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在邹平市韩店镇西王生
态 园 的 大 棚 里 ，农 民 正 在 管 护 黄
瓜藤。

立冬以来，当地农民抢抓农时，
开展农作物冬季管护，田间地头一
派繁忙景象。（通讯员 霍广 摄影）

大棚黄瓜“冬管”忙

本报邹平讯（通讯员 苏小翠 报道）
近日，滨州市一级二级古树名木抢
救复壮项目在邹平市开工。位于
邹 平 市 临 池 镇 桥 子 村、长 山 镇 范
公祠前和长山镇北后村的 3 株一
级 古 槐 树 ，位 于 长 山 镇 苑 城 东 南
村、西 董 街 道 尚 庄 村 和 西 董 街 道
杨李村的 3 株二级古槐树被列入
一级二级古树名木抢救复壮项目
名单。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的瑰宝，

是不可再生的活文物和绿色古董。
但随着树龄增加，古树的生理机能
逐渐下降，抵抗病虫害的能力也日
趋下降，亟需采取措施进行养护复
壮。此次古树名木抢救复壮项目将
根据现场调查、理化指标测定、树干
无损探测、根系雷达探测等结果，编
制并评审通过“一树一策”救治方
案，通过科学有效的复壮措施改善
古树名木的生长环境，恢复古树树
势，延长古树寿命。

我市启动一级二级古树名木
抢救复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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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渤海之滨到天山之巅系列报道之八

“九死一生啊，我的命是很多
战友的命换来的……”96 岁的渤海
军区教导旅老战士苏玉山指着翻
开的《历史的记忆——纪念渤海军
区教导旅建军六十周年》相册说。

10 月 18 日，记者在新疆库尔
勒市苏玉山的家里见到了这位西
征万里、屯垦戍边的渤海老兵。

听说老家来人了，苏玉山特地
穿上军装，戴上军帽，笔直地坐在
沙发上。面前放着的一本《从渤海
到天山》已经被翻得打了卷。在他
的床头上则放着《历史的记忆——
纪念渤海军区教导旅建军六十周
年》等书籍。

苏玉山的大儿子苏学利说，父
亲对渤海军区教导旅特别有感情，
这些书都是他的宝贝。

三炮轰掉三个碉堡

其实，在参加渤海军区教导旅
之前，苏玉山还有一段传奇的民兵
生涯。

1928 年，苏玉山出生在山东省
惠民县申桥乡狗皮苏村。他的父
亲是村长，常常掩护八路军转移，
后来被日本鬼子杀害。

苏玉山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
村里的儿童团。后来，他又担任了
村民兵队队长。

当队长期间，苏玉山多次带领
民兵配合八路军伏击日本鬼子，有
一次还押运200多名鬼子和汉奸到
历城看守所。

1945 年 5 月，苏玉山任惠民县
荣华乡（申桥乡）武委会主任（民兵
队大队长）。

1946 年 5 月，苏玉山由乡里推
选到县大队军干政训大队培训。
同年11月，他参加了解放军。

1947 年 2 月，山东渤海军区教
导旅三团组建时，苏玉山又成了其
中的一员。

教导旅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
的紧张训练，于 1947 年 10 月开始
进行“野外大练兵”，行程 1000 多
公里，抵达了河北省武安县。

在武安，苏玉山成了一营营部
炮兵班的一名炮兵。每次行军，他
都要背着两发炮弹，还要背 5 个手
榴弹、2 枚手雷以及干粮袋等，至少
要负重20公斤。

西征路上，苏玉山历经运安、
宜瓦、澄合、西府陇东、黄龙山麓、
荔北、永丰、陕中等多次战役。

直到现在，留在苏玉山记忆深
处的还是战场的事，尤其难忘那些
离去的战友。而让苏玉山难忘的
有3场战斗：攻打运城、荔镇阻击战
和永丰攻坚战。

1947 年 12 月，部队成立之后
经历的第一次战役——运（城）安

（邑）战役打响了。
苏玉山记得很清楚，第三次攻

打运城的战斗异常艰难——我军
攻击多次，都被敌人的凶猛火力所
阻，伤亡很大。国民党守城部队不
仅全部修复了以前被我军摧毁的
工事，而且又在城东增修了不少碉
堡。

战斗再次打响，作为炮手，苏
玉山三发三中，打掉 3 个大碉堡。
剩下的两个大碉堡，另一个连的爆
破勇士们冲了上去……激战 7 天 7
夜，部队拿下了运城，取得首战胜
利。

还有一次，在荔北战役中，旅
长张仲瀚命令十八团死守荔镇，坚
决保住西北野战军总部撤退的唯
一通道。

在战斗中，十八团抵抗住了国
民党军队的轮番冲锋。十八团的
指战员坚守14个小时，没有吃一口
饭，喝一口水。他们一直坚守到西
北野战军总部机关脱离险境，成功
转移。

苏学利说，父亲的部队受到彭
德怀司令员的亲自检阅和表扬。
荔镇一战，十八团以善打阻击战而
名震西北战场。

在此次战斗中，团长陈国林、
三营营长李文泉等老红军、老八路
及众多连排骨干壮烈牺牲。有个
连队原先有 100 多人，最后只剩下
18个人。

1948 年 11 月中旬，西北野战
军发起冬季攻势。此时，苏玉山已
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在攻打永丰镇的战斗中，敌人
的炮火非常猛烈。作为炮手的苏
玉山随时都有牺牲的危险，但他从
来不怕，一发接一发地轰击敌人。

那时苏玉山用的是 82 炮。正
当他猛烈轰击时，一发子弹擦着头
皮而过，把他的帽子打掉在地上。

“在这次战役中死了不少战友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苏玉山
的眼里闪着泪光。

在此次战役中，旅副参谋长张
昱及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壮烈牺牲。
全旅死伤 1200 人，其中 505 人牺
牲，是部队西征以来打得最惨烈的
一仗。

1949 年 2 月，部队整编为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步
兵第六师。苏玉山成为了十八团
一营营部炮兵班班长。

九死一生翻越祁连山

苏学利说，现在到了冬天，父
亲的脚后跟就疼痛难忍——这是
他在翻越祁连山的时候留下的病
根。

1949 年 9 月，十八团由青海翻
越祁连山，向甘肃张掖方向挺进，
为解放新疆做好准备。

虽然是 9 月份，但是战士们还
穿着草鞋。祁连山海拔高达 4000

多米。部队翻越时，气温骤降，刮
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雪，不时还夹
杂着冰雹。

在行军途中，战士们又冷又
饿。为防止途中睡着后冻死在路
上，部队给每名战士发了几个辣椒
用来御寒和提神。“瞌睡了就咬一
口辣椒，一次不能都吃完，咬一口
就 装 起 来 ，走 一 会 儿 ，再 咬 一 口
……”苏玉山说。

由于海拔高，再加上食物不
足、不能按时就餐，苏玉山在翻越
祁连山时开始吐血，身体极度虚
弱。

从那时起，苏玉山的身体每况
愈下。到了后来，他吃了食物就呕
吐，不仅吐血，还尿血。直到 1968
年，苏玉山做了一次手术后，身体
才慢慢恢复。

1949 年 10 月 1 日，十八团指
战员在甘肃张掖就地参加了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活动。

在等待 1 个多月后，十八团指
战员由玉门乘车出发，于 1950 年 1
月抵达新疆库尔勒、轮台等地，拉
开了屯垦戍边的序幕。

兴建十八团渠立新功

“戈壁滩里么吆嗨，大生产里
么吆嗨，十八团官兵真勇敢来，敢
叫戈壁变良田……”

1950 年 3 月，十八团各单位到
达指定的生产垦区，接着便开荒种
地，拉开了大生产的大幕。

经过 1 年多的艰苦奋斗，十八
团的战士们开垦“处女地”14000多
亩，让戈壁荒滩换了容颜。

为了保证部队大生产继续进
行，不与老百姓争水浇地，十八团
在秋收尚未结束时，又投入到兴建
大渠的任务中。

1950 年 9 月 15 日，大渠破土
动工！

在龙口至大墩子 30 多公里的
工地上，十八团的 1300 多名官兵
一字排开，利用手中的坎土曼、铁
锹、十字镐、柳条筐等工具，开拓了
兴修水利的新战场。

团里组织成立了修建大渠指挥
部，并把大渠暂定名为“建新渠”。

大渠沿线是荒无人烟的大戈
壁滩。没住处，官兵们就挖地窝
子、搭帐篷、野外露营；没水，就用
大车和马到几十里外的大墩子驮。

苏玉山说，因为沿线大部分为
戈壁滩砾石，地质十分坚硬，十字
镐挖下去火星乱蹦，坎土曼、十字
镐挖不了多久就变成了秃头。团
里只好抽调人员组建铁木工厂，锻
造坎土曼、十字镐等挖渠的工具及
其他农具。

戈壁沙砾硬，指战员们的意志
更硬。他们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地

“啃”，手磨破了，皮肤皴裂了，大渠

一点一点挖开了。
“戈壁荒原什么都缺，唯独不

缺精神、不缺意志。”苏玉山说。
经过 8 个月的奋战，大渠胜利

竣工。
1951 年 5 月 15 日，在开闸放

水典礼上，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
王震将军说：“这条大渠是你们十
八团修的，也是解放军进军新疆修
建的第一条大渠，就叫‘十八团渠’
吧。”

“开闸放水！”随着王震司令员
的大声宣布，一股清泉从闸门中奔
涌而出。

王震激动地跳入渠中，跳跃着
向渠边的人群挥手欢呼道:“下来
吧！把多年征战的汗水和灰尘洗
掉……”

这些场景，苏玉山至今清晰地
记得。

如今的“十八团渠”已改建为
混凝土防渗渠，全长 62 公里，灌溉
了兵团和地方50余万亩的土地，成
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渠”。

献了终身献子孙

苏学利指着墙上挂的全家福
说，父亲和母亲可谓是献了青春献
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为边疆的
建设奉献了一生。他们一家三代
有12人在兵团工作。

谈起对父亲的印象，苏学利给
记者讲了两件事。

苏学利六七岁的时候，家里生
活很困难，吃的是包谷馍馍、高粱
面。春天，地里的苜蓿长出来了，
他就到地里面拔了两把苜蓿，却正
好碰到父亲苏玉山。苏玉山就让
儿子把苜蓿扔到猪圈里去。

苏学利说，父亲从来都是公私
分明。猪圈里养的猪是公家的，但
是如果苜蓿装进口袋拿回家就是
自己的，这是父亲不允许的。

还有一次，连队往外运送葡
萄。苏学利就跟在当连长的父亲
身边，眼瞅着一筐筐葡萄抬上车运
走了，自己一粒也捞不着吃。直到
葡萄运完，苏玉山才把掉落到沟里
的几粒葡萄捡起来，在身上擦了
擦，递给他吃。

苏学利说：“这两件事对我影
响很大。我父亲平常不怎么说话，
都是言传身教。他永远是把党和
国家的利益放在最前面，把自己的
利益放在最后。”

每当组织问苏玉山还有什么要
求时，苏玉山都说，他没任何要求，
因为他的很多战友都牺牲了，比起
他们，他能活着就非常幸运了。

苏玉山的行为也深深地影响
了儿女们。4 个儿女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

苏学利没想到，自己一参加工
作就被分到了父亲的连队。他说：

“父亲对我说，‘你不能给我丢脸’。
于是，我就带头下到洞里挖风化
煤，一担子有 90 多公斤，都是用双
肩挑上来的。每次我不是第一就
是第二，那年我才18岁。因为我是
连长的儿子，我得给老爹争气，不
能丢脸。”

后来，苏学利参了军。他一直
以父亲为榜样，参军第二年就入了
党。后来，他在公安系统退休。如
今，他的女儿接过了接力棒，在二
师的一家农资公司工作，继续为兵
团建设作贡献。

今年国庆节，苏学利和妻子带
着父母到博斯腾湖景区游玩时，有
很多游客带着孩子和身穿军装、佩
戴军功章的苏玉山合影。看着活
泼可爱的孩子们，苏玉山和老伴感
到由衷的高兴。

老兵档案

苏 玉 山 ，男 ，汉
族，1928 年 3 月出生，
山 东 省 惠 民 县 人 ，
1948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 1946 年 11 月 入
伍，历任渤海军区教
导旅三团一营炮兵、
班长等职，1959 年后
任学校指导员、工会
助 理 员 、连 长 等 职 。
1985年离休。

苏玉山：西征路上神炮手
本报记者 韩俊亮 李振平 安传龙

本报沾化讯（通讯员 雷雪敏 报道）
11 月 14 日—15 日，2024 年度全市
陆生野生动物监测培训班在沾化区
举办，来自相关部门和单位的 50 余
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邀请来自山东省野生动
植物保护站、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省

内高校的专家教授进行授课。培训
内容立足黄河三角洲生态文化，结
合我市生态环境特点，围绕野生动
物资源保护、鸟类监测与识别、高校
参与野生动物执法案件实践等内
容，安排了 9 节精彩课程。此外，参
训人员还进行了无人机操作、小型
兽类和鸟类监测等野外实地培训。

全市陆生野生动物监测
培训班举办

本报讯（记者 荆常忠 通讯员 宋菲 
报道）11 月 14 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
2025 年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征求
意见座谈会。

会议指出，编制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是做好全年立法工作的前提
和基础。要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市

委工作部署，推进全市现代化进程
的高度，科学选定立法项目；要推
进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注重
把各领域积累的有益实践经验转
化为制度成果，解决社会转型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要统筹立
法调研项目、年内审议通过项目、
跨年审议项目、立法后评估项目压

茬进行、梯次推进，提高立法工作
的接续性、连贯性，保障地方立法有
效、管用。

参会人员结合工作实际，从立法
目的和依据，立法必要性、可行性，立
法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规范的内容
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今年 9 月起，市人大常委会向市

直部门单位、各县（市、区）人大常委
会、全体市人大代表、基层立法联系
点、立法咨询专家等征集了立法建议
项目。通过《滨州日报》、滨州人大网
站、微信公众号等广泛征求了社会公
众意见。下一步，将在集思广益的基
础上，进行论证评估，科学确立立法
项目，增强立法计划性、科学性。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2025年立法工作计划建议项目征求意见座谈会

集思广益增强立法计划性科学性

本报讯（记者 李淑霞 通讯员 
杨贝贝 报道）近日，滨州市召开“爱
禾计划”项目现场推进会，发挥妇联
组织在托育服务中的积极作用，推
进社区托育点发展，让更多妇女和
家庭近享优质普惠托育服务。会
上，滨州市妇联、市卫健委、山东省
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签定《滨州市

“爱禾计划”项目战略合作协议》。
幼有所托，幼有所育，事关婴幼

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是人口
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性工程。近年
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托育服
务，将其纳入《滨州市“十四五”儿童
发展规划》，并连续 4 年纳入市政府
工作报告民生实事，出台一系列政
策支持措施，加快建设多元化、覆盖
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市妇
联深入落实市委、市政府要求，先后
出台《市妇联 0-3 岁婴幼儿照护服
务工作方案》，将“扩大普惠托育服
务供给”作为妇女儿童办实事项目，
在儿童友好社区和妇女儿童家园增
设图书角、小型游乐场等“适儿化”
活动设施，常年开设早教公益课程。
特别是今年，市妇联与市卫生健康
委、山东省乐安慈孝公益基金会联
合打造了“爱禾计划”项目，在博兴
县博昌街道新城社区和阳光社区成
功落地运行，为社区家庭提供“家门
口”的高质量婴幼儿托育服务。

“如何更好地将托育点建起来、
用起来，不断提升托育服务质效，是
我们各级妇联组织面临的重要课
题。”市妇联领导表示，今后将加强

“专业化”队伍建设，发展“多元化”
托育模式，开展“立体化”宣传，推动
托育项目、托育服务健康、可持续发
展。

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一项
需要合力推进的系统工程。下一
步，我市各级妇联将把托育服务作
为服务妇女、服务大局的有力有效
抓手，主动对接适宜社区、合适场
所，充分利用妇女儿童家园、妇女之
家等妇女儿童活动阵地，探索嵌入
式托育服务，让更多“爱禾计划”社
区托育点落地运行，助力打造“15 分
钟托育圈”，服务社区妇女家庭托育
需求。健全社区托育服务体系，主
动参与、积极行动，协助构建起“政
府主导、社会参与、普惠多元、安全
优质、方便可及”的多元化托育服务
格局，让优质普惠便捷放心的托育服
务走进千家万户。提升托育服务工
作质效，将“爱禾计划”项目作为托育
服务破冰的探索和实践抓实抓好，以
点带面，辐射引领，打造出妇联组织
参与托育服务的亮点和品牌，推动

“幼有所育”走向“幼有善育”。
与会人员还到博昌街道阳光社区

“乐家˙慧育”托育点、新城社区“爱禾计
划˙禾苗之家”托育点等观摩指导。

推进“爱禾计划”实施 
打造“15分钟托育圈”
      我市推进社区托育点发展，让更多妇女
和家庭近享优质普惠托育服务

（上接第一版）
在山东源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20万吨联产法钛白粉绿色生
产项目现场，李春田听取项目介绍，
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建设
内容、原材料供应、产品预期收益等
情况。他鼓励企业坚定信心、大干
快上，加快项目建设进度，不断优化
提升生产工艺和产能，把企业做大
做强做优，跻身行业前列。

在无棣宜能化工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锰酸锂及1万吨橡胶防老剂项
目现场，李春田听取项目工艺、产量
介绍，查看生产所需原材料。得知
企业利用废水、废渣作原材料生产
新产品，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后，李
春田鼓励企业深耕行业领域，进一
步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综合竞
争力，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伙伴来滨州落户，为滨州高质量发
展贡献更多力量。

张瑞杰、张博参加活动。

加快建设进度
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