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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就立体路网 打造黄金水道

“交通枢纽”，滨海的又一张名片 □记者 郭继伟
通讯员 谭瑞耕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18日，全省“电子社

保”建设推进会在潍坊召开。潍坊市社保中
心主任张廷贵在会上介绍，2013年潍坊市被
评为全国首批“电子社保示范城市”，今
年，该市社保卡增添服务功能，可通过自助
服务终端提供个人信息录入修改功能，实现
红色印章套印、A4纸连续打印。

记者在潍坊市社保中心的自助服务区，
看到工作人员迟峰正在给居民介绍自助服务
设备的使用方法。“我们这里的自助服务终
端设备可以支持软键盘输入，参保对象可以
修改维护本人的基本信息；具备连续A4纸
张打印功能，还可以套印红色印章；设备与
金融机构联网运行，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可以
在自助设备上选取缴费档次，实现个人自助
缴费。同时，还支持指纹、掌纹静脉、人脸
识别等多种认证方式，退休人员可就近完成
资格认证。”迟峰告诉记者。

“自助终端的这些功能提高了经办效
率，减轻了柜台的工作量，缓解了我们的工
作压力，我们社保中心服务大厅由原来的41
个窗口减少到26个，精简37%。现在使用自
助设备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以后会有越来越
多的居民使用，大大减少经办时间。”潍坊
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刘晓辉说。

社保卡有了

“自助服务”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申燕祥 王妍婷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市林业

部门获悉，潍坊市林业有害生物普查工作正
式启动。

日前，国家林业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认真组织实施普查工作。普查将全面查清我
国林业有害生物种类、分布、危害、寄主等
方面的基本情况，及时更新数据库，为科学
制订防治规划、有效开展预防和治理提供全
面、准确、客观的信息。

普查对象为可对林木、种苗等林业植物
及其产品造成危害的所有病原微生物、有害
昆虫、有害植物及鼠、兔、螨类等。普查内
容包括，调查有害生物种类、寄主植物（危
害木材种类）、发生范围、发生面积、危害
程度、传播途径等情况。其中，若为2003年
以后发现的从国（境）外或从本省级行政区
外传入的有害生物，还应调查其传入地、发
现时间、传入途径，以及对当地经济、生
态、社会影响。普查需在有害生物发生盛期
或表现症状期开展，以乡镇（林场）为单
位，踏查和详查相结合。

林业有害生物

普查工作启动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2月23日，潍坊市中级人

民法院与潍坊学院推进司法公开合作协议签
约仪式在潍坊学院举行。

签约后，潍坊学院将作为第三方评估机
构，对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工作进
行全面客观评估。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与潍
坊学院合作，将第三方评价机制引入司法公
开评估工作，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形成
了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的司法公开综
合评估体系，有利于促进司法公开工作的深
入开展和规范运行。

市中院司法公开

引入第三方评价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王勇钢 王志顺

12月23日，搭载2000余吨货物的“长达隆”
号滚装船从潍坊港驶往辽宁营口港，鲁辽陆海
货滚甩挂运输大通道航线实现首航。该项目借
助甩挂场站体系和陆路干线网络，形成了纵贯
我国东部地区南北方向千余公里的多式联运通
路，未来将发展成为连通华东——— 东北地区的
物流大通道。潍坊滨海，现代综合交通枢纽的
角色又增加了一道耀眼的光环。

潍坊市“突破滨海”战略实施以来，潍坊滨海
依托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咽喉地带的区位优势，把
交通基础设施配套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加快公
路、铁路、港口等要素集聚，全力构建环渤海地区
与长三角地区连接京津冀的重要现代综合交通
枢纽。

织就无缝连接路网

打通城市“血脉”

“来滨海已经5年了，也算是大半个滨海人了，
但现在新修了很多路，自己都认不清了，特别是这
两年的路网变化，用‘沧桑巨变’来形容一点儿也
不为过。”12月18日，记者与潍坊滨海区山东联兴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亮宝聊起滨海路网，
高亮宝感慨良多。他指着不远处的一条公路说：

“与公司一墙之隔，500米之外就是疏港公路，从公
司生产的产品运到潍坊港仅需10分钟车程。通过港
口，公司产品走出国门，销往世界各地。”

路网是城市“血脉”，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支撑。为让“血脉”流得更通畅，滨海区投资30

多亿元，先后建设了疏港公路、长江西街、黄河西
街、渤海路、海汇东路等出口道路以及园区、村村
通道路，全区已形成主干路、县乡路、专用路布局
合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据了解，目前滨海区
域内公路通车里程已达693公里，仅去年以来就
新增通车里程150公里。

“以前总感觉潍坊往北去的车辆应该不多。
如今在滨海工作，每天坐班车往返潍坊与滨海，
走在北海路上，车辆经常排成一条长龙，一眼望
不到边。”在滨海旅游集团上班的王学川说。

北海路是联通潍坊中心城区到滨海的一条
大动脉。据粗略估计，每天早上通过北海路进入
滨海区的车辆有数万辆，随着“突破滨海”战略的
实施，人流、物流迅速向滨海聚集，即便是双向八
车道，如今宽阔的北海路也是“车满为患”。

潍县中路改造工程的开工建设，为潍坊中心
城区直达滨海又将打通一条大通道。目前，潍县
中路滨海段已全线通车，其他路段也已基本建
成，即将通车。

高速公路、铁路、区内路网编织了滨海“无缝连
接”的交通路网，荣乌高速贯通滨海，经其到青岛只
需1个小时车程，到北京也仅需5个小时，潍日高速
公路滨海连接线段也已开工建设。8月12日，全长256
公里的德大铁路全线铺通，该铁路东端起点为滨海
大家洼。同时，滨海辖区内大莱龙铁路、益羊铁路已
建成，疏港铁路、城海轻轨即将开工，黄大铁路明年
全线开工建设，未来将有6条铁路在滨海交会，滨海
将成为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

突出港口带动

打造黄金水道

10月18日，来自澳大利亚的2420头奶牛和
500头肉牛到达潍坊港，经潍坊检验检疫局工作
人员检验检疫后确认，无一死亡。这标志着潍
坊港成为省内继青岛港、烟台港和日照港之
后，第四家可以接卸外贸活畜的港口，开创了
潍坊市外贸进口活畜的先河。同时，运输种牛
的“BISON EXPRESS”号(野牛快车号)轮船的
到访，标志着潍坊港首条远洋航线正式开通。

潍坊港是滨海开发乃至潍坊市转型发展的
关键支撑，也是“突破滨海”的“第一突破
口”。为加快建设亿吨大港，滨海区引进山东
高速集团，成立了潍坊港务有限公司，形成多
元化办港格局，与大连港、营口港等成为合作
伙伴。目前，5万吨级航道已累计完成投资4 . 9亿
元，中港区3个2万吨级码头正式运营，2个5万
吨级液化品泊位引堤护岸工程也已完成合龙，
正加快码头泊位建设。潍坊港已开通5条集装箱
航线，截至11月，潍坊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6万
标箱，同比增长超过300%。

让人振奋的不仅如此。12月23日，山东与
辽宁间陆海货滚甩挂大通道航线正式自潍坊港
首航，这标志国内首条海上绿色货滚甩挂运输
通道建成通航。该项目以潍坊港和营口港为起
点，以鲁辽两省为中心区域，利用渤海湾水运
资源，向南延伸至海峡西岸、向北延伸至哈大
齐经济带，借助甩挂场站体系和陆路干线网
络，形成纵贯我国东部地区南北方向千余公里
的多式联运通路，成为我国的一条“黄金水
道”。该项目陆海联通，有效整合了节能减
排、甩挂运输、多式联运等先进理念，具有明
显的示范带动作用。它将环渤海湾原运输模式
截弯取直，通过海上通道实现两大港口直线连
通，既避免了绕行山海关走“C”字形的弯路，

又避免了绕行烟台走烟大“D”字形的航线，可大
幅降低运输成本。

记者在潍坊港西侧看到，潍坊渔港建设正如
火如荼。潍坊渔港与潍坊港一体规划发展，正式
启动建设渔港经济区，目前已完成投资8亿元，吹
填土方100万方，建成海上疏港路14公里，目前已
具备渔船停靠条件。小清河通航后，潍坊港、潍坊
渔港将实现河海联运、一体发展。

“海陆空”联动

现代物流基地现雏形

11月22日，随着“富顺号”货轮停靠潍坊港，潍
坊滨海区迎来了首艘万吨级石油焦巨轮。据悉，这
是由山东联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印尼采购的大
宗商品，经过公司加工后，销往国内外。在此次国际
贸易过程中，采取了“车船直取”的方式完成卸船装
车，直接运输到位于滨海海港物流园保税区的仓储
基地，实现保税仓储，避免了产品污染。

依托潍坊港的强大辐射带动能力，滨海海港
经济产业风生水起。这个区大力发展海上运输、
临港物流、现代渔业等临港产业，并紧邻潍坊港，
建设了海港物流园。目前，龙威海关监管区、联兴
石油焦交易市场、中棉物流园等项目已建成投
用，达美物流园、山东高速交通物流园、潍坊综合
保税区B区等10多个项目正有序推进。潍坊滨海
正以港口、保税港区为龙头，推进海港物流、陆路
物流、空港物流相结合，加快建设海陆空集合的
区域性物流集散中心。

下步，随着潍坊机场北迁，潍坊滨海将逐步构
建起集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于一体的海陆空立体
化交通体系，为滨海开放开发提供强大支撑保障。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傅汝强 吕光玉

58年前，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王德
明和妻子丁桂申谢绝组织安排，自愿返乡务
农，靠双手谋生拉扯5个子女，日子虽然清贫，
但从未向当地政府提出过特殊要求；如今，英
雄故去，老伴丁桂申虽双手残疾，年事已高，
仍坚强自理。

一级英雄 返乡务农

诸城市桃林镇井上村绝大多数村民都记得
村里曾经住过一位抗美援朝“老英雄”。这位
老人叫王德明，1988年从该镇历家官庄村迁到
井上村居住，因患肺气肿于2002年去世。不
过，村民们有所不知的是，王德明是抗美援朝
“一级战斗英雄，而且全国获得这一称号的仅
有50人。

12月12日，记者驱车来到井上村，在村民
的指引下，找到了王德明生前居住地——— 井上
村151号，并见到了老英雄的老伴丁桂申。今年
80岁的丁桂申老人找出了王德明生前珍藏的一
些资料。

生于1925年的王德明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
放军，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
海等一系列战役，在渡江战役中荣立三等功，在
解放上海战役中荣立二等功。1950年11月，王德明
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担任担架员。
王德明抱着“上级叫干啥就干啥，人民需要什么
就干什么”的信念，一心想着怎么把工作做好。

在艰苦的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王德明所在
营最后只剩下王德明一副担架了，而且他的脚也
冻伤了，但他坚持转运了29名伤员。1951年春，第
四次战役初期，王德明所在连在汉滩江南岸一高
地阻击敌人。那时，汉滩江水依然凉得刺骨，敌人
的炮火在汉滩江两岸和江心布成三道防线，企图
切断我前后方的运输与联络的道路。王德明往阵
地上运送弹药，下阵地时抬回伤员，4天时间在冰
冷的汉滩江水中趟过18次，没有出过一次事故。
当连队干部相继负伤后，他挺身而出带领战友打
退敌人3次冲锋，守住了阵地。他一人杀死杀伤敌
人30余人。1951年4月，王德明晋升副排长。1953年
1月，经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批准，记特等功一
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所在的部队驻扎烟
台，他也被提拔为排长。”丁桂申告诉记者，
部队领导一度让他到营里担任参谋，但战争给
王德明落下了神经性头痛的后遗症，他主动提
出了返乡务农的请求。

虽然部队领导多方挽留，1956年8月，王德
明与妻子丁桂申还是回到了诸城市桃林镇历家
官庄村老家务农。

夫唱妇随 甘守清贫

“从部队回来后，他就一心一意务农了。
唯一和部队沾边的是，他还兼着村里的民兵连
长。”丁桂申说，当时诸城县委组织部的同志
到家里动员王德明到县城工作，但被他以身体
不适、不识字为由拒绝了。

后来，时任公社党委书记动员王德明去公
社工作。于是，王德明和丁桂申便到了公社从
事工业生产活动。“主要是挖草木灰，然后制
作肥料。在干了两、三年后，他就坚决要求回
村，不想再给组织添麻烦。”丁桂申说。

从此，王德明和丁桂申就一直在村里务
农，并相继养育了5个子女。至于孩子，王德明
也从来没有给组织提过要求，目前除小儿子大
学毕业在广州工作外，其余4个子女均在诸城当
地务农。丁桂申回忆，王德明在子女年幼时从
来不讲他在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1979年初，
王德明给国务院寄了一封信，查询自己抗美援
朝后捐赠给国家的一些物品下落。从他保存的
遗物中，记者看到了1979年2月1日中国人民革命
军事博物馆给王德明的回信，里面写着该馆保
存了他被朝鲜授予的战士荣誉勋章一枚，以及
全国人民顾问团赠送的衬衣一件、钢笔一支，
并给他附寄了这些革命文物的照片。

“1988年，我们在井上村盖了4间房屋，全
家搬到了这里继续务农。”丁桂申说，当时盖
房子的钱几乎都是借的，以后手里每攒下一点
钱就还上一笔，至今还欠着大女儿家1000多元
没还上。

经常发作的神经性头痛让王德明丧失了部
分劳动能力，不过他并未因为家庭生活艰辛而要
求组织照顾。“他生前一直领取二等残疾金。以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年发500多元，去世前两
年一年能发到2000多元。”丁桂申说，家里孩子
多，再加上他又不能干重活，日子一直过得紧紧
巴巴。但王德明经常说，比比那些牺牲的战友，自
己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双手残疾 坚持自理

王德明2002年9月因病去世后，丁桂申就一
直独自生活在井上村的老房子里。丁桂申住的
房子虽是瓦房，但低矮简陋。她说前几年房子
一下雨就漏水，无奈之下重新换了瓦。屋里除
了东屋有为小儿子结婚时买的彩电、冰箱外，
再没有其他电器。记者看到，冰箱的电源插头
未插。老人说儿子结完婚回广州后这几年，彩
电、冰箱就没有再舍得用过。

据了解，因为年事已高，丁桂申已经不能下
地劳动，目前主要靠在当地务农的儿女提供粮
食，在广州工作的小儿子给她寄点钱。但儿女们
生活也都不宽裕。“孩子们都种地、打工，也有自
己的孩子，都很忙很累，不能太麻烦他们。”丁桂
申说，她目前每月能够领取75元的老年人补贴。
记者看到，丁桂申自己在院子里种着菠菜、大葱
等蔬菜，平常吃菜就靠这些。

桃林镇董家庄子社区党支部书记王秀明告
诉记者：“因为是一个村子的，从小就了解一

些王德明老人的英雄事迹。可是我们村子没有
什么收入，能力有限，无法给予老人更多有效
的帮助。”

虽然已经进入寒冬，但丁桂申家中并没有
取暖设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丁桂申一直靠
在冰冷的炕头上，倚着炕上仅有的两床破旧被
褥。而房屋的窗户因封闭不严，风从窗户缝里
直往里钻，整个屋子寒气逼人。

采访时记者注意到，丁桂申老人一直把手
插在袖口里，她将手抽出来时，记者惊讶地发
现，丁桂申的右手掌没有了，而左手也失去了
两个手指。问起她双手残疾的原因，丁桂申只
是苦笑了一下。经再三追问，她才告诉记者，
是前几年坐火车去广州看望小儿子时，因为一
次事故造成的。

虽然双手残疾，但丁桂申依然选择独自生
活。记者看到，在屋里破旧的橱柜上摆放着两
包面条、半棵白菜以及几个发干的馒头。记者
还看到一个锈迹斑斑的液化气灶，液化气灶也
是孩子结婚时置办的，老人做饭仍然烧柴禾，
液化气灶只是孩子偶而回来时用一下。为了向
记者证明自己还能自理，丁桂申用左手拿了一
把柴禾放入炉灶中，然后再用左手拿起打火机
点着柴禾。“我自己能自理，不能给国家添麻
烦，也不能给死去的老伴丢脸。”丁桂申乐观
地说。

甘守清贫，“一级战斗英雄”自愿务农；英雄故去，双手残疾的八旬老伴坚持生活自理———

英雄遗孀：俺不给老伴丢脸

2000年，王德明到军事博物馆回访他捐献的物品时留念（资料片）。

王德明生前珍藏的荣誉奖章。 虽然过得清贫，但丁桂申把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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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因元旦放假，《大众日报·潍坊新闻》

1月2日停刊一期。

李秀娥：

把善事一直做下去

农村产权融资渠道

越来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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