，日伪军进村搜捕烈
士后代，俺奶奶和俺爹藏了起来，全村人

没一个人透露消息。最后问不出结果，
他们从人群中拉出来一个年轻妇女逼
问，她宁死不屈，日本人当场将其残忍杀
害了……”提及此事，王连合忍不住哽
咽。这位年轻妇女名叫曲书九，当时刚
结婚不久，还没有留下子女。

“是全村人保护了我们一家！”王连
合眼含热泪坚定地说。如今，逢年过节，
他就会到爷爷奶奶和革命烈士们坟前
祭扫，“他们和俺爷爷奶奶一样，都是我
的亲人，只要我活着就会一直把这件事
做下去！”

六十二烈士热血铸丰碑

六十二烈士纪念馆内部展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