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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杜辉升

当落后产能全面出清、环保二次“增
压”、钢企兼并重组的接连震荡让不少钢
企尚未缓过神时，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已经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山东唯一且
连续两年稳居全国钢铁企业竞争力第一梯
队的钢铁企业；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收
入411亿元，同比增长35 . 9%；实现净利润
67 . 7亿元，同比增长243 . 4%。

是什么让日钢拨开了钢企发展的迷
雾，实现“先声夺人”？

330亿押宝“创新”

在日钢ESP生产车间的参观走廊上探
头下望，193米的生产线上，省却了重复
穿带各个轧钢机架的操作，上千摄氏度滚
烫的钢水通过一台连铸连轧机，7分钟内
就生产出了热轧钢卷。

“这是日钢第一条也是世界上第二条
ESP生产线。ESP即‘全无头超薄钢带制造

技术’，被誉为第三次钢铁工业技术革命，
代表了当今世界热轧带技术的最高水平。”
7月25日，日钢ESP制造部专业工程师吴盛
平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至今年4月份，世
界上已有5条ESP生产线，日钢就有四条。

押宝“ESP”这一招无疑押对了。但实
际上，意大利阿维迪公司开发出ESP工艺
后，在日钢之前已有不少国内钢企考察过
该项目，第一个“吃螃蟹”的为何是日钢？

日钢集团副总经理于长江的回顾将视
线拉向了2015年。彼时，钢铁行业步入“严
冬”，极少有钢企再上新的生产线。“转型迫
在眉睫，创新就是机遇！”于长江这样看待
自2013年起集团主动压缩400万吨螺纹钢
产能，并顶着巨大压力耗资330亿元实施创
新驱动和装备升级的举动。2015年2月份，
日钢集团第一条ESP生产线投产，随后，第
二、三条生产线也在当年陆续开建。

“良马”套上“好缰绳”

在日钢ESP车间连铸平台，一组不断

变动的红色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553，指的是目前的钢水温度。”日钢
信息系统处处长姬生峰向记者解释说，
“常规热轧，钢水正负5摄氏度都没有大
问题，但ESP技术超过正负2摄氏度就可
能会对产品质量造成影响。”严苛的要求
之下，生产螺纹钢的那套管理系统，能否
跟上ESP生产的脚步？

钢铁流通模式的变化，也给管理提出
了新要求。“原来与300多家钢铁贸易商打
交道，现在直接面对9000多家终端客户！”
新上ESP生产线后，许多终端客户对钢材
产品提出了不同需求，订单由“大批量、少
批次”向“小批量、多批次”转变，给企业生
产排程、成本核算带来巨大挑战。

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只是拥有了转型升
级的“良马”，而唯有套上先进管控的“缰
绳”，才能驾驭好并发挥出其最大效应。

日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用时半年对
ESP生产进行调试。对原有的经营管理流
程进行了全面诊断和优化。“客户订单下达
后，生产管控系统会把销售订单自动转化

为生产订单，客户个性化需求自动转换为
指令下发到生产线。”姬生峰告诉记者。

向“绿色”要生产力

与高科技含量一样值得称道的是ESP
的环保优势。相较常规热轧产线，其能耗降
低50％-70％，碳排放减少30%。

“绿色发展是钢企转型的必然选择，不
能让污染卡住了发展的喉咙。”于长江说。
日钢摆出一盘环保大棋。肉眼可见的是厂
区内设备及环境的“棚化”“仓化”“网化”和
管状皮带通廊的处理，彻底告别了“无组织
排放”。繁忙的生产场景背后，是2×20万吨
/年转底炉生产线生产金属化球团、回炼
钢、富锌精粉外售，实现含铁尘泥100%利用
和锌元素的全提纯；利用炼钢污泥、除尘
灰、氧化铁等生产球团回用炼钢，实现转炉
内部铁素资源的100%循环利用；一条氯化
钾提取生产线和一条蒸发结晶生产线提取
氯化钾、副产品富锌料、富铁料和富铅料等
机头灰100%提纯利用。

□张同华 滕敦斋 报道
本报济南7月31日讯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今天晚

上，省第十一届“十佳好军嫂”颁奖典礼在济南举行。副省长王书坚等军
地领导出席活动，并向“十佳好军嫂”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章。

开展“十佳好军嫂”评选活动，旨在进一步传承新时期好军嫂的
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发扬齐鲁广大妇女爱国拥军光荣传统，凝聚投
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巾帼力量。活动自6月份启动以来，得到
了各级有关部门和广大官兵家庭的热烈响应。经层层推荐，组委会认
真筛选，确定吕建昆、刘全兰、陈晓蕾、聂玮、杜云芹、隋丽萍、刘
琴、李玲、刘丹君、齐炳辉10名同志为省第十一届“十佳好军嫂”，
省妇联同时授予她们省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典礼采用事迹展示、人
物访谈、文艺表演等形式，再现了“十佳好军嫂”爱党爱军、勤奋敬
业、任劳任怨，全力支持丈夫献身国防事业的感人事迹。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张丽媛 报道
本报济南7月31日讯 记者从济南海关获悉，作为关检融合标志

性的改革举措，8月1日起，海关进出口货物整合申报将正式实施，企
业报关报检合并为一张报关单、一套随附单证、一套通关参数。此次
业务融合将为我省11 . 4万家外贸企业带来便利。

经梳理整合，原报关、报检229个申报项目合并精简至105个，统
一了国别（地区）、港口、币制等8个原报关、报检共有项代码，其
中7个采用国家标准代码或与国家标准建立对应关系。海关简化整合
进口申报随附单证，将原报关、报检74项随附单据合并整合为10项，
102项监管证件合并简化成64项。

目前，济南海关已针对600多家主要进出口企业、报关代理企业
开展了业务、技术培训和相关宣传，相关信息化系统也已完成开发、
改造和更新，实现了“一张大表”货物申报。整合申报后，更完整的
报关单数据将为下一步统一作业系统、统一风险研判、统一指令下达
及统一现场执法奠定基础。

□张同华 肖 晓 滕敦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做

新时代“红色文艺轻骑兵”重要指示，近一个月来，我省组织两支
“齐鲁红色文艺轻骑兵”小分队，奔赴驻鲁边海防一线部队，为近万
名官兵献上了一场场精彩慰问演出，送去了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
对子弟兵的关心关爱，激发了广大边海防官兵强军报国、卫疆戍边的
热情动力。

担负这次慰问演出任务的山东歌舞剧院，抽调了活跃在演出一线
的老、中、青优秀艺术家，精心准备了贴近军旅生活、富有齐鲁特色
的节目。《齐风鲁韵》《兵哥哥》《好汉歌》《十五的月亮》《感到
幸福你就拍拍手》等节目精彩纷呈，官兵们不时与演员同台献歌竞
艺。慰问演出期间，正值持续高温炎热天气，舞蹈演员经常一场演出
下来，不光舞鞋、衣服磨破，脚趾、膝盖都磨出了血，他们简单消毒
处理后，就奔赴下一演出现场。在烟台福山区某部演出现场，优秀男
高音歌唱家张延岭连续演唱了三首歌曲，演出服被汗水湿透。他情绪
高昂地说：“站在没铺红毯的舞台，可我却觉得它超过了任何意义上
的大型演出。看到官兵们天天伴着日出日落，辛勤守卫着祖国的万里
海疆，我更感到了肩上的责任重大！”

我省是驻军大省，兵种多、分布广，驻鲁边海防一线的连队、哨
所、执勤点数量很多。一代代边海防部队官兵，在艰苦的环境中戍边
固防，用青春和热血为共和国的安宁筑起了坚固防线，他们是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每个演出点上，官兵们都表示节目丰富多彩、看后备受
鼓舞。某海防连战士李光平激动地说：“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狠抓战
备，聚力打赢，不辜负领导和群众的关心厚爱。”

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化厅和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共同组织筹划。截至7月31日，在20多天时间里，演出分队辗转10
多个县（市、区）、行程4000多公里，共完成21场演出任务，把欢声
笑语和问候祝福送到了边海防官兵的心田，为军地先进文化同促共建
常态化开了好头。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通讯员 乔伊菲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会议近日

在北京召开。经国务院批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决定
授予济宁市文物局等49个单位“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济宁市文物局成为全国4家获此殊荣的地市级文物管理部门之一，也
是山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地市级文物管理部门。该评选活动每5年开
展一次，是全国文物系统工作的最高荣誉。

截至目前，济宁市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6382处，其中世界文化遗
产2处，即“三孔”、大运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6处、省级247
处、市级378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均居全省首位。在第一次全
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中，济宁市登录可移动文物130多万件，位列
全国地级市第一位。对上争取资金10亿多元，颜庙复圣殿落架大修、
孔府西路建筑群修缮、尼山孔庙建筑群等维修工程分别获得年度全国
十佳文物维修工程。

济宁市文物局获

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

省“十佳好军嫂”

颁奖典礼举行

“齐鲁红色文艺轻骑兵”

演出深受边海防官兵欢迎

进出口货物今起整合申报
◆报关单报检单合二为一

◆申报项目精简一半

需求疲软环保增压，钢铁行业接连震荡，日钢却逆风飞扬利润增长超240%———

快人一步抢出“生机无限”

■庆祝建军91周年特别报道

□ 大众报业记者 齐 静 于 魁
张亚军 王继洋

白发苍苍的老人来了，稚气未脱的孩子
来了，四面八方的市民来了，他们在伏热的
天气里来到影院，让一部特殊的纪录片充满
了火热的能量——— 7月31日，这部名为《我
与黄继光的生死约定》的纪录片，在淄博中
影·齐纳国际影城（银泰城店）首映。该片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大背景，聚焦淄博籍抗美
援朝老兵李继德与战友黄继光的“生死约
定”，向人们讲述了一个老兵如何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来缅怀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弘扬
传承英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中华民族的英
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
英雄。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这部纪录
片的背后，有着大众报人追寻英雄足迹、讲
述英雄故事的不懈努力。

2015年春天，在一次采访中，《鲁中晨
报》记者了解到淄博高青人李继德是黄继光
的战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两人结下了深厚
的友谊。黄继光战友的身份，让李继德受到大
众报业集团所属媒体的持续关注。当时，网
上出现诋毁涉及黄继光等英雄的事件，在家
乡默默无闻60多年的李继德得知后，勇敢地
站了出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回击质疑。
《农村大众》记者深入一线采访，撰写了以
老人的回忆再现黄继光勇堵枪眼英雄瞬间的
报 道 — —— 《黄继光 堵 枪 眼时， 我 在 现
场！》，一石激起千层浪，被全国各大主流
门户和新闻网站转载，引发广大网友热议。

随后，《鲁中晨报》记者陪同李继德一
起来到黄继光的老家四川中江县，为黄继光
的父母扫墓，完成了李继德与黄继光在战场
上许下的“生死约定”：如果我死了，你就
给我家里捎信。如果你死了，我就给你家里
捎信。接着，记者又与老人一起去了当年的
老部队站了一班岗。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不要让英雄既流血又流泪”……陪着李继
德完成人生夙愿，耄耋老人三年的经历令记
者动容。“不能让老人的故事就此湮没，作
为媒体人，我们有责任崇尚英雄，捍卫英
雄，让英雄‘不死’。”这个坚定的信念，
成为《鲁中晨报》、鲁中网拍摄纪录片《我
与黄继光的生死约定》的初衷。

创作剧本，寻找素材，选景拍摄……鲁
中晨报、鲁中网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95944
部队、中共高青县委宣传部、中共中江县委
宣传部等单位，历经三年时间，刻画出一个
个精致镜头。而最令人感动的是李继德老人
不怕苦、不喊累的劲头。为了补拍镜头，有
时需要老人几次走位，特别辛苦，但老人却
总说：“你们尽管安排就行，我保证全力配
合”。

放映结束后，影厅响起经久不息的掌
声。

“之前对于黄继光的了解，都是上学
时从课本上学到的，没想到他出生入死的
战友，就在我们身边。这部片子挖掘出很
多之前不知道的细节，有力地回应了网上
那些污蔑英雄的言论，更证实了那段不该
被磨灭的历史。”33岁的市民徐鹏说，英雄
是一个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是民族精神
的重要来源，应该通过多种形式讲述英雄的
光辉事迹，号召全社会铭记英雄。

看完纪录片，67岁的张钦营特别激动。
他说，自己从小崇敬英雄，也曾希望成为一
名军人，但未能如愿。看了这部片子，像是
进行了一场追梦之旅。“我的名字，其实就
是我的梦，钦营，就是钦佩军营。我真切感
受到了英雄的魅力。”

一部纪录片背后的英雄情结
◆《我与黄继光的生死约定》淄博首映 ◆大众报人追寻英雄足迹，讲述英雄故事

齐鲁大地共庆“八一”

（上接第一版）切实增强抓好脱贫攻坚的政治担当，应该为的要积极
为、主动为，决不搞盆景式脱贫、数字脱贫。各地要以积极作为的劲
头，竞相干、比着干，把各项政策举措真正落实落地。同时对不担
当、不作为、不负责的，要严肃问责、严惩不贷。五是处理好想干敢
干与会干善干的关系。聚焦扶贫领域重点工作，多从实践中总结经验
规律，掌握科学的方式方法，善于以点带面，抓重点带一般，真正做
到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六是处理好显功与潜功的关
系。既要“面子”更要“里子”，既注重结果又注重过程，引导广大
干部从“我的政绩”中解放出来，以对党忠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
负责的态度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练就担当的硬本领，挺起担当的
铁肩膀，以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换来山东更加美好的明天。

龚正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强化问题导向，聚焦中央巡视反馈问
题，靶向攻坚，一个一个推动解决，在整改中见真章，以更强的责任
担当打好脱贫攻坚战。要强化精准施策，沉下心来做足绣花功夫，紧
盯黄河滩，聚焦沂蒙山，锁定老病残，政策措施到户到人，织密保障
兜底网，做到综合效果最佳。要用好督查问责倒逼机制，向制度创新
要活力，增加有效的制度供给，鼓励和引导各地探索脱贫攻坚长效机
制，对脱贫户既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确保脱贫成果可持
续，实现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

有关省领导，省有关部门(单位)、省管企业、中央驻鲁单位、驻
济高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市、县(市、区)负责同
志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 本 报 记 者 李子路
本报通讯员 王云龙 商自波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党，红心迎朝阳……”
嘹亮的歌声在省军区机关礼堂回响。7月31日，“八一”建
军节来临之际，由省文化厅等举办的齐鲁红色文艺轻骑兵庆
“八一”专场慰问演出精彩上演。300多名省军区机关官兵
接受红色文化熏陶，用特有的方式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

“八一”，在每个军人心目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意
味着无上的荣耀。去年的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亲手将象征
军人最高荣誉的“八一勋章”颁授给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
进。一年过去了，回想起这件事，他仍然激动不已。“荣誉
只能代表过去，决不能守着功劳簿不思进取。”韦昌进告诉
记者，“这一年里，我牢记习主席教诲，努力尽好自己的岗
位职责，特别是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教育引导年轻士兵一
颗红心向党，听党的话、听习主席指挥。”

英雄模范的事迹激励着广大部队官兵砥砺前行。省军区
宣传干事熊永岭说，“军人就要崇尚英雄、学习模范，我们
身边就有很多模范，从他们身上学到闪光点，不断激励自己
进步，就是最好的庆祝‘八一’的方式。”

军人保家卫国，背后离不开军嫂的默默付出。隋丽萍是
高密市注沟小学教师，丈夫在内蒙古服役，长年不能回家。
为了照顾公婆，隋丽萍每天往返30公里，六年跑坏两辆摩托
车。婆婆住院身边离不开人，隋丽萍住在医院十几天没回娘
家看过孩子。对别人来说，“军嫂”意味着骄傲和荣耀，但
对她来说，同时意味着付出和牺牲。

7月31日晚，隋丽萍等10名同志被评为第十一届“十佳

好军嫂”，同时荣获“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八一’
是我对象的节日，也是我们军嫂的节日。”隋丽萍说，
“丈夫能舍小家顾大家，说明他有担当、有责任心，有了
这样的军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安全，这样想就觉得自己受的
这些累算不了什么。”

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部署安排，今年将是广大消
防、边防官兵度过的最后一个“八一”节。为了庆祝这个
有着特殊意义的节日，山东公安边防总队相继开展仪式教
育、老照片回顾展、家属进警营等丰富活动，省公安消防
总队也举行了“庆八一·铭记从警岁月”主题活动，为官
兵最后的军旅生涯留下难忘的记忆。

近日，潍坊市公安边防支队的石双塬刚刚参加了晋升
武警警衔仪式，接过了警衔命令状。2010年，石双塬从军校
毕业到西藏参加援建，在海拔5000米的边防一线，一干就是
5年，每天都要面对低温、缺氧、浮肿等高原反应考验。

时至今日，石双塬仍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对于如
何走好接下来的路，他信心满怀。“不管部队怎么改，坚
守的阵地还在，使命任务还在，我将不忘初心、不改本
色，把对部队的眷恋之情化作动力，干出优异的工作业
绩，无愧部队14年的培养。”

“八一”不仅是现役军人的节日，也是广大退役士兵
难以割舍的情结。济南市公安局“第一排爆手”张保国，
从事排爆工作三十年，从部队到公安再到特警，张保国始
终是优秀的战士，一说起排爆就充满自信和自豪。“是军
队给了我灵魂，忠诚与责任永远不变，当我老了干不动
了，想起来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我觉得对得起党徽，对得
起军章和警徽。”

左上图：7月31日，《我与黄继光的生死约定》首映式举行，李继德成为孩子们心目中可亲可敬的英雄。
右上图：7月31日，郯城县人武部干部在征兵体检站查看马头镇适龄青年体检信息。据悉，2018年全国征兵工作从8月

1日开始，至9月30日结束。（□记者 王世翔 通讯员 房德华 李进伟 报道）
左下图：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实兵实弹演练中，利用无人机对“敌”进行侦察。（□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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