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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琳

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对面，
有一座海拔115米的山。码头建设期间，
为了整体规划，“连钢创新团队”不知道
多少次站在山顶，俯瞰海岸。张连钢曾在
这里畅想：“三期工程都建成，自动化码
头有2088米长。”

如今，“连钢创新团队”经过几年发展，
已从最初的8人发展到百余人。奔跑着的
AGV、运行着的轨道吊、高高矗立的桥
吊……码头上，镌刻着“连钢创新团队”践
行新时代“振超精神”的每一个脚印。

“现场是最好的老师”

码头导引车该跑什么路线、什么时候
转弯？轨道吊该把集装箱放在堆场哪个位
置？抓取集装箱怎样准确辨明方位？……
这些问题，过去都要靠人来规划，而在山
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这些全交给了
自动化码头流程管控系统。

码头装卸曾是一项集脏、苦、累、险于
一身的特殊工种。从“汗水经济”迈向“智慧
高地”，背后是一代代港口人“不甘心、不服
输、不畏艰、不怕难、不满足”的坚守。

“连钢创新团队”成员李永翠，清楚地

记得2018年初，她发现桥吊双小车的平台
访问逻辑出现问题，作业效率大受影响。大
家分析生产数据，怎么也找不到症结所在。

到现场去看看。李永翠克服“恐高”的
心理障碍，爬上56米高的桥吊大梁，和团队
成员连续观察了两个小时，完整看到设备
配合的全过程后，解决方案浮出水面。

“现场是最好的老师，要多往现场
跑，善于在现场发现问题。这也是张连钢
组长常对我们说的话。”李永翠说。

扎根生产一线，“连钢创新团队”不
断优化码头流程管控系统，让这个“大
脑”越来越“聪明”。从开港作业至今，
几个主要系统累计升级173次，优化功能
2000多项，自动化码头也成为世界各大集
装箱船公司争相靠泊的港口。

“大国工匠”家国情

全自动化码头是集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自动控制等技术和业务于一体
的复杂系统工程，被誉为“大国重器”。
它的缔造者，是“连钢创新团队”。

作为团队带头人，张连钢将“不能熬
夜、不能劳累”的医嘱统统抛在脑后。党员
干部就是要冲锋在前，他带领整个团队如
同火焰一样燃烧自我，拼搏向前。

在全自动化码头，团队的通力协作尤
为重要，每个人都不敢懈怠。

8月26日一大早，记者见到了山东港口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操作部闸口冷箱经理管
廷敬。2017年3月15日，全自动化码头一期
工程首船测试成功。就在首船测试前，管廷
敬的母亲突然去世，他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提及往事，管廷敬红了眼眶。

徐永宁担负着自动化码头数据中心的
建设、调试工作。攻关时期，妻子确诊癌
症。妻子去世后，不擅表达的徐永宁寄情
工作，和同事一起建成了国内首个基于云
技术的自动化码头双活数据中心和神经网
络系统。项目成功的那一刻，徐永宁一个
人遥望大海，任泪水流淌。

对码头的付出有多少，家人的支持就
有多少。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党委
书记、总经理殷健说，“我知道大家心里
苦。工作要顾，家庭也要顾。但团队里没
有一个人因为个人的原因，造成整个项目
的拖延。每个人都咬着牙挺过去，最终实
现整个港口的梦想。”

变“不可能”为“可能”

以许振超为榜样，“连钢创新团队”仿
佛生来就带有创新的基因：“创新让我快

乐”“纪录是用来打破的”“干就干一流，争
就争第一”……采访时，团队成员的话里流
淌着胆气和干劲儿。

他们向难题叫板。660米×430米的堆
场内，高低差控制在正负2 . 5毫米之内，
解决了“码头堆场不均匀沉降和平面度”
这一世界难题。

他们与时间赛跑。16002米的轨道梁工
程提前30天完工，1440段箱角梁工程20天
竣工，15762米的钢体轨道15天铺设完成。

他们跟困难抗争。高4米、宽2米的氢
燃料电池模块要与轨道吊合体，350个接
口要在72个小时内完成，团队成员三天三
夜没回家。

就这样，“连钢创新团队”将一个个
“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连钢创新团队’有不少我熟悉的面
孔，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在没有样本可
供学习、复制的情况下，用精神催化生产
力，最终让山东港口青岛港有了颠覆性变
革。”“改革先锋”、金牌工人许振超说。

如今的山东港口青岛港，是工业互联
网时代国际一流海洋港口的模样。自动化
桥吊在港口上空划过，优美的弧线穿越海
雾，一个个集装箱精准高效，箱起箱落。
这座新兴的自动化码头，逐渐舒展身姿，
探向深海。

□ 本报记者 孙源泽

“1457258275元！”伴随着央视主持
人康辉的一声口令，8月28日晚11点，
“新消费·爱生活——— 山东消费年”的重
要活动之一“买遍中国·山东站”带货直
播的成交金额出炉。这个数据刷新了央视
新闻客户端直播带货销售纪录。

“我们的货都快供不上了。”周村烧
饼有限公司宣传部主任宋轶说，由于周村
烧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每天产量有限，
而这次直播当晚10点订单量就已经超过了
2000套，几乎接近于全天产能。

线上直播也点燃了线下消费。8月29日
晚，泉城广场游人如织。从北京出差来济南
的冯先生就是被广场夜晚的灯光吸引，赶

到了活动会场。他表示，自己刚买了两袋德
州脱骨扒鸡，希望带回北京给家里人尝尝。

一次大型活动给企业带来的不只是销
量。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国
际和国内两个市场的驱动力量呈现出此消
彼长的态势。“打造国内大循环要靠内需特
别是消费市场的带动。”山东省宏观经济研
究院战略规划所所长刘德军分析，消费模
式的创新是一把打开内需市场的“金钥
匙”，而“山东消费年”活动无疑是山东在消
费模式方面的一次积极探索。

“您觉得企业做国内市场现在最需要
什么？”

“平台！”
山东云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马

花芹告诉记者，自己的企业是一家以制作
厨房、餐桌用品为主的出口企业，客户遍
及欧洲、澳洲和北美。疫情发生以来公司
的出口量减少最少三成，不得已之下公司
开始转向国内市场。

“我们把帮双立人代工的产品贴上我

们自己的澳德莉品牌，同样的品质，双立人
可以卖到2000元一套，而我们200元一套都
没人买。”马花芹表示，常年耕耘国外，缺乏
国内市场的口碑积累，使得公司尝试出口
转内销时感觉到吃力。

同样的“症候”也体现在内销企业中。
山东耕海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官
磊表示，现在有的消费者不了解海洋牧场，
导致公司在推广时受阻。而公司7月份营业
的“耕海一号”海洋牧场作为新一代产品，
不但体积和科技化程度提高了，还增加了
海上观影、海上饮茶等新项目。“我们带来
了缩放比例的‘耕海一号’模型，希望帮助
游客直观了解我们的产品。”王官磊说。

“新的消费模式下，国内市场的商业
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以前是酒香不怕巷子
深，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刘德军认
为，“山东消费年”活动为企业提供了集
中展示的平台。同时，这个平台也在倒逼
企业适应国内消费模式与规则。

这一点在一家“特殊”的参展企业身

上得到了印证。“我们公司这次来参会就
是想测试顾客对每款产品的感兴趣程
度。”在淄博艾莎轻工制品有限公司摊
前，公司本次展会负责人乔成伟告诉记
者，艾莎轻工过去主要向国外出口玻璃杯
和陶瓷杯，今年上半年出口订单下降了一
半，目前正想重新设计一些符合国内市场
的产品深挖国内市场。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董长
瑞分析，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需
求为导向，调整产业、产品结构，满足消
费结构消费方式变化的需求，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搭台显得尤为重要。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山东消
费年”活动将持续到明年8月底。活动期
间，将通过发放消费券、发布促进消费政
策、举办促销活动等举措，强化政策支
持、提升消费体验，让消费者感受山东之
美、中国之惠。

（□参与采访：杨淑栋 段婷婷 肖芳）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8月29日讯 记者今天获悉，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执行

专班办公室认定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等14家单位作为本届博览会分会
场。在主会场11大展区的基础上，博览会分会场的活动与主会场展览
展示形成良好互动，让观众在“家门口”感受博览会精彩，欣赏多元
济南文化。

经区县推荐、专家评审以及现场考察，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执行
专班办公室最终确定百花洲历史文化街区、CCPARK创意港、石崮寨
景区、济南国际文创产业街区、新世界文化艺术品基地、印象济南·
泉世界、方特东方神画、胶济铁路博物馆、华夏书信博物馆、山东省
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东柳戏院、济南沃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龙山
瓷创意园、济阳区博物馆、济南平阴芳蕾“玫瑰花乡”田园综合体、
阡陌书店14家单位为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分会场。

据介绍，博览会分会场对主会场是一个很好补充，为宣传推介济
南文化企业、文化产业园区、文化市场，各类博物馆、文化馆，促进
文化消费市场发展，提高博览会的市民参与度，扩大博览会影响力搭
建起新的平台。

□通讯员 丁秀胤 葛红普 记者 刘一颖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一个多小时直播中，收看人次达51 . 2万，参与活

动并交购车订金684单，预约试驾104单，订单销售额逾1 . 02亿元。”
这份亮眼成绩诞生在省总工会联合烟台市总工会、烟台广播电视台近
日开展的助力上汽通用烟台东岳基地复工复产直播带货活动中。

今年以来，省总工会积极推进“智慧工会”建设，发挥“齐鲁工
惠”APP作用，在全省线上线下开展助力消费集中行动。通过发放消
费券、开展“消费惠职工”活动等措施，激发全省广大职工消费热情
和潜力释放，并先后开展“助力新疆英吉沙杏消费扶贫20万份优惠券
免费送”“助力贫困地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万份指定农副产品免费
券、优惠券领取活动”等消费扶贫活动，直接带动扶贫消费5000多万
元。省总工会还联合全省16市总工会推出了“山东职工游山东”等惠
工游活动。截至目前，山东各级工会围绕服务职工共开展线上普惠活
动1万多场，参与职工3000余万人次，累计普惠金额达4 . 1亿元。

从“汗水经济”迈向“智慧高地”，“连钢创新团队”用坚守与拼搏实现梦想

新时代“振超精神”的践行者

探索消费模式创新，“山东消费年”助力企业打开内需市场

一晚卖了１４亿！“山东好货”爆单了

□ 本 报 记 者 赵德鑫
本报通讯员 高铭阳 孙国华

从临沂市沂南县依汶镇出发，走过
十余里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记者来到
依汶镇后峪子社区，只见青山脚下整齐
排列着一栋栋红顶白墙的二层小楼，干
净整洁的街道旁数位村民在树荫下闲聊
着家常，处处显示着这个远近闻名的
“小康村”里滋润的生活。

后峪子村恰如起名，村落过去分布
在8条山峪里，曾是一穷二白的山区村。

“过去俺们村在山上，只有一口井。小时
候遇上天旱得拿着泥罐子走七八里路到
汶河接水，因为山路难走，泥罐子常常在
半路就摔坏了，有时候一天跑好几趟都
填不满家里的水缸。”村民尹传凤回忆
道，缺水是后峪子村的“穷根”。因为没有
水，外村的闺女不愿嫁过来，当时的后峪
子村被邻村人戏称为“干巴村”“光棍村”。

“俺们村的变化还得从1988年引水
入山说起。”尹传凤依然记得那年村民
大会上后峪子村党支部书记梁兆利的表
态，“不管吃多少苦也得把咱们村从
‘穷窝’里拽出来。”

说干就干的梁兆利带领村两委发动
群众、分工到户，夜以继日地挖机井、
修水渠，经过一个多月的苦干，清澈的
汶河水终于引入了后峪子村，打开水龙
头，清冽的自来水喷涌而出，终于医好
了后峪子村村民的“心病”。

“解决吃水难只是第一步。面对庄稼
浇水难的问题，村党支部连续召开了几
次村民大会，把引水上山的事向大家伙
儿说明白。”后峪子社区妇女主任魏光霞
告诉记者，为了筹集经费，梁兆利卖掉了
自己的农用车，村民们有的拿出了闺女
的孝顺钱，有的拿出了卖鸡蛋的钱，仅用
五天时间，全村集齐了14万元工程款，两
个月里硬是把汶河水提升了80多米，让
全村80%的土地都变成了水浇地。

20世纪90年代以前，后峪子村不仅
没有能运输的生产路，也没有像样的出
村路。“过去俺们村没有小学，上学的话

得走一公里的山路才能走到学校。”村民
崔宝龄仍然记得小时候家里买了自行
车，父亲却只能骑到山脚然后再扛着上
山走回家的窘境。水引到山顶，路更要修
上山头。利用冬春农闲季节，村党支部动
员全村劳动力齐上阵，通过老少爷们手
刨肩挑、前拉后推，修筑村干道、生产路
累计18公里，水泥路修到地头、通到家门
口，后峪子村摆脱了出行难的困扰。

从整山治水到修路架桥，随着山村
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了让光秃秃的荒山
变成致富的金山，后峪子村将目光瞄准
了林果种植。“俺们跟着村里的帅李（李
种，别名串子）协会种植帅李，从育苗到
销售都不用操心，按照一亩地产7000斤
计算，每斤帅李能卖到1 . 5元，这样除去

成本亩收入能有一万块钱，这对于山地
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尹传凤说。

如今后峪子村栽植林果1700亩，成
为临沂市最大的帅李种植基地，“阳都
帅李”还获得了国家级有机生态林果认
证。村里的森林覆盖率达90%以上，成
为远近闻名的生态农业村。围绕生态富
民，后峪子村成立了“峪乐旅游专业合
作社”打造“千亩李花”观光带，建设
了2处精品林果采摘园。据了解，2019
年，后峪子村集体收入39万元，人均可
支配收入2 . 6万元，全村贫困户75户118
人于2018年底全部脱贫。

“日子好过了，更要树立村里的好风
气。”据梁兆利介绍，在后峪子村有着几
条特殊的村规：连续8年被评为“好媳妇”

“好婆婆”等荣誉称号的农民，作为纳新
对象，优先入党；连续12年以上被评为

“好媳妇”的可以被评为“明星媳妇”……
几十年如一日的评选树立起良好的村
风，使后峪子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文明
村”“平安村”。

引水修路、种植林果，后峪子村拔“穷根”奔小康

“干巴村”过上滋润生活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孙国华 高铭阳 报道
图①：后峪子社区村民种植的李子喜获丰收。 图②：后峪子社区俯瞰图。

聚焦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

文旅博览会
14家分会场已开放

山东工会普惠职工4 . 1亿元

视频

●临沂后峪子

村：“干巴村”过上

滋润生活

党端看点

①①
②②

□记者 毛鑫鑫 韩适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8月28日9:00，东京时间10:00，“对话山东-中日现代农

业产业对接交流洽谈会”在山东潍坊和日本千叶同时启幕。通过视频连
线，山东与日本相关机构、企业向对方表达出十足诚意和合作意向。

“我到山东调研过，先进的农业技术以及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农林水产省国际专门官中国区负责人本部
浩司说，山东农业与日本农业有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空间广阔。

山东主动融入国家开放大局，农产品出口规模超千亿元，连续21
年领跑全国。“日本是山东重要的农业贸易合作伙伴，2019年，我省
部分农产品与日本进、出口额达到313 . 5亿元人民币。今年1-6月份，
我省农产品与日本进、出口额144 . 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 . 8%。”
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于永德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潍坊国家农综区注重与日本开展农业领域的全方
位合作，中日韩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中日现代农业“双国双园”项目已
完成选址并启动规划编制，土地流转已完成，将在潍坊设立“日本高端
果蔬种植园区”，在日本设立“海外潍坊（日本）高端果蔬种植园区”。

洽谈会上，中日渔业合作项目、中日茶文化深度合作项目、日本
现代农业技术引进及优质品种选育项目、共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
术联合实验室项目、中日精致农业合作项目5个项目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签约。

对话山东-中日现代农业
产业对接交流洽谈会举办

□大众报业记者 范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8月28日下午，2020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山

东站暨“山东有我”短视频展播、壹点视频电商基地&齐鲁传媒MCN
耀视齐鲁活动启幕。现场，壹点视频电商基地揭牌成立，2020讲好中
国故事创意传播大赛山东分站赛正式启动。

本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
室作为指导单位，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大
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主办，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承办。据了
解，大赛将形成“地方分站赛+系列主题赛+大讲赛”三位一体的架
构，通过丰富多彩的山东故事，展现新时代的“山东之变”，传递新
时代的“山东机遇”。

开幕现场，壹点视频电商基地揭牌成立，基地内16个直播间同时
开放现场直播。据悉，壹点视频电商基地立足于电商直播服务和齐鲁
传媒MCN两大业务主线，占地总面积3000平方米，目前已实现5G网
络覆盖，音视频设备齐全，16个场景直播间能够全方位满足多层次、
多风格直播需求。除外，齐鲁传媒MCN已实现多平台的签约进驻，
目前已签约100多位网红主播，储备素人主播300多名，将致力于原创
视频账号的打造和平台粉丝流量吸引。同时，主办方与百县百台、
MCN机构、供应链方、高校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自此，壹点视频电
商基地&齐鲁传媒MCN的全线业务将充分启动，与合作方建立长期
的、牢固的合作关系，共同打造各自专业领域的创新业态。

讲好中国故事创意传播

大赛山东站启幕
壹点视频电商基地成立

□记者 李梦 孙亚飞 通讯员 郭素彥 商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山东阳谷波米科技有限公司开业暨李永舫院

士工作站揭牌仪式在阳谷举行，标志着李永舫院士团队护航的国内唯
一一家光敏性聚酰亚胺电子材料与液晶取向剂生产企业全面进入生产
阶段。

位于阳谷的波米科技有限公司由北京波米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是国内唯一一家光敏性聚酰亚胺电子材料与液晶取向剂产业化企
业，可年产1500吨液晶取向剂、300吨光敏性聚酰亚胺电子材料。目
前。公司正在与国内液晶面板制造大鳄共同合作研究高世代液晶取向
剂，与武汉长飞集团共同开发的聚酰亚胺特种光纤已进入市场，打破
了国外特种光纤行业垄断，华为等高科技企业正与阳谷波米科技有限
公司对接。

同日落户的中科院李永舫院士工作站，将保障“聚合物太阳电池
材料”以及“液晶取向剂和光敏性聚酰亚胺电子材料”研发及产业化
生产，护航波米科技有限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科学研发水平。

波米科技有限公司暨
李永舫院士工作站落户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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