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5 年 7 月 21 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苑莘 美术编辑：丁兴业 校对：李吉洋 LIAOCHENG RIBAO要闻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抗战记忆

■ 本报记者 张承斌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7 月 14
日，记者走进苏村烈士陵园，一股肃穆
气息迎面而来，园内人民英雄纪念碑高
耸，碑高19.44米，象征着莘县1944年解
放的光辉时刻。纪念碑底座四周雕刻
着以“苏村阻击战”为主题的浮雕，静静
诉说着军民同心抗战、保家卫国的历史
篇章。

1941 年初，潘溪渡战斗后，遭受重
创的日军集结大批兵力，对以濮范观为
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
荡。1月18日，为掩护鲁西党政军首脑
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鲁西军区特务第
三营营长钟铭新率九、十两个连在苏村
阻击敌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阻击了十
倍于己的日军陆空联合进攻，毙敌 300
余人，完成了掩护任务。八路军 126 名
指战员壮烈牺牲，仅8人生还。

1941 年 1 月，鲁西军区司令员杨勇
指挥潘溪渡战斗全歼日军一个中队，成

为鲁西平原抗日模范战例。此战后，日
军调集日伪军万余人，配备汽车、坦克、
飞机等重型装备，分6路对鲁西抗日根
据地中心区展开报复性扫荡，企图围捕
鲁西军区和行署机关。

为掩护军区、行署机关转移，鲁西
军区命令特务第三营九、十连进驻苏村
构筑工事警戒。苏村地处马颊河东岸，
地势开阔，仅有百余户人家，防御条件
有限。1月18日清晨，日军发现机关转
移踪迹后向苏村扑来，九、十连指战员
依托阵地奋勇阻击，以机枪、步枪、手榴
弹击退敌人多次进攻。

随着日军援兵增多，数十辆汽车、
十余挺重机枪及数门小炮形成合围之
势，战斗愈发惨烈。上午10时，日军暂
停攻击，三营趁机修复工事、调整部署，
但此时弹药已消耗过半，兵力仅剩 130
余人，而日军增至千余人并配备坦克、
飞机。军区参谋长下令“不惜一切代价
顶住”，指战员们立下“誓与苏村共存
亡”的誓言。

11 时许，日军发起总攻，坦克在前
开路，步兵紧随其后。九连二排排长刘
勇身负重伤，仍滚向坦克与敌同归于
尽；营长钟铭新腹部中弹，捂着流出的
肠子拉响手榴弹；军区直属政治处主任
邱如发亦壮烈牺牲。指战员们在弹药
耗尽后转入巷战，依托胡同、院落与敌
人白刃相搏，用砖头、铁锨继续战斗。

日军见久攻不下，竟使用了毒气
弹。战士们用温毛巾包着肥皂沫、大蒜
渣抵御，终因毒气弥漫失去知觉。被俘
指战员面对敌人拷问，始终怒目不语，
最终被分批屠杀，仅少数人侥幸存活。

此次战斗，三营九、十连126名指战
员壮烈牺牲，以血肉之躯迟滞日军进攻，
确保机关安全转移，毙敌300余人，在鲁
西抗战史上写下光辉和悲壮的一页。

“我父亲当年是民兵，曾救下一名
伤员。那会儿天寒地冻，伤员的双腿早
已冻得失去知觉，父亲赶紧把他送到了
村里一位老党员家中照料。”苏村的老
党员、退休教师周根存常向人提起一段

家族记忆。作为曾站在三尺讲台的教
育者，周根存总爱给孩子们讲苏村阻击
战的往事。“纪念馆里有幅油画，画的是
我们的战士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坦克
的瞬间，那场景看得让人揪心屏息。现
在的好日子，都是先烈们用命换来的。”
周根存总这样叮嘱苏村的后辈，一定要
把这段历史刻在心里，永远怀念那些为
家国牺牲的英雄。

2015 年，“苏村阻击战 126 名烈士”
入选国家级第二批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2020年9月，苏村烈士陵园入
选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

英烈们曾以滚烫生命托举民族未
来，用钢铁信仰铸就精神丰碑。传承这
份穿越烽火的铁血担当，在新时代的征
程上续写民族复兴的壮阔史诗，便是对
英灵最厚重的告慰。英雄从未远去，他
们的精神早已融入山河血脉，与日月同
辉，被永远铭记！

苏村阻击战：滚烫生命托举民族未来

7月18日，在冠县光大复合材料有限公司的风电塔筒生产车间里，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切割、焊
接、组装等工作，加紧生产为河北风电项目配套的塔筒。塔筒是风力发电机组的重要支撑结构，该公司专业从事风电塔架
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和销售，每年可生产2万吨风力塔筒、150万件铝管及1万吨电力设备支架产品。

■ 本报记者 王凯 闫振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张洁 通讯
员 胥永进）7月16日，以“链接世界、
共创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国际
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
览中心（顺义馆）开幕。中化鲁西工程
有限公司亮相先进制造链展区，以“材
装智造、链动未来”为主题，系统呈现
在化工工程全链服务与高端材料装备
领域的硬核实力。

中化鲁西工程展区吸引了来自多
个国家的能源企业代表以及国内不同
领域的专业人士驻足交流。吸引他们
的正是中国中化在特种材料与精密制
造领域的突破性成就，在钛、锆、镍、钽
等有色金属装备制造技术领域的领先
经验，在化工工程全链服务方面的多
项重大突破。

此次展出的钽材（TaW2.5）换热
器，是中化鲁西工程在钽材设备核心
技术的创新突破，填补了国内钽材压
力容器设计制造空白。企业突破了不

锈钢镜面高精度抛光技术，使金属抛
光精度稳定在0.01微米，拥有管材内
壁抛光专利技术，成功解决了微通道
反应器领域材料选型、精密加工、高精
度抛光处理等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在
高端电气仪表领域，公司通过与国际
巨头企业深度合作，成功塑造“鲁西”
品牌，以高性价比、高可靠性的核心优
势，实现高端电仪装备的国产化突破。

精准把握“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变
革机遇，中化鲁西工程成功开发符合
多项国际标准的压缩天然气（CNG）
管束式集装箱及特气储运装置，产品
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份
额稳居国内前列。

中化鲁西工程的核心吸引力，更
在于其覆盖“研发、设计、制造、安装、
检验、试车、开车、改进优化”的化工工
程全链条服务能力。独一无二的“交
钥匙”工程模式，成为众多国内外客户
深入洽谈技术合作、项目投资、市场拓

展的坚实基础。展会现场，围绕特材
制造、高精度抛光、新能源装备、高端

电仪及化工工程服务的咨询与交流持
续升温，多个潜在合作意向悄然萌芽。

钽材设备核心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中化鲁西工程亮相第三届中国链博会

本报讯（记者 刘亚杰）记者日前从冠县了解到，冠县林业、财政、金融
监管等部门联合中国人寿财险聊城市中心支公司，为全县樱桃产业量身打
造了财政补贴性樱桃种植保险。

冠县樱桃种植面积达 3 万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早熟大樱桃栽培基
地。近几年来，风灾、倒春寒、根腐病等各类灾害对冠县樱桃产业造成连续
冲击，导致樱桃种植户连年损失。

中国人寿财险樱桃（树）种植保险是“一个产品，两个方案”，既保果，又
保树。保险责任涵盖周期内（一年），由低温冻害、雹灾、风灾、内涝、暴雨等
自然灾害，直接造成樱桃树被掩埋或主干折断、倒伏、死亡，以及直接造成保
险樱桃的损失，由中国人寿财险负责赔偿。保险费200元/亩，其中县财政
承担60%、果农承担40%。最高保障金额6000元/亩，其中樱桃树4000元/
亩、樱桃果2000元/亩。当自然灾害造成樱桃树和果实损失程度超过10%
时，即触发赔偿。目前，全县大樱桃参保面积9000亩，县财政为樱桃产业提
供财政补贴144万元。

冠县

9000亩大樱桃参保种植险

本报讯（记者 刘敏）“‘小易’直播间作为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打
造的‘政务+直播’服务品牌，自2023年7月上线以来，通过持续创新服务模
式、深化服务内涵，已成为连接企业群众与政务服务的重要桥梁。”7月17
日，东昌府区政务服务平台运行维护中心主任张铮表示，通过两年多的探
索，“小易”直播不断下沉，构建起政务服务新链条。

为夯实政务直播基础，区行政审批局组建“主播+场控+运营”的专业化
直播团队，选拔各科室、驻厅部门及便民服务中心业务骨干担任直播嘉宾，
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进行直播讲解。以微信公众号为基础，开通微信视频
号，采用发布日常工作动态、高频政务事项办事指南、直播云聊互动、日常对
话等形式，吸引企业群众广泛关注并参与平台直播。

在直播内容优化上，“小易”直播间坚持服务导向，聚焦企业群众需求，
梳理出8大类热点问题和56个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围绕商事登记、医保社
保、税收减免、惠企扶持等重点领域，每期确定一个主题，详细讲解办事流
程、所需材料、政策细节等核心内容。直播中还设置实时互动环节，嘉宾现
场解答网友提问，对无法即时解决的诉求，将在直播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反
馈，确保“事事有回应”。

为延伸服务触角，“小易”直播间不断创新模式。2024年4月起，“小易”
直播间将直播窗口下沉至各镇街，走进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开展直播，介绍
中心配置、承办事项，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业务办理全流程，提升群众对“就
近可办”政策的知晓度。截至目前，“小易”直播间已成功开展47场直播，最
高实时在线人数突破两千人，累计收获点赞超40万。

东昌府区

政务直播让服务触手可及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7月18日，走进位于茌平区的山东金三岩新材
料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GCr15轴承生产线正以超原效率50%的速度运转。
这一景象是茌平区“智改数转”赋能产业焕新升级的生动写照。

“新引进的智能热处理系统让产品良品率跃升至 98%，年增高端订单
5000万元。”该公司总经理张吉岭指着全自动监控屏介绍。该技改项目通过
设备改造，同步实现能耗下降与产能提升，推动轴承滚动体加工技术达到行
业领先水平。

无独有偶，在胡屯镇农产品加工园内，62台智能设备大幅提升了萝卜干
的加工效率。山东茗瑞肴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商秋云算了一笔账：“氮气
锁鲜技术使保质期延长50%，联动万亩蔬菜基地后，真正打通从农田到餐桌
的数字化闭环。”这个食品加工项目，仅用5个月就实现从开工到日产20吨
的跨越，带动周边100余名群众就业。

胡屯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玉克表示，今年以来，胡屯镇以重点项目为
支点，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前，已落地4个数字化项目，
降低企业运营成本30%。同时，通过“一企一策”服务机制，专班人员驻点解
决企业技改难题，推动企业智能化技改和高新项目落地，实现降本增效与产
业升级。

茌平区

“智改数转”赋能产业焕新升级

本报讯（记者 任焕珍 通讯员 李金印）面对持续高温天气，莘县积极
推广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配套技术，通过科学种植和水肥一体化管理，有效保
障农作物正常生长，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7月15日，在种粮大户杨艳宾的600亩玉米田里，一条条滴灌带正为作
物精准输送水分。这项技术的应用，既避免了传统大水漫灌造成的水资源
浪费，又能根据作物需求定时定量补水，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带来的不利影
响。“在政府的大力推广下，我们地里都铺设了滴灌带，实行水肥一体化管
理。”杨艳宾告诉记者，“这几天持续高温，滴灌带可以及时为农作物补水，保
障作物健康生长。”

据了解，今年莘县重点推广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配套技术包含两大创
新：一是采用大小行种植模式，大行80厘米、小行40厘米的种植方式优化了
田间通风透光条件，有效降低局部温度；二是配套铺设的滴灌系统，实现水
分定向输送，大幅减少蒸发损耗，同时可根据作物需肥规律随时补充养分。
目前，该技术已在全县范围内推广实施，为保障高温天气下的粮食生产安全
提供了有力支撑。

莘县

推广精准滴灌技术应对持续高温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 通讯员 王梦婕）7月18日，聊城市文联召开专
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田华等8位电影艺术家重要回信精神，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全市文联系统
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定文化
自信、勇担文化使命，把学习的收获转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完善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机制，深入落实

“水城文艺高峰计划”，扎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用贴近现
实的文艺作品讲好聊城故事，创作出更多彰显时代风貌、赓续历史文脉、深
受群众喜爱的精品佳作；坚持崇德尚艺，向德艺双馨老艺术家学习，坚守艺
术理想，传承精湛的艺术技艺，赓续高尚的艺术品德，树立聊城文艺界良好
社会形象；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通过“强基工程”“村歌嘹亮”等文艺
志愿服务活动，引导文艺工作者把握文艺创作方向，让文艺创作为民所需、
为民所用；强化文联系统组织建设，全面贯彻市委“作风深化、实干争先”的
要求，勇于担当，积极作为，着力破解人才培养、精品创作等方面的难题，努
力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文艺人才队伍，为推动聊城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我市文艺界努力讲好聊城故事

企业向客户介绍产品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