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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聊城抗战记忆

■ 本报记者 赵艳君

徒骇河畔的茌平区胡屯镇徐河口
村，原本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后因三位
抗日英烈声名远扬。徐河口三英烈士
墓，就在村子西南方向 1 公里的地方。
村子的中心位置，建有一处徐河口红色
文化展览馆，里面记录了徐宝珊、徐宝
璧、徐宝珍三兄弟不畏牺牲、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的英雄事迹。

抗日战争前，徐家在博平（今茌平）
东北一带算得上是大户人家，有房屋50
余间、近百亩耕地、20余亩果园，还经营
着一个油坊。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
徐河口村徐家父母作表率，7个儿子前
赴后继，不惜散尽家财，流血牺牲，坚定
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虽然遭到日伪
军多次追杀，家里的房屋、油坊被烧光，
但徐家长辈仍将孩子一个接一个地送
上战场。

1908年出生的徐宝珊是家中兄长，
下面还有六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少
时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后因父亲生病

辍学返乡。1936年，徐宝珊被推选为徐
河口附近28个村“联庄会”的会长，组织
群众保家防匪，成为抗日积极分子。

1937 年 12 月 26 日，徐宝珊带领博
平县联庄会参加了南镇战斗，并将村中
闲置多年的土炮抬了出来。茌平、博平
等县的民团数百人参加战斗，在范筑先
将军的统一指挥下凭借徒骇河南岸的
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连续打退敌人数次
进攻，毙敌百余人。

南镇战斗打响了茌平、博平人民抗
日斗争第一枪。首战大捷，极大地振奋
了人民的抗日斗志，阻断了敌人的南犯
企图，显示了茌平人民的英雄气概。从
此，茌平、博平人民的抗日热情越来越
高涨。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徐宝珊
积极宣传抗日，很快组建起一支抗日武
装，在国共合作时编入范筑先领导的32
支队 2 团 1 营，徐宝珊任营长。在血与
火的考验中，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后被
扩编为筑先纵队第七团，徐宝珊任团
长。

当时，部队缺吃少穿，徐宝珊把家
里省吃俭用积攒的 2500 多公斤谷子、
高粱，几千公斤榨油用的大豆，1000 多
公斤棉花全部捐献给部队，把家里的
田地和骡马卖掉，给战士们发饷。在
他的率领下，7 团打日伪、除汉奸，抗
日行动在鲁西北影响很大。为此，日
伪军对徐家恨之入骨，扬言要杀死徐
家全家，两次对徐河口村进行扫荡，抢
光了徐家的财产，烧光了徐家的房屋
和油坊。

为了躲避日伪军的追杀，徐家人被
迫隐姓埋名四处躲避。1940 年 6 月，7
团改编为八路军129师新8旅24团，徐
宝珊任团长。当年8月20日，徐宝珊率
部投入百团大战。1942年5月25日，徐
宝珊在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地
区的一场突围战中，不幸牺牲，年仅34
岁。热血洒在清漳河畔，忠骨长眠太行
之巅。2014年，徐宝珊被列入民政部公
布的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
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大 哥 徐 宝 珊 牺 牲 后 ，五 弟 徐 宝
珍、三弟徐宝璧也分别于 1944 年和
1945 年 ，牺 牲 在 抗 日 战 争 中 。 1947
年，中共博平县委在徐家河口为徐家
三兄弟召开追悼会。有人写了一副
缅怀挽联：“一门三烈士，兄前仆，弟
后继，抗战救国，堪同杨门媲美；七子
尽英豪，屋俱焚，财充饷，毁家纾难，
可与子文齐芳。”

徐家举家抗日的事迹在茌平家喻
户晓。徐家良好的家风传承滋养了一
代代后人的家国情怀，他们捐钱、捐粮
支援组建抗日队伍，在鲁西抗日斗争中
书写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每年清明节，前来三英烈士墓前悼
念的人络绎不绝。徐河口三英烈为祖
国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流血牺牲，
作出了巨大贡献。胡屯镇党委政府非
常重视这段历史的传承，每年都组织青
少年学生在烈士墓前缅怀先烈，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以弘扬革命文化，让更多
的人了解、记住这段历史，铭记先烈们
的事迹，让英烈精神薪火相传。

一门三英烈 血染抗战路

■ 本 报 记 者 邹辉
本报通讯员 李兆敏 李志远

盛夏时节，俯瞰聊城各工业园区，
统一规划的厂房、装满产品的货车、高
效智能的车间……时光在水城大地上
镌刻出工业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

聊城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质量强市战略的保驾护航。今年
以来，聊城市始终坚持质量强市主线
不动摇，聚焦服务高质量发展，按照共
性措施打基础、个性服务促升级的思
路，以“质”“效”为笔墨，不断完善质量
工作机制，扎实推进质量基础建设，深
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全面推动重点
产业高质量发展，交上了一份加压奋
进、逆势而上的质量强市漂亮答卷。

绘制质量图谱 实施精准提升

作为全国五大轴承产业集聚区之
一，聊城轴承产业正加速向千亿级产
业集群进发。当前，围绕轴承企业提
出的专家指导服务需求，市市场监管
部门组织相关专家深入企业生产一线
把脉产业痛点，共同探讨轴承产业的
技术突破、市场趋势与转型升级路径。

今年以来，针对产业质量薄弱环
节，我市实施精准提升行动，市市场监

管部门绘制质量图谱，系统梳理产业
质量现状，精确识别产业“堵点”，形成
质量问题清单，差异化制定提升方案，
实现质量短板精准识别、精准施策。
目前，已绘制轴承、电线电缆两个产业
质量图谱，为产业质量提升提供了可
靠的依据。聚焦联合体创建，我市依
托链主企业建立质量技术创新联盟，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构建了
头部企业“引领带动”、中小企业“卡位
入链”的新生态，有效推动“高性能收
获机械及关键部件创制”“轴承产品振
动控制缺陷”等研发项目取得重大突
破。

品牌影响力与产品质量，从来都
是相辅相成的。我市实施质量品牌战
略，以“聊城优品”等品牌建设为抓手，
推动企业争创省长质量奖、“好品山
东”等荣誉，提升品牌影响力，增强市
场竞争力。全市5家企业成功入围第
四批“好品山东”品牌。

加强基础供给 优化质量服务

质量强企、质量强市的基础和关
键因素是什么？答案是：质量基础设
施建设。

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
重要基础，更是确保质量总体水平提

升的基石。我市全面整合计量、标准、
认证等质量要素资源，加快促进资源
高效配置，为企业提供了高效便捷的
技术支撑。

围绕计量精准服务，我市开展中
小企业计量帮扶行动，建立涵盖563项
检定校准的服务清单，征集企业需求
清单，提供定制化计量解决方案，助力
企业降本增效。复制推广化工产业联
合标准经验，加快关键领域标准制定，
推动产业链标准协同，抢占行业话语
权。今年以来，我市已指导企事业单
位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28项，《旋挖钻
机截齿 GB/T 43878-2024》等13个项
目申报2025年度高水平标准化基础项
目。围绕认证检测能力扩面升级，我
市提升检验检测能力，为产业质量安
全提供坚实数据保障，推动25项关键
计量标准通过考核，21个产品中的292
个参数扩项成功，轴承和电线电缆产
业计量测试中心稳步推进。

破除资源壁垒 推动产业协同

全力推动跨区域、跨行业协作，构
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生
态，这是我市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建设
的点睛之笔。

破壁垒，促融合。我市加快建设

线上线下融合的质量基础设施服务平
台，实现企业需求“一窗受理、一站解
决”，破解了资源分散难题。目前，质
量服务“一站式”集成平台，创新性建
设了10大标准体系集群，提供国家和
行业标准数据约8万条，题录约100万
条，打造了服务产业发展新路径。与
此同时，针对跨区协作“联合攻关”，我
市加快推动产业“跨区帮扶”，建立质
量基础设施资源、质量攻关项目等跨
区域合作机制，推动产业链区域互补、
跨区融合。今年，我市以轴承产业为
试点，已成功推动临清轴承、东昌府区
保持器、冠县锻造、东阿钢球等相关产
业对接融合，联合开展质量攻关。

知识产权是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的标志。我市以公共服务平台特色应
用为载体，归集专利、产业数据，实现
了全类别知识产权数据检索，为企业
提供高价值专利挖掘服务。面对创新
型企业“融资难、缺担保”的困境，我市
聚焦普惠金融重点领域，将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相关政策植入智慧金融服务
平台，为银企双方提供一站式集成化
融资服务。今年一季度，我市市场监
管部门帮助企业完成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56笔，融资金额4.89亿元，普惠性融
资占比90%。

质量为基 链上赋能
——聊城市深入推进质量强市工作综述

7月19日，茌平区博平镇莲池宛若铺在小镇上的一块绿毯。近年来，博平镇大力发展莲藕种植产业，当地特产十孔莲藕
洁白如玉、鲜脆香醇，广受消费者青睐。莲藕产业让众多村民走上致富道路，成为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张洁）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将于7月25日正
式发行“大运河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一枚30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
案上，融入临清标志性运河遗产“鳌头矶”元素，把临清运河的千年底蕴镌刻
于国家货币之上。

据介绍，该套纪念币共9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8枚，均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
年号。150克长方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大运河全景图，并刊“大运河”字
样及面额。8枚30克长方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涵盖大运河流经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八省市的代表性景观及非物质文化
遗产。其中一枚以山东南旺分水枢纽遗址为主要场景，衬以戴村坝、临清鳌
头矶、南旺分水枢纽古地图等，并刊“大运河·山东”字样及面额。

鳌头矶位于临清市区，始建于1417年，占地1200平方米，距今已有600
年的历史。关于它的由来，据说是当年的会通河在靠近卫河附近分为两支，
分别在南北两处流入卫河，因此，在河流之间形成了一块周围环水的狭长陆
地，人们称之为“中州”。明代正德年间，在中州翘首之地叠石为坝，坝形犹
如鳌头，而“矶”为水边突出的石头，所以，知州马纶为其题名“鳌头矶”，用以
寄托振兴临清文运、甲第蔚盛的美好愿望。鳌头矶作为与京杭大运河关系
最为密切的古建筑之一，保存较为完整，是研究明清两代南北经济文化交
流、社会风俗、宗教文化和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的实物资料，2001年6月被国
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鳌头矶亮相国家大运河金银纪念币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7月21日，记者从东昌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
解到，近日，该区启动“科所联动”专项服务，组织知识产权与标准化领域业
务骨干组成服务专班，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服务万里行”暨标
准引领高质量发展“入企赋能”活动。

活动中，服务团队先后走访了聊城市义和轴承配件有限公司、山东金帝
精密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制造业企业，采取“一企一策”服务模式开
展深度对接。在山东广利铁塔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重点解读了专利快速预
审绿色通道政策，帮助企业缩短核心技术专利申请周期；面对山东力得汽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国际商标布局需求，详细介绍了马德里体系注册
流程及费用补贴政策。此外，工作人员还现场指导企业开展“领跑者”标准
申报，通过比对行业关键指标数据，帮助企业找准标准化建设突破口。

知识产权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东昌府区
将建立“入企服务”长效机制，重点培育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企业，打造全链
条服务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东昌府区

“上门问诊”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

本报讯（记者 赵琦）7月21日，记者从莘县了解到，该县坚持“金融为
民”服务理念，持续加大对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力度，切实做好普惠金
融“大文章”。截至2025年6月末，全县普惠金融重点领域贷款余额177.99
亿元，较年初增长14.84亿元，增速9.10%。

围绕“三农”市场主体，莘县各银行机构相继创新推出了“大棚升级贷”
“种苗贷”“齐鲁富民贷”“经营快贷”“生意贷”等普惠金融信贷产品，并通过
简化审批流程、运用大数据风控等手段，实现贷款快速发放。充分发挥嘉华
生物、一诺生物等省级“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优势，组织银行机构创新
推出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等灵活贷款方式，有效降低企业信贷门槛。

莘县畅通普惠金融服务对接通道，组织部门及时、准确地向金融机构推
送项目资金需求等信息，提升项目推介质效，健全政金企常态化信息共享机
制；组织金融机构，抽调精干力量进园区企业、田间地头进行普惠金融政策
解读和非法集资宣传，让服务直达基层；开展“金融直达基层加速跑”等活
动，聚焦重点项目、龙头企业，做到融资项目“应纳尽纳”、纳入项目“应批尽
批”、审批项目“应放尽放”。

莘县普惠金融重点领域
贷款余额177.99亿元

7月20日，山东贞元汽车车轮有限公司工人在加工车轮。近年来，我市
坚持制造业强市战略不动摇，做大做强“链主”企业，发挥领航作用，支撑引
领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繁森故里石榴红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西部计划项目实施至今，我们共有2300名优
秀毕业生入选，居全国高校首位。其中，多位志愿者的先进事迹被《中国青
年报》《中国共青团》等媒体报道。”7月21日，聊城大学团委志愿者工作部部
长荣存福介绍。

西部计划实施22年以来，已累计选派50余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到中西部
地区基层服务。截至目前，聊城大学共有17000余名优秀毕业生报名，其中
2300人入选，入选人数居全国高校首位，占山东省总派出人数的1/8。417人
在服务期满后选择扎根西部。

2025年6月，聊城大学招募遴选268名优秀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组建
2025年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团。“本次招募单年入选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
244名优秀毕业生入选西部计划全国项目以及经全国项目办审核统筹的地
方项目，24 名优秀毕业推免生和在读研究生入选第二十七届研究生支教
团。”荣存福说。

目前，聊大2025年西部计划志愿服务团已做好前期准备，7月底陆续出
发，奔赴各个服务地。他们将在完成岗前培训等工作后，于8月初到岗，开启
新一轮志愿服务之旅。

2300名聊大学子入选西部计划项目
人数居全国高校首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