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子路 通讯员 张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5日至9日，国务院消防工作第三考核组对我省

2016年度消防工作进行检查考核。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群，副省
长、省公安厅厅长孙立成分别会见考核组一行，副省长王书坚出席汇
报暨反馈会。

检查考核期间，考核组查阅了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消防工作档案台
账，并深入济南、日照两地，实地检查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大型城
市综合体、养老服务机构、企业、学校、社区等场所。考核组充分肯
定了山东消防工作取得的成效，对进一步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创新消
防安全管理、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王书坚表示，山东省将按照考核组要求，以更大气力、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落实消防工作责任，认真抓好问题整改，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夯
实消防基层基础，努力提升火灾防控整体水平，全力确保消防安全形势
持续稳定，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5月9日讯 今天上午，2017年全国海洋防灾减灾宣传周

活动在寿光市启动，活动主题是“减轻社区灾害风险，提升基层减灾
能力”。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孙书贤、副省长季缃绮出席主场活动启动
仪式。

近年来，我省着力推进海洋预报减灾体系建设，海洋预警预报能
力显著增强，海洋防灾减灾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日益健全，海洋预报
减灾服务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我省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着力加强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提升海洋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推动海洋防灾
减灾知识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据了解，我省2016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1 . 3万亿元，海洋经济成
为推动我省经济文化强省建设的战略引擎和重要力量。同时，我省也
是我国受海洋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北方省份，“十二五”期间，我省海
洋灾害年均直接损失10亿元，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隐患。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潍坊5月9日讯 今天，省政府在潍坊召开黄水东调应急工程

建设现场调度会议，副省长季缃绮出席会议并讲话。
季缃绮指出，黄水东调应急工程是我省解决胶东地区水资源短

缺、优化全省水资源配置的重点水利工程。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思
想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加快解决影响工程推进的关键问题，确保如
期圆满完成建设任务。要牢固树立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切实强化工
程建设安全管理，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要加快推进配套
工程建设和二期工程前期工作，积极理顺工程管理运行体制机制，最
大限度发挥工程效益。要强化协调配合，增强工作合力，全力保障胶
东地区供水安全，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更加有力的水利支撑。

□ 本 报 记 者 王亚楠
本报通讯员 王祥峰

他研究了32年的牧草。他也把自己活
成了一株劲草。

劲草不随风偃去。作为全国知名牧草
专家、省农科院研究员，盛亦兵用32年的执
着追求，把“冷板凳”坐热，在“小学科”里
干出大作为，育成紫花苜蓿、大刍草等优
质牧草品种6个，使山东能够以自主选育的
牧草品种，迎接今天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带来的粮改饲的产业风口。

粮田改种草

从土地上看到了效益

一番桃李花开尽，唯有青青草色
齐。

春末夏初，汶上杨店镇，老孟家庭
农场里，千亩苜蓿正在迎接今年第一茬
的收获。收割、翻搂、晾晒、打捆，绿
意摇曳的土地上，农机手们正在奔忙，
空气里满是清新的草香。

盛亦兵正在农场里查看收割情况。
今年雨水多，苜蓿有些倒伏，收割过
后，留的茬比以往高了不少，“得用小

机械再割一遍，下一茬才能长好”，盛
亦兵跟老孟说。

老孟原先种过粮，2013年，他成立了
这个农场，流转了近2000亩土地，头两年
主要种玉米、小麦，地租、人工、农
资、农机……最后算下来亏得一塌糊
涂。2015年春夏之交，老孟遇到了盛亦
兵，那年秋收之后，他就把1100亩粮田改
种了苜蓿。在盛亦兵手把手的指导、帮
助下，牧草品质达到了和进口牧草相似
的水平。

“终于从地上看到效益了”，老孟
给记者算了笔账：苜蓿种一年能收6年，
每年收4到6茬，基本全程机械化，用工很
少，按每亩产干草1 . 2吨匡算，一亩地的
纯收入能达到1200多元，“去年开始给现
代牧业供，一天5吨，他们用的好，还想
增加”。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粮改饲成
为当下风口。山东作为畜牧大省，优质
牧草的需求有很大缺口。中央出台了粮
改饲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我省提出
“到2020年，全省优质牧草（主要是苜
蓿）1000亩连片种植面积达20万亩以上，
带动全省种植面积达100万亩以上，苜蓿
等优质干草基本满足产奶牛优质饲草的
需求”。草饲业这个此前几乎没有发展
的行业，迎来了巨大的产业空间。

老孟站在风口上，干出了信心。背
后，是盛亦兵在牧草这个大农业里标准
的小学科32年的坚守和追求。

手术台上的“常客”

工作中的“病外之人”

盛亦兵是个病人，更是个病外之
人。

从2008年查出患有“腹膜后脂肪肉
瘤”，45岁的盛亦兵就开始了与病魔的抗
争。在第一次手术后，肿瘤复发为去分
化型，是一种最罕见的脂肪肉瘤。为了
防止肿瘤细胞扩散，他的右肾被切除，
并进行放射治疗。

第一次手术刚满一个月，盛亦兵接
到了建站通知——— 那一年，国家牧草体
系拟在山东设立第一个试验站——— 东营
综合试验站。盛亦兵不顾术后身体虚
弱，毅然担起建站的重任。

2010年10月、2011年2月，盛亦兵又做
了第二次、第三次手术。2012年夏天例行
检查时，腹腔再次发现肿瘤和肠黏连问
题，加之盛亦兵久病之后身体羸弱，专
家会诊提出了保守治疗的方案，不建议
再进行手术。但盛亦兵断然拒绝——— 保
守治疗就意味着长期在家休养，就等于
提前与牧草事业告别。

四处求医，几经波折，终于，南京
军区总医院同意给他进行手术。2012年7
月，盛亦兵第四次躺在手术台上。2014年
7月，再次到南京军区总医院进行清除手
术后，盛亦兵小肠已经只剩下1 . 6米（正
常成人的小肠长度为5-6米），这是保持
身体消化代谢功能的最小长度。

经过多次手术，盛亦兵的体重从80公
斤掉到了60公斤，可他就像个病外之人，
科研进度一点也没落下。他带领团队，
育成山东第一个紫花苜蓿品种——— 鲁苜1
号，打破了山东没有自主育成牧草品种
的历史。同时，作为国家牧草产业技术
体系东营综合试验站站长，他带领团队
成员建立了1个牧草种植面积超过1万亩的
示范基地。截至目前，盛亦兵带领团队
育成的牧草新品种及其配套栽培技术推
广累计超过了1000万亩。

甘做年轻人的“人梯”

盛亦兵常说自己不是太聪明。他明
白时间的宝贵，坚持举人过肩，积极把
年轻人推向前台。如今，团队成员贾春
林已是省牧草产业体系创新团队栽培岗
位专家，王国良也成为国家牧草产业体
系的科研骨干。

对年轻人生活上照顾关爱，可对科
研，盛亦兵很较真。

贾春林是跟着盛亦兵走上牧草科研
之路的。工作之初，选育耐盐品种，深
感环境艰苦，他跟盛亦兵建议：把东营
盐碱地里的土挖到济南的试验地里不也
一样吗？这个提议被盛亦兵否定了，他
说，即便是挖来的盐碱土，也不能完全
代表盐碱地，生长出来的苜蓿也不一定
是耐盐的苜蓿。

还有一次，贾春林根据苜蓿种子包
装袋标注的净度、芽率等，直接计算数
据。“科研数据是做出来的，不是算出
来的！你这么估算可能对你的小区试验
影响不大，但如果是用来指导全省的播
种量，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损
失！”盛亦兵的严肃告诫，让当时刚刚
走上科研道路的贾春林深受震动，也让
他受益终生。

严格背后，是期许和提携。2004年，贾
春林执笔写了一篇论文，按照惯例把课题
主持人盛亦兵排在首位。可送审时，盛亦
兵却大笔一挥，把自己的名字调到最后，
把“贾春林”列为第一作者。他说，这看似
小事，却牵涉到学术科研的规范，更牵涉
到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成长。

草木有本心。盛亦兵这株劲草，守
着他的本心，点燃了生命的华彩。

□ 本 报 记 者 戚加绚 吴荣欣
本报实习生 赵晨晨

日前，记者一来到冷水沟村，就被
这里盛开的油菜花所吸引，空气里都弥
漫着甜甜的味道。通村沥青硬化路两侧
不时出现站牌或车站，显示这里已经通
上了公交车。如果没有成片的麦田和正
在辛勤劳作的村民作为背景，这里与城
镇无异。

位于临沂市罗庄区沂堂镇西南约7
公里处的冷水沟，三面环山、偏处一
隅，310户村民，每天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除了外出打工的青壮
年，家家户户靠种植小麦、玉米等传统
作物度日。

记者来到村里这天下起了小雨，临
沂市交通运输局选派的冷水沟第一书记
李先锋对记者说：“春雨贵如油，今年
的大蒜收成肯定差不了，过几天出蒜
薹，村民们应该能高兴一把了。”

2016年以前，冷水沟根本没有一条
像样的出村公路，就算村民好不容易攒
点钱，种点收益略高的大蒜、出点蒜
薹，由于道路颠簸会导致蒜薹在运输过
程中损耗，菜贩到冷水沟收蒜薹的价格
每斤比邻村要便宜两毛多钱。“就算一
亩地出1000斤蒜薹吧，冷水沟的村民一
下就比邻村少收入200多元。这么多年
村民们心里能不憋屈吗？”李先锋说。

李先锋驻村工作报到的第一天，短
短两公里的入村道路颠颠簸簸走了近20
分钟，小车底盘磨得嘎吱嘎吱作响，还
没进入村子，他就意识到，这个村子太
需要一条好路了。

可当村里真的决定修路的时候，村
民们却发出了质疑的声音 :“以前也有
工作队来过说要修路，可十多年过去了

还是没修，你们来也就是镀镀金哄哄老
百姓，然后拍拍屁股走人，有谁是真正
来给我们老百姓办事的？”就在村民们
热切盼望又半信半疑的目光中，路基施
工开始了。

当施工机械轰鸣着开始修路作业
时，一向冷清的小山村沸腾了。冷水沟
的路修得顺，不管是要砍谁家的树，填
谁家的井，从来没有不愿意的。

“那片就是村里的非洲菊种植大
棚，今天有来收花的。”当我们走到跟
前，染着红色头发的村民王传英已经把
她和丈夫当天采摘的20000枝非洲菊送
上了前来拉花的箱货车，在司机递过来
的提货单上签字确认后，王传英的脸也
笑成了一朵花。“多亏了修了这条致富
路，还找了这个种花的好产业，以前下
着雨哪有车敢进这冷水沟啊，更别说一

天就能收入8000元钱了，这都是俺们想
都不敢想的事！”

王传英热情地拉起记者走进她的花
棚，看着一棵棵昂着脑袋的非洲菊，王
传英喜滋滋地打开了话匣子，“以前俺
在镇上给人看冷库，一个月挣1800元，
俺家那口子在外边给人帮忙，收入也不
稳定，日子过得紧巴。自从村里通了这
条路，近一年俺家收获太大了。俺家参
加了合作社，种了9个花棚。花棚打理
起来不累人，俺自己就能照看得过来，
差不多7个月了，三天出一次花，到时
间人家就给结账。”王传英说着摘下几
朵盛开的非洲菊递给记者，“看，什么
工具都不用，摘起来就是这么轻快！这
几朵送给你，它的名字叫‘爱神’。”

拿着王传英馈赠的“爱神”，回到
村里，远远地看到冷水沟车站有位老人
在避雨。

今年82岁的吴老汉家就在车站后
面，他告诉记者，冷水沟元末立村，从
来就没有过一条像样的路，村民出村全
凭脚力。他年轻的时候要去镇上赶个
集，鸡一打鸣就得出门，不然走到了地
方，人家就收摊了。哪像现在，路面这
么平整，宽阔，还通了公交车，他现在
喜欢坐在车站看大路，看来来往往的小
汽车。“村里给老人办了免费公交卡，
俺就是年纪大了，不然也坐车去趟市里
看看多好。”吴老汉看着刚刚驶离的公
交车小声说，很是遗憾。

村民张广军告诉记者，以前冷水沟
很少有外人来，现在不一样了，村里通
了公交车，邻村的都来坐车，冷水沟的
村民觉得脸上特别光彩，腰杆都比以前
挺得直了。“现在，俺们冷水沟人最欢
喜的就是这条村里的路！”张广军动情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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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活成一株劲草
坚守于“冷板凳”，不屈于病魔，盛亦兵在“小学科”里干出了大作为

冷水沟的非洲菊

▲2016年9月8日，冷水沟
村迎来了K116路公交车，村民
们在家门口即可上车一站进
城，实现了农民生活市民化，惠
及沿途及周边9个村庄上万名
群众，从而也使得这个昔日人
迹罕至的偏远山村融入了临沂
这个新兴的物流之都。

□ 本报评论员 孙秀岭

盛亦兵，一位农业科研一线的老兵，
32年如一日深浸科研中，以一个又一个优
质牧草品种，为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作出了贡献。盛亦兵对科研工作的痴心和
专注精神，令人敬佩。

专注是科研的底色，也是创新的“绝
招”。在中国，牧草是一个冷僻专业。冷僻，

意味着关注的人少、科研经费少、设施仪器
落后、试验基地偏远，也意味着精神和科研
上的孤独。从1985年大学毕业到现在，盛亦
兵一直和牧草相伴。不管在科研或生活上
遇到多少困难，还是遭遇“八年六次肿瘤手
术”，盛亦兵都能始终保持着一种执着劲
头、一种专注精神、一种求新品质和一颗永
恒初心，咬定“牧草”不放松，把“冷板凳”坐
热，在“小学科”里做出了大文章。科研需要

专注，专注成就科研。盛亦兵先后培育了6
个优质牧草品种，打破了山东没有优质牧
草历史，也让山东摆脱了“畜牧大省、牧草
弱省”的窘境。

有人说，创新是一场寂寞的长跑。那
么，惟有专注者，惟有那些长久地专注于
特定领域，长时间地保持着那股韧劲和拼
劲的人，才能在寂寞的“无人区”里稳步
前行，才有希望抵达胜利的终点。反之，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只盯着有利可图的
项目，热衷于玩概念、赚快钱，在市场经
济的各种诱惑面前缺乏定力，不可能在创
新征程上行稳致远。惟专注者进，惟创新
者强。推动创新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我们需要有一大批和盛亦兵一样的科
研工作者，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艰苦，心
无旁骛，专注而执着，将全部精力投入到
科技创新的事业上。

惟专注者进 惟创新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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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了，人来了。4月3
日，冷水沟第一次迎来了专为
赏花而来的自驾游客。

□记者 李文明 通讯员 王周 报道
本报济南5月9日讯 5月10日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品牌日”。记者今

天从省质监局获悉，我省将全面实施质量强省和品牌战略，用3—5年的
时间，培育1000个以上名牌企业和产品，打造100个以上知名品牌标杆
企业和产品，树立10大行业、10个区域和10个质量强市品牌。

省质监局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我省拥有中国质量奖1个，提名奖
11个，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10个；打造出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知名
品牌，如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厚道鲁商、食安山东、健康山东等。

为进一步促进山东经济的发展，提升山东经济品质，省质监局印发
《关于实施质量品牌提升工程推进“万千百十”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
用3—5年的时间，推动4万家中小企业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培育1000个
以上名牌企业和产品；打造100个以上知名品牌标杆企业和产品；树立
10个大行业、10个区域和10个质量强市品牌。

围绕上述目标，我省将质量强省及标准质量品牌建设工程分别写
入了全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山东省行动纲要》，在全
省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工程，并于4月19日，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级品牌
评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山东绘就品牌培育路线图

用3—5年时间打造

100个以上知名品牌

新华社济南５月９日电 记者从山东省威海市有关部门获悉，５月９
日发生的威海幼儿园校车事故造成中韩两国１１名儿童和１名司机遇
难，１名幼儿园老师重伤。目前，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经调查，９日９时左右，威海中世韩国国际学校幼儿园一租用车
辆，到威海高新区接幼儿园学生上学，行经环翠区陶家夼隧道时，发
生交通事故并导致车辆起火。事故发生时，车上有司机１名，幼儿园
老师１名，３－６岁幼儿园学龄前儿童１１名。

事故造成中国籍司机和１１名儿童遇难，其中，５名韩国籍儿童、６
名中国籍儿童。幼儿园老师重伤。

９日下午，记者在陶家夼隧道外看到，隧道已被隔离，禁止社会车辆
入内，相关部门正在进行事故调查。目前，事故的善后工作已经展开。事
故发生后，山东省政府已成立以一名副省长为组长的事故调查组。

教育部网站显示，威海中世韩国国际学校是教育部２００６年８月３０日
批准设立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主要是为解决在威韩商子女教育问题。

威海一隧道发生交通事故
致中韩１１名儿童遇难

调查及善后工作已展开

□崔浩杰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5日，世界首次特高压交流线路跨越特高压直流

线路施工在山东临沂圆满完成，为今后开展类似跨越施工积累了宝贵
的实战经验。

在建的临沂换流站—临沂变电站1000千伏线路工程（“临沂一线”
工程），是连接±800千伏上海庙—山东工程临沂换流站与1000千伏临
沂变电站的纽带工程，该工程在临沂沂南境内跨越在建的±800千伏锡
盟—泰州线路。这是特高压建设史上第一次交流线路跨越直流线路施
工，由山东送变电工程公司承担并顺利完成。

世界首次特高压交流线路

跨越直流线路在临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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