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我省曝光8起医疗器械典型案件，

其中无证生产及经营定制式义齿占5起，成为问题高发区。
“因为定制式义齿均需量身定做，不可能批量生产，所

以生产企业最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小、数量多，目前该行业较
为混乱。”省食药监局医疗器械处处长刘本功说。此前我省
检查定制式义齿生产企业115家、使用单位3629家，责令整
改746家，立案查处生产企业15家、使用单位32家，移交卫
生部门无证医疗机构32家。

经过5个月的医疗器械“五整治”专项行动，我省共立
案查处医疗器械案件300件，捣毁黑窝点15个。该行动集中
整治了医疗器械注册虚假申报、违规生产、非法经营、夸大
宣传、使用无证产品等五种违法行为。“专项整治暴露出了
监管工作中一些不到位的地方，比如重审批、轻监管，日常
检查不够仔细等。”省食药监局副局长孙玉亭表示。

此次专项整治发现，责任意识淡薄、管理制度不健全、
质量控制不严格等问题不止存在于部分医疗器械生产、经营
企业，还有部分医院。比如济宁市兖州区食药监局对兖州市
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其使用的17600袋某消痛袋系未经注册
产品，兖州市食药监局给予该院警告、没收违法所得15 . 785
万元并处罚款47 . 355万元。

据统计，我省医疗器械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三位，“十二
五”期间，规模和效益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发展。

我省曝光的8起医疗器械典型案件是：
烟台三仁义齿有限公司在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情况

下违法生产义齿19883颗，销售给28家医疗机构。
日照市查处王某某等3人涉嫌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业

许可证生产二类医疗器械医用中心供氧系统和医用中心吸引
系统，涉案货值112万元。

东营市恒利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经营的109盒正畸金属托
槽系未经注册的医疗器械。

烟台鑫致美义齿有限责任公司在未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
的情况下违法生产义齿7758颗，并全部销售给32家医疗机
构。

兖州市人民医院使用的17600袋某消痛袋系未经注册产
品。

山东高唐旭日口腔器材有限公司未取得医疗器械生产企
业许可证生产定制式义齿。

淄博同创义齿制作有限公司未取得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证
生产定制式义齿。

淄博瑞德义齿有限公司未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经营定制式义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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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为国家而战”
——— 几位山东籍国民党老兵的抗战故事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齐静
本报通讯员 蒋惠庆

从2011年开始，山东关爱老兵志愿者召
集人“妙行”就关注抗战老兵，尤其是国民
党抗战老兵。现在，志愿者队伍已经达到数
百人，而长期、稳定地参与组织活动的也有
几十人。马上就到中秋节，志愿者们计划自
己出资走访看望老兵。

“妙行”说，这是一份“泡在泪缸里”
的工作，了解越深入，越能触摸到那段沉重
的历史。其中有几位老兵，八年抗战的全过
程都在一线战斗，他们是一群可歌可泣的民
族英雄。而让他最难过的就是“来不及”：
这些年来经过寻找与核实，确定的国民党抗
战老兵有69人，平均年龄超过93岁，而从去
年到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走”了十
位。

每一位老兵，都有说不尽的故事。

为国而战———

“抗日，当兵去！”

8月27日，记者经过多方打听，来到济
南市天桥区济泺路上一处建于上世纪80年代
的老房子，这里是抗战老兵崔圣武的家。

崔圣武曾是国民政府国防部警卫团二营
少校营长，今年已经93岁了。他个头不高，耳
背，眼睛也不太好，前几天刚做完白内障手
术，乍一看，和街头闲坐的老人没什么区别。
可是当他一开口，嗓门宏亮、中气十足，思路
依然清晰，一如当年那位热血军人。

“‘七七事变’后，日军开始全面侵

华。那时济南也深受战火摧残，驻守在黄河
北岸的日军，把大炮往济南城里打，从鹊山
一直打到纬一路。”崔圣武回忆，1937年他
还是一个16岁的初二学生，当年8月恰逢国
民党军队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将军
提议，组织训练回族军事人才投入抗日救
国，号召回族知识青年进入黄埔军校学习。
身为回民的崔圣武于是就报了名，和他一起
的还有自家的两个侄子和一个外甥。

在同样的历史天空下，无数热血青年做
出了同样的选择。“国家号召参战，我们那是
为国家而战。”1922年出生的李玉夏老人也在
16岁那年当了兵，“家人不太愿意，我娘和我
兄弟都说，‘你当兵还能活下来吗？’”

李玉夏答：“大学教授、大学生都参加
战争，都上前线了，我能不去啊？”

李玉夏还是走了。父亲含着眼泪将其送
到黄河边上，看他上了摆渡船。

后来，等到李玉夏再回到家的时候，他
父亲说：“你真狠心啊，我送你的时候，你
都不回头看看。”

还有一位名叫袁贻莲的抗战老兵，家境
非常优越。湖南战事正紧，长沙会战正酣
时，他想当兵卫国，父母为阻止他，把他衣
服脱光了锁在房间里不让出去，可他还是偷
偷跑出去，爬上了去往湖南的车。

向死而生———

“天天把脑袋别裤腰带上”

当真正踏上抗战之路的那一刻，他们发
现死亡离自己如此之近，用崔圣武的话说，
“天天把脑袋别裤腰带上”。

记者在微山县沙沟镇见到殷延伟时，这
位93岁老人的面容深深地刺痛了记者的眼
睛。他的后颈和耳后分别有一个深深的弹
孔，身上还有不少伤疤。“这是在豫中会战
中负的伤。”老人轻描淡写地说。

黄埔军校毕业后，殷延伟被分配至汉中，
曾任国民革命军193师579团团部防毒军官，
随后与29军91师272团上尉防毒军官张全瑛
对调服务，不久调任第二营六连上尉连长。

1944年，豫湘桂战役爆发，随后豫中会
战打响。“那个时节，过一两天就可以收麦
子了。”殷延伟所在连担任尖刀连，与敌人
遭遇后，日军立即一炮连一炮地打，重机枪
也打。他们占领阵地，爬上寨子的土围子，
日军立即派出两架飞机一圈一圈往下丢炸
弹，并用机枪扫射。

“我被日军不知是炮弹还是炸弹弹片击
中，碎弹片飞进了我的背部、后脑部、颈部，还
卡在右耳后的肉里，大量流血。之后，我隐约
记得是在夜里被人抬着走，因为有时能看到
天上有星星，但随即又会疼晕过去。”后来他
不知怎么被丢在麦地边上，睡了几天也不知

道，醒来后爬到老乡家找水找饭，吃了自己身
上带的“人丹”（一种中药），才活了下来。

还有一些危险，不在明处，在暗处。
1943年，李玉夏接到命令，到烟台鸿福大菜
馆找一个代号为“O”的人接头，搜集日本
海军情报。“被日本人的特务机关抓住就毁
了。”好在李玉夏机敏，没有被逮住。

无怨无悔———

“我的一生是抗战的一生”

志愿者们找到老兵，都会问一个同样的
问题：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由于历史原因，很多抗战老兵在动荡年
代，遭受过多次冲击。虽然去年7月民政部
以答复人大代表议案的形式说明，把符合条
件国民党抗战老兵纳入社保范围，但记者采
访发现，很多老兵依然生活困难，特别是农
村的老兵，除了老人补贴，无其他收入。有
的老兵，居住条件极差，几乎没有最基本的
日常生活用品，更不用说医疗保障。

面对“心愿”这个问题，与物质需求相
比，所有的老兵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答案：
希望被承认，我们是抗战老兵！

因此，关爱老兵网制作了纪念章发给老
兵，包装盒上写着：谨献给为我中华独立自
由抵御外敌的民族英雄。每一位老兵从看到
纪念章时的期盼、佩戴纪念章时的激动、拍
照时的庄严和自豪，让志愿者们难以忘怀。

济南有一位远征军老兵张麒麟，志愿者
们找到他刚三个月就去世了。后来老兵的儿
子说，在整理老人的遗物时，发现放置这枚纪
念章的盒子已经磨损得非常厉害，纪念章也
已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后来得知，老人每天不
停重复着一件事情：打开盒子，拿出这枚纪念
章观看、抚摸，然后放回去。在这短短的几个
月中，竟把盒子的漆面磨掉了许多。

或许，这些老兵们并不清楚这个奖章是
来自官方还是民间，只要有人认可，老兵们就
心满意足。记者采访崔圣武，他反复提及一个
词———“无怨无悔”，那是因为媒体与志愿者
组织的活动使他认为自己得到了认可，“认可
了我是抗战老兵，我的一生是抗战的一生”。

这位老人经历坎坷，后来妻离子散，他
怕自己尴尬的身份会拖累子女，一直没有联
系同在一座城市的女儿，直到女儿通过媒体
报道知道自己父亲还活着，38年中没见一面
的父女才终于相见。在场者，无不动容。

今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69周年纪

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临之际，记

者走近抗战老兵，来到当年日军在山东

犯下累累罪行的发生地，探访山东两大

著名抗战纪念馆，形成了四篇报道，今

日起连续推出。希望通过这组报道，回

望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苦难历

史，书写山东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

的悲壮史诗，在铭记历史中，更加珍视

今日和平之不易，砥砺民族复兴的坚强

信念。

■编者按

醉人齐鲁风 炫目高科技
——— 文博会十七市展区掠影

□ 本报记者 赵君 贾瑞君

第五届文博会开幕以来，主会场济南国
际会展中心热闹非凡，前来观展的人络绎不
绝。我省17市全部参展，展览内容丰富多
彩，颇具特色新意。

传统艺术品秀风采

作为传统文化大省，此次文博会上山东
十七个城市的展区，不论是展区设计还是展
品，都呈现出了浓厚的传统文化特色。

罗庄鹿鸣手绘陶笛、郯城民族乐器、兰
陵小郭泥人……临沂展区的民间艺术品引来
了不少人驻足欣赏。淄博展区则以“琉光陶
韵、创意淄博”为主题，将其特色的陶琉文
化艺术品带到了展会现场。

“丝绢烙画，烙铁的温度必须掌握
好。”在济宁展区，73岁的董树清给大家讲
述着烙画的特色和技巧，“颜色深的地方烙
铁温度高，浅的地方温度低，如果控制不
好，丝绢可能就烙坏了。”

“德州剪纸很有名。但是传承下来的少
了。这次将我们的剪纸作品带到文博会上，就

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正面临失传的手
艺。”在德州展区，来自宁津的张姓小伙儿说。

书画艺术源远流长的潍坊打出了“中国
画都”的名片。“人间仙境·醉美烟台”，
烟台展区的多种葡萄酒也是一大亮点。还有
聊城的梨木雕刻、威海的锡嘴壶、莱芜的布
鞋、日照的绿茶、滨州的草柳编，无不将传
统工艺展示得淋漓尽致。

“东营的芦苇画，我第一次见到，非常喜
欢。第一次来山东，看到了这么多具有传统特
色的展品，印象深刻。”来自北京的刘刚说。

据了解，此次文博会在前四届的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和展示齐鲁优秀文化，“鲁”字
号文化产品占到了展会内容总量的60%。

高科技体验引人驻足

“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是本届文博会的
主题，漫步十七城展区，创意亮点频出，高科
技产品给大家带来了新鲜独特的观展体验。

济南展区外墙电子屏幕前面围满了人，
原来，大家都在等着与文博会卡通形象“山
东大嫚”拥抱合影留念。而这一次，他们拥
抱的并非真实存在于现场的“大嫚”。“通

过AR技术，只要人站到识别区就可以和虚
拟的形象互动。”有关负责人李惠解释，
“你看，识别区内只有那个女士一个人在，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屏幕上她已经和
‘山东大嫚’互动起来了。这项技术在日本
运用广泛，但是在中国还不多。”

“3D打印很多人只是听过，但不知道打
印出的东西什么样，也不知道打印怎样进
行。”枣庄展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为
此他们将3D打印的作品和打印机带到了文
博会的现场。“玉米秸秆成分的生物质淀粉可
以做3D打印的原材料，耐高温、强度好，还可
以降解。”听完介绍，游客长了见识。

青岛展区以蓝色为基调，凸显了海洋文
化的特色。展区中，青岛出版集团的刘方向大
家推荐着微信号“青岛微书城”。“现在手机上
网、下单非常方便，我们推出了全国首家微信
书城，不管多远一律免邮费，而且，可以给我
们留言，‘私人定制’想要的图书。”

特色展品叫好又叫卖

在青岛展区，恒德科技的孙晓波将公司
生产的“数字化舞台指挥调度系统”搬到了
现场。“这是典型的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之
作，作为目前最为先进的文化科技装备产
品，填补了国内外数字化舞台集成装备的市
场空白。”孙晓波介绍道。虽然不是专业的
交易会，但是两天内已有十四五家企业到现
场了解这一设备，其中四五家企业与其达成
交易协议。“希望接下来几天里更多的人来
了解我们的产品。”孙晓波说。

驴油火烧、女儿茶，泰安的两种特色食
品出现在了文博会展区。杨爱香夫妇一边与
大家交谈，一边忙着炒茶，不少人正在旁边
品味新茶。问及女儿茶交易情况，杨爱香高
兴地说：“非常好。200元一斤，一天多卖
了七八斤”。

“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的展区，充分融入
牡丹元素，主打牡丹文化品牌。刻瓷艺术家马
宪荣带着她精心制作的牡丹刻瓷工艺品来参
展，“这样一个16寸刻瓷盘要花一周的时间完
成，刀的力度必须掌握到位。”马宪荣热情地
向大家介绍刻瓷作品。“一天半的时间，卖出
去了三件作品，我非常满意。而且已有两个商
家和我初步达成了订单意向。”

■相约文博会

我省曝光8起

医疗器械典型案件

定制式义齿
成问题高发区

□ 本报记者 李檬 赵洪杰

农村养殖污染，哪个较严重？肉鸭。鸭粪较为稀薄，无
法像鸡粪那样回收后用作肥料，故而养鸭户一般都是用水将
鸭棚中的鸭粪冲入河流，冲不掉的则人工锄粪后堆到路边。

对于养殖肉鸭造成的污染，沂水县道托镇环保办主任孔
庆丽深有体会：该镇后涝坡村某处塘坝，曾受到坝上5个鸭
棚的直接排污，不但塘坝中的上千条鱼苗全部死亡，塘坝边
的700余株桃树也全部枯萎。堆到路边的鸭粪则蝇虫成群、
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村民的生活。为此，该镇曾推行在鸭
棚旁建造三级污水沉淀池的方法，但几次冲棚后沉淀池即被
鸭粪填满，收效甚微。

8月27日，记者在沂水县沂城街道鼓山前村养鸭户刘尊
玉的鸭棚中，却看到另外一番景象：鸭棚内几乎没有刺鼻的
臭味，地面上也踩不到鸭粪，连肉鸭身上都很清洁。

离地面80厘米处，架设了大面积的铁网，肉鸭依然在网
上养殖，不过比一般的网要高。铁网下面铺上了25厘米厚的
垫料。据介绍，这就是在养鸭大县沂南及沂水推广开来的肉
鸭养殖新模式——— 高网发酵床。

沂水县益爱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付庆，是该模
式的发明人。2007年，他受在我省渐渐流行的自然养猪法的
启发，研发出了肉鸭环保垫料发酵床。

垫料使用锯末或稻壳，按一定比例喷进活性菌种。肉鸭
将粪便排在垫料上，由人工翻动垫料，鸭粪与活性菌种充分
接触后即可去除氨气与臭气，稍经发酵便可做肥料处理，从
而极大减少了鸭粪污染。

“污染是减少了，但经济效益还是问题。”李付庆发现，起
初主要存在四方面的问题：肉鸭喜食翻动上来的垫料，影响饲
料喂养；鸭粪让垫料受潮，肉鸭趴在上面，夏季易造成湿疹；霉
变的垫料与肉鸭直接接触，易造成霉菌中毒；养殖密度小。

这些问题不解决，会影响该环保模式的推广。经过进一步
摸索，李付庆想到了改良方法：将铁网架高，鸭子与垫料分离。

据介绍：在一个800平方米的鸭棚中，饲养密度从8只/
平方米提高到10只/平方米，批次从每年8批提高到每年10
批，每批可节省160立方米冲棚用水、10公斤抽水泵用柴
油，料肉比也由1 . 72下降到1 . 57。

作为配套设施，李付庆还发明了网下自动翻料机和网上
PVC饮水管，前者可以在网下的狭小空间中自动来回翻料，
后者则减少了肉鸭饮用水洒进垫料，形成污水的可能。同时
增加了有效使用面积，提高了鸭舍的载鸭量。

垫料通过自动翻料机耙翻后变的蓬松，肉鸭接触不到垫
料，垫料不再被压实，保证里面有充足的空气。李付庆说，
这使垫料易于通风散湿，使用期更长，能使用养殖30个批
次，使用期限延长30％－50%。

省畜牧总站高级畜牧师周开锋告诉记者，一个存栏规模
4000只肉鸭的棚舍，面积约450平方米，垫料制作费1万余
元，折合22 . 5元/平方米，可养殖30个批次，旋耕机每次翻
耙的燃油费10元，淘汰的垫料可生产生物肥，每只商品鸭发
酵床分摊成本不高于0 . 10元，而一传统发酵床制养殖密度5-
7只/平方米，可使用15-20个批次，约2-2 . 5年，每只商品鸭
分摊成本近0 . 2元。

“该模式的发明解决了肉鸭养殖业环保（粪污）问题，
提高了鸭舍使用效率，加快了肉鸭业转型升级步伐，真正达
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兼顾，肉鸭业与资源、环
境和谐发展的目的。”

李付庆认为，虽然推广该模式可使肉鸭养殖更加经济环
保，但认可度仍是推广该模式的主要瓶颈，而市场上的众多
低劣模仿者，也让养鸭户深受其害，因此需要加强引导。

高网发酵床模式

巧解养鸭污染
市场上的众多低劣模仿者深害养鸭户

老共产党员、家住无棣县车王镇五营后村的89岁回族老人
冯树山，当年是我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的一员。记者采访时，
他反复提到那场“王许庄子战役”。“那场仗打得惨啊，我们
一个排的兵全让日本人打光了！”

冯树山回忆，当时他所在连队被日伪军包围，他们与敌人进
行拼刺刀肉搏战，排长吴金峰（音）活活被用刺刀穿胸挑死，班长
也被击中头部当场身亡。“除了我，全排都打没了，战友们死得太
惨了。”老人说到这里，情绪失控，嚎啕大哭起来。

经历过战争更珍惜和平之不易，但冯树山说，如果再有外敌
入侵，“给我一杆枪，照样打鬼子！”（□张春晓 齐静 报道）

29日，在泰安展区，小朋友们正体验传统皮影艺术。(□大众报业记者 周青先 报道)

□记者 赵君 贾瑞君 报道
本报济南8月30日讯 今天，记者在文

博会主会场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发现，不少传
统工艺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意创新，实
现与现代生活和市场对接。

“这次参展文博会的作品中，有一件12
星座剪纸，很受年轻人欢迎。”来自德州的
张建志介绍道。记者看到，装裱精致的六米
长卷上，12星座的形象颇具特色。

“我们注重做年轻人喜爱的剪纸。剪纸题
材贴近年轻人，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国
际文化的结合，而且我们公司从事剪纸的也
大多数为年轻人，包括一些大学生等高素质
人才。年轻人比较了解流行趋势和现代艺术，
年轻人感染年轻人，效果更好。”张建志说。

文博会现场，多个展区的葫芦工艺品引
发了大家的兴趣。来自烟台的宋玉良介绍，
“最初开始在葫芦上烙画，做了有十年。但
是烙画保存期短，容易褪色，不适合收藏，
后来增加了雕刻葫芦。去年，又引入金丝画
工艺，先用金丝完成构图轮廓，再将彩色沙
子黏上去，非常漂亮，很受欢迎。”。

宋玉良说，他从事葫芦工艺品制作的20
年，也是葫芦工艺不断发展的20年。民间工
艺品制作大师不断改良、创新，将更多种
类、更高品质的工艺品呈现到大家面前。

在东营展区的芦苇画展位，一个高约30
厘米的蓑笠翁形象引来了不少人驻足拍照。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
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但是问我的孩子，
什么是蓑笠，她不知道。”来自东营的李光
祥说。为让年轻一辈了解古文中的蓑笠，也
为防止传承2000多年的传统手工艺失传，李
光祥开始了芦苇画之外的芦苇工艺品制作，
如芦苇做的笠帽，茅草做的蓑衣，还有一些
苇编鱼篓等器皿。

“做年轻人喜爱

的剪纸”
文博会展品呈现传统工艺

对接现代生活趋势

老战士

忆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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