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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孔庆珊 张立君

陈德忠，1924年出生于山东临朐，
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二十六军某团侦察连长。1951
年6月12日牺牲。在抗美援朝作战中，
他荣立特等功、一等功、二等功各2
次，并被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
雄”称号。

陈德忠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解放
战争时期，他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抗美援朝期间，陈德忠随中国人民志愿
军赴朝作战，任侦察连长。

1951年3月，敌军一部渡过北汉
江，向北进犯。陈德忠受命侦察敌情。
在稍微熟悉了当地的地形和敌情后，他
们就开始了敌后破袭。在陈德忠的领导
下，小分队有勇有谋、机智灵活，他们
时而化装成敌军的宪兵部队，开着缴获
的敌军吉普车大摇大摆地在公路上设卡
检查往来的敌军和车辆，伺机捕捉合适
的俘虏以获取情报；时而又化身为当地
的老百姓，混在民夫的队伍里对敌军的
营地进行侦察。虽然在捕捉“敌情报”的过程中，惊险重
重，不断遭遇敌人的突然袭击，但他们勇敢心细，善变万
策，迅速获取了西线敌军企图从中间突破，对汉城迂回包围
的重要情报。

一日上午，小分队在京畿道的仁仓里北侧设伏，当敌
人的一支小车队经过这里时，陈德忠率小分队突然猛烈开
火，猝不及防的敌军车辆当即连环相撞，随后被我军一一
击中起火。在不到10分钟的战斗中，我军毙敌16人、俘敌
1人。

一天夜里，陈德忠再次带领侦察分队涉水渡过汉江，秘
密深入到敌军防线后方纵深15公里处的西头川，再次对敌军
车队进行伏击，这次他们袭击了一支向前线运输坦克的运输
队，小分队一举歼敌30多名，将敌军30多辆准备运往前线的
坦克和3辆押送人员乘坐的吉普车全部炸毁。陈德忠担任侦
察连长后，创造了五战五捷的战斗范例。

在“平金淮阻击战”中，陈德忠又率领侦察员打响了战
斗的第一枪，击毁敌汽车1辆、毙敌7名，而志愿军无一人伤
亡。在战斗中，他以机动灵活的阻击、伏击、偷袭等方式，
不到2个月时间内，以伤亡3人的代价，毙、伤、俘敌100余
人，并为指挥员部署作战提供了大量宝贵情报。

1951年6月，陈德忠率领部队伏击敌人时，不幸中弹，
壮烈牺牲。1952年，追授陈德忠为志愿军“一级英雄”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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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王 晓

金秋时节的日照天高云淡，晴空万里。
在岚山区高兴镇的川子河畔，高大的垂柳分
列在河岸两侧，数十米宽的河面碧波荡漾，
前来觅食的白鹭自在翱翔。在花岗岩铺成的
观景平台上，不时有村民前来散步观景。

“真没想到短短几年就把俺们村这条河
治理得这么好！以前，这就是个臭水沟啊，
没有堤坝，河里存不住水，河滩上杂草丛
生，蚊蝇成群。每当发大水，河水就漫上农
田，庄稼都被冲毁了。”在河边散步的杨家
山前村村民丁立勇向记者介绍说。

在东港区南湖河上游的战家村，又是另
一番秀美景色。但在两年前，5孔的大桥被
淤积的泥沙堵得只有2个孔可以通水，有村
民把菜种到了河道中央。更有甚者，在河流
的行洪区域内建起了近百处房屋，河堤被村
民当成了垃圾场，养殖污水、生活垃圾向河
中随意倾泻，河内鱼虾绝迹。

“别看现在的河道40多米宽，在整治以
前最窄的地方还不到2米，成年人一大步就
能迈到对岸去。到了汛期，河里的臭水就会
流进村民违建的房屋里。”战家村村民王代
松说，今年汛期的雨水明显比去年要多很
多，幸亏河道提前完成了治理，不然洪水来
了，后果不堪设想。

改变这一切的，是日照市近年来结合河
湖长制落实，打出加强河湖生态建设、管理
和保护“组合拳”，投资超百亿元，全面开
展林水会战和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2015年起，我们开展了林水会战和
‘清清河流’行动，清除河道违建、改善村
民生活的水环境并修缮和新建了一批水利基
础设施。同时，全面落实河湖长制，对河湖
治理成果长效保持，守好群众的‘水缸
子’。”日照市河长制办公室副主任孙强
说。

坚持全域治理，日照市将工程化、项目
化思路贯穿于河湖生态建设全过程，从源头
治理抓起，统筹推进河湖治理，一张蓝图绘
到底。将落实河湖长制与“9+3”重点工作
攻坚、乡村振兴、碧海行动、全域旅游、精
准扶贫相结合，推动河湖长制“有名有
实”。

为实现治理一条河流、改善一片生态、
造福一方百姓，河长制实施以来，日照市实
行“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工作机制，明确
市县镇村四级一把手担任河长责任人，推进
农村水管员、河管员、水库安全员“三员合
一”改革，落实河管员1266人。

去年7月，日照市创新出台河湖长工作
评估办法、河湖管理员管理办法、四级联席
会议制度、河湖长述职制度、河湖长制重点
工作通报制度、群众监督举报奖励办法等6
项河湖长管理制度文件，发挥考核指挥棒的
作用，细化责任落实，优化工作流程，动员
群众参与。

“各级河湖长履职情况实行每季度通
报，市级河湖长每季度召开一次四级河湖长
联席会议，发挥市县级河湖长协调解决能力
强、乡镇和村级河湖长掌握情况多的优势，
让河湖长做到带着问题巡河、巡河能够解决
问题，从而实现河湖长治。”孙强介绍说。

截至目前，日照市重点河道生态治理率
达到85%，各类水库全面完成加固治理。完
成10公里以上河流治理47条、800余公里，
建成河道拦蓄水工程400余处，新增蓄供水
能力3600万方。

支流水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干流水质

的好坏。为确保治理效果，日照市在净化河
流“主动脉”上做文章的同时，在畅通村民
门前河、汪塘等小微的支流这些‘毛细血
管’上下功夫，开展全域治理。

时至傍晚，记者来高兴镇东辛庄子村。
一进村口，如画美景映入眼帘：主路旁，串
联在一起的3处汪塘与岸边的民房交相辉
映；清澈的水塘里，成片的芦苇随风起舞。

“这3处汪塘是川子河上游的一条支
流，我们对村内汪塘、门前河进行综合整
治，在打通河流‘神经末梢’的同时，提升
村民的生活环境。”高兴镇防汛办主任李业
健介绍说。

在水塘旁边的步道上，陆续有村民出来
散步。“以前村里很多村民搞养殖，污水直
接排到水塘里，臭气熏天，村民平时都不愿
意靠近。经过治理后，汪塘变成了村民的后
花园，每天晚饭后我就和老伴儿来这里散散
步，别提有多惬意了。”77岁的村民郑培言
高兴地说。

经过几年持续整治和管护，日照市城乡
水生态环境显著改善。截至目前，该市已治
理汪塘、门前河1084处（段），占全市农村
河湖的三分之一，“水清、岸绿、河畅”的
生态河湖随处可见。

日照市落实河湖长制，畅通河流“主动脉”，净化汪塘“毛细血管”

湾湾碧水润民心

（上接第一版）淄博市临淄区、宁津县等地积极推进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融媒体中心深度融合，探索文明实践活
动数据管理与快捷运行，贯通“媒体+政务+服务”，积极探
索短视频、H5等灵活的传播形式。

文明实践，群众是主体。山东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坚持
“群众视角”，围绕“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这个总目
标，各地各级大胆探索，在开展专业宣讲的同时，也积极壮
大百姓宣讲队伍。

汶上县面向全县“五老”人员及典型先进人物等选拔乡
土讲师，组成“乡土讲师团”，说乡音、举实例，用“土教
材”讲活“新道理”。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的“理论之
声”，通过讲堂、广播、微信等渠道，让许多群众成为“主
讲人”。

文明实践活动紧贴群众需求，在服务中融入思想政治教
育，吸引着群众从“围观者”，变成了主动的“参与者”。
淄博市淄川区西河镇北坪村的“守望相助”志愿服务队、济
南市莱芜区和庄镇张家台村的“生活帮”文明服务站等通过
走访、帮扶困难群众，在传递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也让村
居内守望相助的氛围更加浓厚。曲阜幸福食堂、荣成暖心食
堂、广饶一元食堂等，让附近农村老人只用一至几元钱不等
就能吃上热饭菜，传递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正能
量。平度市仁兆镇“庄户学院”、五莲县“喇叭花”村村播
报等文明实践活动，通过传播农业技术、提供知识服务，组
织、吸引农民进行理论学习。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充分利用村民农闲时节、茶余

饭后、拉呱聊天的机会，开展文明实践服务，一方面在与群
众交心、交流中梳理问题，一方面针对问题提升了服务精准
度。”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总结。

释放志愿热情 播散文明“种子”

在山东，新时代文明实践有个统一的标识——— 一朵蒲公
英。中心、分中心、站（所），是“蒲公英”；项目、志愿
团队、每个人，也是“蒲公英”。在时代新风中，千朵万朵
蕴含希望、活力、正能量的“蒲公英”，正将新时代文明的
种子播撒在齐鲁大地。

在荣成，凡18周岁以上公民都有自己的“信用账户”，
个人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次数、时长自动录入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云平台，形成一定的信用积分。达到一定分值
的市民可享受信用贷款、减免费用等160多项优惠。

“让奉献受尊重、有回报，是为了文明实践长期化、常
态化运行。”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山东，像荣成这
样鼓励人们践行新时代文明行动的努力有很多：邹平市的
“五星评定”管理、枣庄市薛城区“积分制”管理“星级
化”考评以及肥城市、桓台县的“时间银行”……因地制宜
的奖励办法，大大释放了整个社会的志愿热情。

一场战“疫”，检验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成色”，
让广大群众感受到了与党和政府“不能面对面，更要心连
心”的紧密。在前线，布控、测温、登记、疏导……在后
方，代办、跑腿、宣讲、清扫……围绕疫情防控，一个个讲

科学防治、传权威资讯、作心理辅导、解生产难题的志愿服
务项目，在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上“破土而出”。据统计，
全省约有8 . 3万个志愿服务组织、212万名志愿者广泛活跃在
城乡社区、村居疫情防控战场上。

“我们在实践站里直播带货，先期试点的3个贫困村的
特色产品销售额达30余万元，点击量达400余万次。”淄博市
淄川区委宣传部部长白向坊介绍。疫情期间，淄川区在传统
村落、美丽乡村等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设立特色农产品展销专
柜，展出陶瓷、琉璃、铁壶等地方特色产品，小米、绿豆、
樱桃、核桃、刺绣等农副产品，实践站里直播带货，拓宽了
销售渠道，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

凝聚本地文化 激活乡土人文

10月8日，元疃小学三年级学生孔淑宇在曲阜市息陬镇
北元疃村儒学讲堂上完国学课后，又去乡村记忆馆、非遗
文化馆享受了一番文化盛宴。“到村里的文明实践站，能
上很多课外班，有的课比城里孩子的课还要有趣得多。”

儒学讲堂里的国学课，文化广场上的篮球比赛，乡村
记忆馆里“记住乡愁”讲解，农家书屋里品类齐全的图
书……这个国庆假期，息陬镇北元疃村文明实践站，为少
年儿童量身定制了一系列实践课程。而在曲阜市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陆续举办了非遗文化体验课《楷木雕刻的故
事》，儒学课程《从儒家文化谈文化自信》，科普教育展
演、孝善文化体验等多场实践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参与其

中。
“从村级到市级，彰显儒家文化内涵，传统文化元素让

曲阜文明实践活动有了共同语言，也让文明实践阵地更有吸
引力。”曲阜市委书记刘东波说，儒家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
融合，赋予整个城市独特的人文气质，新时代文明实践更成
为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平台。

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试点以来，山东一方面在推动
文化资源流动、共享、均衡上下功夫，坚持推动文化下乡、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加大乡土文化人才培养与地方
文艺组织扶持力度。一方面，着力释放乡土文化本身的活
力，加大对地方民俗文化、技艺的保护传承，鼓励推动乡土
文化融入现代发展，有效激活了沉寂的乡土人文因子，让基
层文化更加活跃。

在胶州，打破了村居、城乡隔阂，开展了“文化串门”
惠民活动，农村社区组建的“邻里艺术团”跑村串乡，红红
火火。平度市推出的“行走的书箱”服务，让乡村热爱阅读
的氛围更加浓厚。泰安市岱岳区天平街道池子崖社区“漂流
书屋”、肥城市“爱心书屋”，吸引了周围的孩子，为孩子
们提供免费阅读。

截至目前，包括29个全国试点、50个省级试点县（市、
区）在内，全省已建设县级文明实践中心173个，建成率
100%，建设镇级文明实践所1849个，建成率98 . 1%，建设村
级文明实践站56786个，建成率79 . 6%。以点带面，星火燎
原，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山东各地，激发出了传播新思
想、引领新风尚的巨大活力。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9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了

解到，我省近日印发《关于加强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工作的通
知》，从设计、施工、验收、管理、后期运行等系统梳理并
进一步规范山东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并在全国率先编制建
筑节能设计专篇示范文本，从源头上提高建筑质量，提升节
能水平。

《通知》强调，建设节能设计方案应包括建筑节能设计
专项说明，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包括建筑节能设计
专篇，即《建筑节能设计专篇示范文本（2020版）》。设计
单位在建筑设计变更中，不得降低原设计的节能效果；应认
真参加建筑节能分部工程验收，核验建筑、电气、给排水、
供暖通风与空调调节、热能动力、建筑幕墙、监测控制、可
再生能源等专业节能设计要求完成情况，确保节能设计要求
的实现。

在建筑节能用能系统运行管理方面，民用建筑所有权
人、使用权人应保证建筑用能系统正常运行，不得擅自改动
或者损坏建筑围护结构和用能系统。国家节约型高校及省节
约型高校（医院）、公共建筑节能改造、被动式超低能耗等
示范项目验收后，实施单位应保障项目能耗监测系统正常稳
定运行，保证数据采集上传质量。

从源头上提高建筑质量提升节能水平

我省率先编制
建筑节能示范文本

□记者 段婷婷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9日讯 今天，记者从济

南市委、市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中
国算谷建设有了路线图。中国算谷立足国
内、面向全球，旨在打造“中国算谷·世界
数峰”，到2030年，成为全球领先的数字产
业发展高地，数字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
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60%以上，位居全球
前列。

中国算谷是部省市合作共建的重大产业
生态项目，将依托济南拥有的数字产业竞争
优势，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
展的大势，聚焦算力、算法、算数创新引领
与产业升级，打造全球算力产业新高地、数
据汇聚共享新典范、未来智慧产业新航标，

形成“算谷”独特的产业生态和一流的产业
地标。

据了解，目前国内超过50%的AI计算力
来自济南，济南已实现5G主城区网络连续
覆盖，拥有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同时还
开通了国际首个面向商用的量子通信专网。
作为中国软件名城，济南软件产业基础优势
明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
等新兴产业厚积薄发。2019年数字经济占
GDP比重达到39%，高于全省全国水平，大
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
备两大支柱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别达到3600
亿元、3400亿元。

中国算谷以济南高新区为发展核心区，
发挥浪潮集团龙头带动作用，统筹济南市现

有和新建载体资源，形成“1+2+3+N”的
“一区两核三支撑多园区”的发展空间布
局。“1”就是中国算谷核心区：济南高新
区。“2”就是中国算谷的两个核心载体：
算谷科技园和算谷产业园。“3”就是中国
算谷的3个主要算力支撑机构：浪潮集团、
国家超算济南中心和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
“N”就是中国算谷多个产业园区，目前在
济南已形成规模的产业园就有11个，分别是
齐鲁软件园、国际医学科学中心、浪潮科技
园、浪潮产业园、浪潮信创园、超算产业
园、量子谷、历下软件园、数字经济产业
园、齐鲁创新谷、长清软件园。

中国算谷坚持项目带动，超前谋划云
ERP、浪潮全球QID赋码中心、BIM图形平

台等一批重大项目，目前已储备了12类共68
个项目，总投资566亿元，加速推进形成产
业集聚发展生态。两大核心载体中，算谷科
技园已经开工建设，算谷产业园将于11月份
开工。

在算力方面，中国算谷将依托浪潮集
团，打造AI元脑产品和元脑生态，完善产
业配套，打造全国乃至全球服务器产业核心
引领和集聚区。同时，依托国家超算济南中
心，推动形成E级（百亿亿次级）计算机、
超算互联网、超算生态系统“点、面、体”
大超算格局。另外，依托全国量子计算与测
量专业标准技术委员会，推动量子计算机研
制，探索量子计算在经济各领域应用，形成
量子信息产业国际性品牌高地。

一区两核三支撑多园区发展，力争2030年数字产业规模超万亿元

中国算谷剑指“世界数峰”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示范项目

石岛湾核电首堆冷试一次成功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刘权甲 报道
本报荣成10月19日讯 今天17时42分，华

能石岛湾核电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首台反应堆
冷态功能试验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温气冷堆
核电站示范工程通过了针对反应堆性能的首次
全面考验，取得了全面进入调试阶段以来重大
节点的首战胜利。

据了解，华能石岛湾核电高温气冷堆示范
工程首堆冷试共历时14天，自10月6日9时启动
以来，分阶段经过了10个压力平台的一系列工
序测试，其间压力最高峰值达8 . 9兆帕（89个
大气压），开创了国内工程领域超大容积、超
高气压系统试验的先例。

该工程自2012年12月开工建设，2015年完
成核岛、常规岛主体结构施工，2016年完成世
界上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吊
装，2019年完成首台蒸汽发生器吊装。目前，
华能石岛湾核电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第二台反
应堆冷试也已启动，两台反应堆冷态试验目标
的实现，将为后续热态功能试验、装料奠定坚
实的基础。

据悉，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是全
球首座将四代核电技术成功商业化的示范项
目，也是中国“十二五”获批的第一个核电项
目，更是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示范
项目。项目位于威海市荣成石岛湾，预计2021
年并网发电。

图：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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