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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上午，副市长、市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专业委员会主任

杜玉杰带队到沾化一级渔港开展海洋渔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
●近日，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交流活动走进邹平市。省妇联党组

成员、副主席岳利娟，市政协副主席侯学锋参加活动。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原副会长、红十字国际学院院长王汝鹏率队来

滨，调研吴重憙红十字文化、博爱社区、应急救援等工作情况。省红十字
会党组成员、副会长、二级巡视员金桥，市政协副主席刘庆敖陪同。

●近日，山东省第十四届“残疾人健身周”暨滨州市残健融合运动嘉年
华活动在阳信举办。省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文涛出席活动并致辞。

本报讯（记者 荆常忠 通讯员 
戚婧 报道）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
部分住滨全国、省和市人大代表到
滨城区，对部分重点项目进行视察。

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了滨城区
杜受田故居二期项目、山东赢新化
工有限公司绿色化工延伸产业链项
目、滨州高铁站前综合交通枢纽项
目和 G220 东深线滨州东营界至高
清庄段改建工程项目。

视察组认为，滨城区坚持“项目
为王、服务为先”工作理念，树牢“大
抓项目、抓好项目”鲜明导向，锚定
全年开工率、投资计划完成率、纳统
率“3 个 100%”的目标，构建了全方
位对接、全流程帮办、全周期保障的
服务机制，有力确保了项目早开工、
早建成、早运营。

今年以来，市人大常委会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推行“八个四工作
法”，聚焦代表履职“四强”（履职能
力、履 职 平 台、履 职 活 力、履 职 成
效），丰富代表履职形式、增加代表
履职效能。其间，组织住滨全国、省
人大代表围绕全市重点产业链和省
市重大项目进展情况开展小组活
动，组织市人大代表深入县（市、区）
重点项目一线调研视察，现场察看、
评议，发现问题，推进工作。同时，
健全完善住滨全国、省人大代表“双
服务双保障”机制，即“服务代表活
动精准、服务代表履职能力提升，保
障代表联系便捷、保障代表履职优
良环境”，全力支持和保障代表牢记
使命担当，忠诚为党分忧，忠实为民
代言，依法履职、高效履职。

三级人大代表视察重点项目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住滨全国、省

和市人大代表到滨城区开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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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就是我的家，领导就是爹
娘，战友就是兄长。自从当兵那一
刻起，我一步也不能离开队伍。离
开部队，就像一个没娘的孩子一
样。”90 岁的渤海军区教导旅老战
士郭俊泮深情地说。

10 月 18 日，在位于新疆巴音
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的孔雀蓝
湾小区的家中，郭俊泮给来自山东
老家的记者讲述起了难忘的军旅生
涯。

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郭俊泮出生在山东宁津一个革
命家庭。父亲不仅是一名党员，还
是当地一名干部。

三五九旅到渤海区征兵时，郭
俊泮的父亲主动给他报了名，并告
诫他:“咱们革命老区虽然已经解
放，可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解放，
到部队去吧，跟着解放军解放全中
国！”

带着父亲的嘱托，郭俊泮和堂
哥一同离开了家乡，从此开始了军
旅生涯。

1947 年 2 月，渤海军区教导旅
在山东阳信正式组建。郭俊泮成为
了一名卫生员。

作为卫生员，郭俊泮不仅参加
军事训练，还要接受人体解剖、常见
疾病防治、药物知识、战地救护等医
学方面的训练。

郭俊泮说，教导旅西征第一仗
就是在山西打的运（城）安（邑）战
役。战斗开始后，他们在后方。前
方受伤战士送来了，他们就包扎抢
救。

前方战场上子弹横飞、炮火连
天。休养连里来了很多伤员。这些
伤员们从头到脚全都是血。

郭俊泮在家时从没见过这阵
势，一见血和伤口感到非常害怕，吓
得浑身直打哆嗦。在给伤员清理、
包扎时，他的一双手止不住地颤抖。

郭俊泮自豪地说：“我们那个部
队的战士真是伟大，满身都是血，你
给他洗擦、给他换药，他们都不喊疼
不叫苦，非常坚强。

一天，郭俊泮正与战友们护送
休养连的伤员。突然，头顶上嗡嗡
作响，原来是国民党的飞机在四处
寻找目标。

正当郭俊泮不知所措时，只听
队长大喊一声“卧倒”，大家一个个

都趴在了车底下、道路两旁。敌机
显然已经发现了他们，机枪立即从
高空向下疯狂扫射，瞬间子弹如雨
般飞来飞去。

这次袭击，虽然伤亡并不大，但
是让郭俊泮深刻认识到了战争的残
酷性。

在澄合战役壶梯山战斗中，为
快速抢救伤员，队长彭学华果断地
命令大家打开两床被子，把被子撑
成一个能遮光的“小帐篷”。

郭俊泮的任务是作为一根“木
桩”，支撑“小帐篷”的一角。他
和战友背朝里、脸朝外、头顶被、
手握被边，腿跪地，不准漏出一点
光线。

医生们艰难地蹲在伤员身边，
在手灯下进行手术。此时，“帐篷”外
枪声不断，可医生们却个个从容不
迫。他们以最快速度处理完每个伤
员的伤口，防止流血和伤口感染。

正在关键时刻，突然，敌人的一
颗炸弹在“帐篷”边爆炸，一名支撑

“帐篷”的战士被炸伤。另一名战士
毫不犹豫地撑起“帐篷”，确保抢救
工作继续进行下去。

此 次 战 斗 ，休 养 连 收 容 伤 员
200 多人，是郭俊泮所在团在解放
战争时期收容伤员最多的一次。
90% 的伤员得到了及时救治，消除
了战士们的后顾之忧。

部队就是我的家

当年行军打仗，部队常常翻山
越岭、蹚水渡河。多的时候，一天行
军百十里地。

郭俊泮说，好多次爬山的时候，
因为山壁陡峭，他爬不上去。队长
就让他抓住驮药箱子的马的尾巴，
一步一步登上去。过河的时候，老
战士们会把他背在身上蹚过去。

冬天，部队经常在野外休息。
指导员王春林对郭俊泮特别关心，
担心他年龄小，冻坏了，每次睡觉都
把他搂到怀里，抱着他睡。

郭俊泮说：“王春林是山东人，
对我就像父母对孩子一样。睡觉
时，他抱着我，给我取暖，我睡觉可
踏实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解
放军战士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也
是渤海子弟兵最爱唱的一首歌。在
西征的路途中，他们是这么唱的，也
是这么做的。

1948 年秋季，部队突然接到行
军的通知，此时天上正下着倾盆大
雨。接到通知后，战士们毫不迟疑
地整装出发了。

这场暴雨一下就是整整一夜。
可不管再黑再冷，没有一个战士停
下脚步。大家排着队一直走到天亮
时才走近村庄。

为了不打扰当地老百姓，部队
没有进入村庄休整。战士们坐在路
边，将湿漉漉的衣服脱下来拧好，又
重新穿在身上。虽然被冻得直哆
嗦，但是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的。

由于经常行军，战士们平时几
乎吃不上蔬菜，每个人背着一袋炒
面，外加一把小水壶。每到一处，战
士们饿了就拿出炒面就着水吃，这
便是一顿饭。

有一次，部队到了一个村子。
因为让国民党部队祸害怕了，老百
姓一见到当兵的就都藏了起来。部
队在村里找到了一些粮食，然后写
上条子，把钱和条子一块放在老百
姓家里。

郭俊泮说，他们第二次再到这
个村子里时，老百姓都非常欢迎他
们，还派饭给战士们吃。部队很快
与当地百姓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
情。

提起往事，郭俊泮深有感触地
说:“国民党有先进的飞机大炮，而
我们却连一辆汽车都没有，为什么
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就是因为
部队纪律严明，走到哪里都备受当
地百姓的拥戴，是人心所向！而国
民党纪律涣散，人心背离，最后只能
节节败退。” 

现在的生活，以前想
都不敢想

1947年底，部队开往山西；
1948年，部队来到陕西一带；
1949年，部队到达甘肃张掖；
1950 年初，部队抵达新疆焉

耆、库尔勒等地。
在中国的大半个版图上，处处

留下了渤海子弟兵的身影。
郭俊泮跟随部队，万里西征，故

乡的影子渐行渐远。
在西征的路上，对于翻越祁连

山那段经历，郭俊泮终生难忘。
那是 1949 年 9 月，部队由青海

翻越祁连山，向甘肃张掖挺进。

此时的祁连山已经十分寒冷。
部队刚走到山脚下，雨夹着雪就下
起来了。一路上，风越刮越大，雪越
下越大，鹅毛大雪劈头盖脸，行军非
常艰难。老战士拉着小战士，女同
志则紧紧抓住骡子的尾巴，喘着粗
气，一步一步往上爬。战士们的军
装都结了一层冰，每迈一步都很吃
力。

终于，在天黑时，部队下到了山
脚。战士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胜利
翻越祁连山。

“过那个山，真是很难忘。”郭俊
泮说。

部队从甘肃抵达焉耆后，16
团、17 团留在了焉耆，18 团留在了
库尔勒。

开发新疆、建设新疆，从此农
二师成了郭俊泮的第二故乡。

郭俊泮说：“那时，我们医院
也垦荒种地。在焉耆我们医院分了
两块地。医院要自己开荒、自己种
地，自己养活自己。”

后来，郭俊泮成为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二师医院门诊放射科的一
名医生。

1968年8月，郭俊泮积极响应
党的号召，参加了支援巴基斯坦建
设。

1994 年，60 岁的郭俊泮正式
离休。

今年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70周年。

谈起这 70 年的巨大变化，郭
俊泮说，想都不敢想。刚来的时
候，库尔勒就像个村子，18 团就
在一个戈壁滩里面。你看现在这个
样子，谁能想到。过去说的是，你
们要好好奋斗，将来要实现“楼上
楼下，电灯电话”。现在的生活比
过去想象的还要好，手机、电视、
空调……

“我们一块当兵的、咱们山东
老乡，一个个都走了，现在没有几
个了。他们吃的苦比我多，这么好
的生活没赶上……”想到牺牲的战
友，郭俊泮禁不住哭泣起来。

郭俊泮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也在兵团工作。前一段时间，他的
儿子开车带着他和老伴到二师铁门
关市游览。看到美丽的城市风景，
他自豪地说：“我们兵团人就是能
干！”

郭俊泮：部队就是我的家
本报记者 安传龙 韩俊亮 李振平

老兵档案

郭俊泮，男，1934
年 6 月出生，1970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山 东 省 宁 津 县 人 。
1947 年 1 月参军，曾在
渤海军区教导旅担任
卫生员。1958 年后，
历 任 农 二 师 医 院 医
生、主治医师、副主任
医师等职;1968 年 8 月
至1971年3月，参加援
建巴基斯坦;1994 年 6
月离休。

本报讯（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贝贝 吴振丽 报道）11 月 13 日至
14 日，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交流
活动走进滨州。

与会人员到邹平市范仲淹政德
教育基地、邹平市人民检察院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站、邹平市爱心妈妈
工作室、黄山街道侯家村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点等地进行交流，并召开
山东省社区家长学校建设工作推进
会。会上，滨州市妇联主要负责同

志介绍了我市社区家长学校建设的
经验做法。

近年来，滨州市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探索“五化”（指导标准
化、培训系统化、队伍专业化、阵地
规范化、服务常态化）路径，持续推
进“1+2411”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建设，以社区（村）家长
学校规范化、高质量建设，提升家教
服务可及性、指导针对性和家校社
育人协同性。

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交流活动走进滨州

本报讯（记者 房艳梅 通讯员 
刘振鲁 报道）11 月 15 日，滨州市海
洋发展和渔业局联合山东省海洋科
学研究院、鲁北技师学院、滨州市民
营经济服务中心举办了以“科创赋能 
定制‘味’来”为主题的科技成果转化
创新沙龙活动，旨在进一步搭建 “政、
研、企、学”四方联动平台，促进海洋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推动滨州水产加
工产业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

活动现场，展示推介了 20 余款
以盐田虾为主要食材的加工产品，
集中签约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战略
合作协议，举行了“能工巧匠”厨艺

大师现场烹饪技艺展示、“‘烹’然心
动”特色菜品尝鉴赏会。

滨州水域资源丰富、渔业基础
雄厚，建成了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对
虾联合育种平台，对虾年产量超过
14.5 万吨，占全省 60% 以上 . 尤其是
盐田虾在盐度40—60‰的盐田里自
然生长，经检测其牛磺酸含量约为
淡水虾的 5—6 倍，鲜味氨基酸比淡
水虾高 17%，被业内称为“虾中新
贵”。滨州拥有珍味佳、虾小白、良
和食品、双量餐饮、渤海水产等一批
骨干企业，开发的100余款优质水产
加工菜品深受消费市场认可。

我市举办“科创赋能 定制‘味’来”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沙龙活动

促进海洋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推动水产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稳进新好

（上接第一版）《美丽滨州战略规划
纲要》印发实施。阳信县整县域推进
乡村生态振兴成效评估取得全省优
秀等次。截至目前，滨州已成功创建
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个、省
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1个、“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 3 个、减污降碳试点 3
个、近零碳示范5个、美丽港湾1个。

坚持锐意进取，生态环境监测
再上水平。6月23日至26日，滨州成
功承办第三届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
专业技术人员大比武，这是继 2019
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系统规模最
大、规格最高、专业最权威的比武赛
事。原创监测战歌《环保铁军先锋团
之歌》荣获市级战歌第一名。参赛代
表队荣获监测综合第5 名、辐射单项
第4名，实现了历史性突破，3名选手
入选省队并代表省队参加全国监测
人员技术大比武。

突出锻钢铸魂，坚持党
建统领淬铁军

滨州坚持党建统领，强基固本
提效能，全面激发党建与业务深度
融合“新动能”，汇聚形成党建主体
责任、业务发展责任同频共振，同向

而行的攻坚合力。
党建统领，铸造品牌。开展党建

活动，组织宣传教育，实施政务公
开，组织结对共建，全力打造“党建
领航·向绿而行”党建品牌和“青绿
涤魂·廉润铁军”廉政文化品牌。倡
导风清气正、朗朗乾坤、干事创业的
政治生态，让正能量赢得大流量，好
声音成为最强音，大力弘扬生态文
化，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本领高、
作风硬、敢担当、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特能奉献的铁军队伍。

执法攻坚，实战练兵。以执法规
范化建设攻坚年为载体，统筹推进
各项执法大练兵工作。组织3 轮次异
地交叉执法行动，出动执法人员 700
余人次，检查点位 233 个，解决了一
大批突出环境问题。

锤炼作风，守牢底线。把锤炼作
风、锻造铁军作为深入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的坚实保障。成立应急监测队伍，补
充应急监测设备，持续提升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反应能力和处置能力，
确保“准备充分、响应迅速、监测及
时、数据准确、报告科学”，坚决筑牢
生态环境保护安全屏障。

滨州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上接第一版）

聚焦数字经济，建设有
广度的智慧城市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
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
关键力量。近年来，滨州加快推动推
动数字产业化发展，连续两年成功入
选全国数字城市百强市；持续推进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招商工作，加快
数字产业项目招引；建立数字产业重
点企业和项目库，4个项目入选2024
省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名单，培育国
家区块链典型应用案例 1 个，培育省
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 21 个，省级数
字经济园区10家。

在工业数字化方面，滨州有 2 家
企业入选数实融合百强企业，助推
650 多家企业“智改数转”，培育国家
智慧健康养老试点示范企业 1 家、省
级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42 个、虚

拟现实公共应用体验中心 2 家、“产
业大脑”7 家、数字经济“晨星工厂”
376 家，高端化工产业链入选山东省
首批产业链数字经济总部项目。

在农业数字化方面，我市实施智
慧农业等八大工程，大力推动数字乡
村建设，不断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培育国家级数
字乡村试点 1 个、省级 7 个，创建智
慧农业应用基地 30 个，建立省级智
慧畜牧业应用基地 12 个、省级智能
牧场 5 个，建成益农信息社 4351 个，
为农民群众提供买、卖、推、缴、代、取
等服务。

为充分激活和释放数据要素价
值潜能，我市成立数据发展协会，联
合浪潮、山东航空学院等组建数字经
济协同促进中心；出台《公共数据授
权运营管理办法（暂行）》，探索行政
事业单位数据资产管理工作；开展数
据赋能“十百千”系列活动，打造一批
创新性强、引领效应好的典型案例和

场景；深入挖掘“数据要素×”优秀案
例，举办 2024 年“数据要素×”大赛
山东分赛滨州选拔赛，累计征集参赛
作品 233 个，助推 2 个作品入选国家
总决赛；3 项优秀应用案例入选全省

“数据要素 x”典型应用案例和创新
应用场景，2 类数据集入选全省“数
据要素 x”高质量数据集；上线滨州
数据交易平台，持续推动数据要素流
通应用。

聚焦基础设施，建设有
力度的智慧城市

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数字信
息基础设施是基石。近年来，我市全
市累计开通5G基站1.2万个，市大数
据管理服务平台累计汇聚数据达
56.5亿条，实现各级政府部门数据汇
集，打通数据壁垒，共享开放成效明
显；市公共数据开放网公共数据开放
率为100%，2024开放数林指数位列
全国第九；强化公共视频监控建设应

用，17 个案例入选 2023 年度省公共
视频智能应用优秀案例；全省唯一政
务领域 IPv6 国家级试点通过验收，
夯实数智滨州新底座，经验在全国复
制推广。

我市积极开展数据中心质效提
升行动，12 个数据中心获评省级新
型数据中心；推动打造鲁北区域算力
中心，可提供智能算力60P的魏桥国
科智算中心一期成功对外提供算力
服务，可提供2000P智能算力的二期
工程正有序推进，同步打造主城区算
力底座，夯实数字基建新支撑。

在融合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市
加大智能充电设施供给，全市累计建
成智能网联充电设施达 6212 个；智
慧滨州时空大数据平台为 40 余个部
门提供矢量地图、影像等数据支撑服
务；积极推进全省唯一加油站数字化
税控试点建设，已探索出一套可复
制、可推广的运行机制，形成滨州经
验并全省推广。

数字化加持 滨州城市“智慧”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