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8月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李强

电话:(0635)8511655 Email:dzrblcxw@163 .com
观察 23广告

□记者 肖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我要为G472次高铁乘务人

员点赞！经过近5个小时努力，涉及两列车，让我
的手机失而复得。”7月28日，聊城市民郭文若紧
紧抓住记者的手，激动地讲述亲身经历。

65岁的郭先生，家住聊城市东昌府区。7月
21日，郭先生乘坐由烟台开往北京的G472次列
车前往济南。10：55分下车后，在11：30左右发现
手机丢失。经仔细回忆，确定手机遗落在列车
上。心急如焚的郭先生来到济南西站值班室与

值班人员说明了情况。值班人员一边安慰郭先
生不要着急，一边迅速与发车不久的列车取得
联系。列车长尹娣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来到郭
先生乘坐的车厢认真寻找，但反馈消息是，没有
找到郭先生遗落的手机。

为能进一步查找手机，值班人员又打通中
国铁路12306全国客服热线求助。不到5分钟，济
南西站的值班员就再次接到尹娣的电话。电话
中，尹娣仔细询问郭先生手机丢失的相关情况，
当得知郭先生曾在餐车用过午餐时，尹娣来不

及多问，就迅速带领两名乘务人员赶到餐车进
行仔细寻找排查，终于在餐车8F座位缝隙里找
到一部手机。经核实，确认该手机就是郭先生遗
落的。

怎样才能尽快将手机送到郭先生手里？尹
娣列车长决定通过12306中国铁路全国服务热
线，及时与返程的济南方向列车乘务人员联系，
委托他们在经过济南时，将手机还给郭先生。
15：20许，手机终于回到郭先生手中。

“手机里面不仅存储了重要的采访提纲和

活动方案，还绑定着不少银行卡和公用资金，最
重要的是还有800多个业务联系方式，不夸张地
说，丢了手机就等于丢失了半年来工作的主心
骨。高铁人表现出了用立足本岗扎扎实实的服
务精神，让千千万万旅客真正感受到了宾至如
归的热情。”郭先生告诉记者。

列车长尹娣真诚提醒，暑运来临，客流量增
大，加之高铁客运站点停靠时间短，希望旅客在
到站的前一站，一定检查好随身携带的物品，以
免遗落。

“我要为G472次高铁乘务人员点赞！”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杨 浩

为纪念建军91周年，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7月28日，“2018建军节
莘县革命老区全媒体行”举办，聊城市各媒体的
记者，赴莘县苏村烈士陵园、中共中央冀鲁豫

（平原）分局旧址纪念馆、中共山东省委重建纪
念馆参观学习采访。

苏村烈士陵园位于莘县张寨镇苏村，为山
东省国防教育基地、聊城市烈士纪念设施、市文
物保护单位。1941年1月8日，八路军115师教三旅
兼鲁西军区“围点打援”，在潘溪渡战斗中消灭
日军一个中队，缴获了一门九二式步兵炮。恼羞
成怒的日军出动15000余兵力对鲁西抗日根据
地进行报复性扫荡。1月18日，特三营130余名指
战员为掩护鲁西党政军群机关及群众安全转
移，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惨烈的阻击战，顽强抗击
2000多名日军加上飞机、坦克、大炮的立体式攻
击达10多个小时，击毙日军300余名。傍晚时分，
日军释放毒气，仍在坚持战斗的指战员不幸被
俘。日军从他们身上获取情报的企图落空后，残
酷地将被俘指战员用刺刀杀害于村南小河沟。
此战，特三营牺牲126人，只有8名指战员在群众
的救护下得以幸存。

莘县双拥办主任杨法军介绍：“民政部公布
的著名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中只有12个英雄群
体，苏村阻击战126名烈士是其中之一。”

中共中央冀鲁豫（平原）分局旧址纪念馆位
于莘县大张家镇红庙村。2013年建成并投入使
用，为山东省党史教育基地、聊城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在红庙，刘少奇曾作出重要指示，为冀
鲁豫边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黄敬曾组织开展
民主民生运动，带领群众斗旱灭蝗；杨得志曾指
挥领导多次对敌战斗，历经日伪军残酷的“扫

荡”“蚕食”“封锁”，根据地始终屹立在敌后。
“红庙村是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以红庙村为中心的濮（县）范（县）
观（城县）被誉为‘钢铁濮范观、华北小延安’。至
抗日战争胜利前，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拥有106个
县2000万人口，成为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也
是全国唯一一个平原抗日根据地。”莘县党性教
育基地管理办公室宣传科科长江保玉介绍。

中共山东省委重建纪念馆位于莘县古云镇
徐庄村。1933年中共山东省委因连续十次遭到
反动派破坏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坚持斗争的共
产党员去北平等地多次找党未果。1935年冬，赵
建民终于在徐庄村见到了河北省委代表兼直南
特委书记黎玉同志。1936年4月，中共中央北方
局决定建立新省委，同党中央失去联系达3年之
久的山东党组织重回党的怀抱。正是由于山东
省委的重建，使得山东党组织在全面抗战爆发
后，发动了遍布全省的武装起义，建立了八路军
山东纵队。

每到一处，大家都认真参观，仔细听取讲解
员的详细介绍，不时进行交流。一件件使用过的
枪支残件、刀具、军号、生活用具、文件资料给大
家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强大震撼，共产党人信
念坚定、勇于担当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每个人。
大家由衷地认识到：一部莘县革命史，就是共产
党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真诚为民的历史；就
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勇于亮剑、不怕牺牲的历
史；就是党政军民心连心、共命运的历史。

参观学习中，大家深深地感受到信仰的力
量。山东党组织为什么能在失去同党中央联系、
个人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始终坚持战斗，
那是信仰的力量。共产党员王光秀在儿子徐开
先牺牲后，勇敢地接过儿子的使命，担当起地下
交通员。在无钱交党费的情况下，每到交党费
时，都团一个泥丸，放入瓦罐里，作为党费的替

代物。这，同样是信仰的力量。
参观学习中，大家普遍被党政军民间深厚

的鱼水情意所感染。苏村阻击战中，在即将被敌
人重重包围的情况下，特三营想到的不是自己
突围，而是帮助村中的十几名乡亲安全转移，他
们把生的希望留给了群众，把死的威胁留给了
自己。共产党员、南峰县郭炉村妇救会主任王金
焕 “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一尺布，用
来做军装；最后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一门四

杰”，共同抗日。
参观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中华民族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无数的坎坷，
创造了无数的奇迹。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要坚
定理想信念，提高责任意识、底线意识、导向意
识和阵地意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红
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创造良好舆论氛
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感受红色文化 接受红色教育

聊城媒体人传承红色基因

□高田 郭文 报道
7月20日，聊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心理发展部的志愿者，在聊城市东昌府区沙镇镇马

官屯村举办“你我共同绘制眼中美丽乡村”活动，让孩子以漫画的形式描绘出美丽乡村。

□孙亚飞 程浩 潘晓君 报道
本报东阿讯 61岁的陈春英变了，脸上有笑容

了，也愿意和乡亲们唠嗑了。
家住东阿县陈集乡李庙村的陈春英老人，老伴

儿去世早，儿子当了上门女婿。以前，她一个人除
了下地干农活，从不出门拉家常，院内也是杂草丛
生。自去年乡里号召开展洁净扶贫行动以后，乡、
村干部、志愿者和她结对帮扶，院内的杂草垃圾帮
她清扫了好几三轮车，灰暗阴沉的房子也干净亮堂
了。

“大家主动和她拉家常，慢慢地，陈春英老人
常年封闭的‘心门’也敞开了。”陈集乡副乡长牛
伟说。

去年9月份以来，陈集乡把全乡524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纳入“洁净扶贫”范围，组织114名乡机关
干部和156名村两委干部，分别与这些贫困家庭结
成帮扶对子，同时引导帮助这些家庭开展“净化居
室、美化庭院”行动。该乡在所有贫困家庭中精确
筛选出66户无劳动能力的家庭，作为“洁净扶贫”
活动重点帮扶对象，由110名巾帼志愿者、义工志
愿者组成义务帮扶工作队，定期对这些家庭进行重
点帮扶，常态化开展家庭清洁大扫除，并借机引导
教育贫困家庭成员勤换衣物，做到仪表整洁。

目前全乡大部分贫困家庭，都能够在村两委和
村妇联的教育引导下，经常打扫家庭环境卫生，精
气神焕然一新。

家里洁净了

老人心里亮堂了

□孙亚飞 吕翾 报道
本报莘县讯 “有了这5万元免息贷款，我开

始生产水泵，家里很快盖起了新房子，添置了新家
具，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7月26日，莘县十八
里铺镇高林村的高林繁说。

高林繁今年39岁，先天腿脚不便，没能找到合适
的工作。早年，他在一家电视机维修店做学徒时积攒
了一点积蓄。婚后没几年，妻子因家境贫困离家出
走，留下他和年幼的女儿及年迈的父母相依为命。

近年来，十八里铺镇大棚产业发展势头迅猛，
几乎村村有产业、家家种大棚，一时间水泵供不应
求。高林繁发现市场上的水泵大都是从外地运来
的，本地几乎没有生产水泵的厂家。高林繁开始自
己在家研究组装水泵。经过反复试验，他的第一台
水泵很快研制出来，但是由于手头没有资金，没有
办法批量生产。

在政府免息贷款支持贫困户创业的政策推出
后，十八里铺镇扶贫办第一个就想到了高林繁。经
过一系列申请审核手续，高林繁拿到了免息贷款，
很快投入到水泵生产中。据高林繁介绍，由于本地
市场竞争小，他生产水泵销路不错，利润也挺可
观。

5万元免息贷款

圆了创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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