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贞乾：

毁家纾难 捐躯报国

马本斋：

虽死犹生 母子英雄
1941年9月初的一天，八路军

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
收到日军派人送来的一只碎了的
玉镯，这只玉镯是他母亲随身携
带物品。几天前，日本人抓了马
母，想以马母要挟马本斋投降。

马本斋，1901年生于河北省
献县一个回族农民家庭。青年时
期在国民党部队当兵，逐级升至
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因不满蒋
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毅然弃官
还乡务农。

1937年日军侵占献县，烧杀
抢掠，无恶不作，义愤填膺的马
本斋组织乡亲成立了回民抗日义

勇队。1938年，他率队加入河北游击军，后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
队回民支队。

1939年日军“扫荡”华北，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在敌后开展
游击战争，不断重创敌人。1940年的康庄伏击战中，回民支队以
少胜多，创造了八路军平原作战零伤亡的纪录。1941年，马本斋
部转战子牙河两岸，打得盘踞河间的日军胆战心惊，百人以下的
小股敌人不敢出据点一步。

屡战屡败的日军对马本斋恨之入骨，听闻马本斋是个孝子，
便抓了他的母亲白文冠，妄图逼降马本斋，乘机消灭回民支队。

看着手中的玉镯，马本斋悲愤万分。他自幼与母亲相依为
命，母亲经常给他讲苏武牧羊、岳母刺字的故事，教育他要精忠
报国。马本斋知道母亲这是在用碎掉的镯子告诫自己：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他捧着镯子失声痛哭：“俺娘没了。”

马母被抓后，敌人软硬兼施。为了不让敌人利用自己牵制儿
子，马母绝食七日后去世。母亲牺牲后，马本斋强压怒火，写下
了“伟大母亲虽死犹生，儿定继承母志，与日本人血战到底”。

1942年，日军在冀中平原发动了灭绝人性的“五一”大扫
荡，马本斋率部浴血奋战，突出重围后经冀鲁边转移到冀鲁豫边
区的鲁西北，在此打击日伪势力，摧毁日伪军据点，粉碎了敌人
的“分割”“囚笼”政策。1943年11月，冀鲁豫边区采用马本斋
的“牛刀子钻心”战术，奇袭伪军孙良诚总部，全歼孙良诚总部
直属队。

1937年至1944年间，马本斋所率回民支队奋勇杀敌，经历大
小战斗870余次，令敌人闻风丧胆。毛泽东称赞马本斋带领着一
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1944年，回民支队接到开赴延安的命
令。出发前，马本斋后颈毒疮发作。他抱病作
了最后一次动员，叮嘱同志们：“要跟着党，
跟着毛主席，抗战到底！”1944年2月7日，马
本斋在山东省莘县病逝，时年43岁。

马本斋逝世后，延安各界举行了隆重
的追悼大会。1954年，马本斋的灵柩被送
往家乡，安葬在当地的烈士陵园中，紧挨
着母亲白文冠的坟墓。

（□张立婷 齐静）

威海市文登区植桐引凤，探索建立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制度

专家成了新村民 乡村振兴有智囊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到周末、节假
日，我们村的民俗客房就爆满，需要提前
预订才住得上。”在威海市文登区高村镇
慈口观村，村党支部书记周玉平说，几年
前，慈口观村集体年收入不到5万元，而现
在已达80多万元，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村民既有房屋租金、土地流转费
用，还能在家门口打工挣钱，日子越过越
好。

村庄的蝶变，得益于乡村振兴首席
专家陈本刚的到来。凭借着自己的经
验，陈本刚充分挖掘村庄环境优美、资

源丰富等优势，把80多套闲置老房子按
“一房一院一特色”改造成精品民宿，
打造成集民宿、休闲、旅游、拓展、采
摘于一体的原生态院落式田园综合体，
让乡村焕发新生机。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年来，文
登区因地制宜、唯才所宜，探索建立乡村
振兴首席专家制度，通过建章立制、设立
机构、完善保障等措施，让人才来得了、
用得好、留得住，为乡村发展提供强有力
的人才智力支撑。

“我们不拘泥于人才身份，只要有本
事、有能耐，愿意为乡村发展献才智、作
贡献，就可以入选首席专家。同时，打破
了以往只注重引进传统产业、经营管理人
才的惯性思维，逐步向艺术、乡村旅游等
方向拓展，打造多元化、多领域的人才队
伍。”文登区委农办主任、农业农村局局
长姜宗浩说，各个镇街根据自身实际和需

求，通过外招内联、专家引荐等方式，引
进乡村振兴首席专家100多名，涉及规划设
计、文化旅游、创意美术、产业开发等10
多个专业，有效满足了乡村振兴的现实需
求。

“植桐引凤”，还得让“凤凰展
翅”。首席专家可作为结对村庄的“新村
民”，以“特邀村委委员”的身份参与结
对村庄的村级治理、集体决策，为村庄发
展出谋划策。在资金支持上，获评特优首
席专家的，可获得5万元的工作津贴；入
选“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称号的
首席专家，新创办或参与创办农业企业，
给予最高200万元的资金支持；对首席专
家依托结对村庄和镇街举办论坛讲座、技
术培训等专题活动，给予一定的经费补
助。

乡村振兴首席专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特长，形成带动效应，创办农业专业合作
社、行业协会、家庭农场等，带动村庄发
展特色产业、新兴产业，为6000多名村民
提供就业岗位，结对村庄村集体年增收800
多万元，带动村民平均年增收3万多元。

为做好服务保障，文登区成立乡村振
兴研究院，在11个镇街设立乡村振兴研究
院分院，与镇街社会化服务中心合署办
公，作为首席专家的专门服务机构，全面
负责首席专家的选任、管理、服务等事
项。在每个乡村振兴研究院分院，按照
“人才+项目”的模式，确定1-2名带头首
席专家，围绕规划治理、社会服务、林果
畜牧、文创旅游、海洋工程等镇域产业，
确定研究重点和课题方向，深入开展科学
研究和决策咨询，定期举办研讨会、创业
沙龙等活动，为乡村振兴持续提供智库服
务。

临沂经济开发区围绕产业链谋招商，配套企业就近布局

从600公里到6公里 液压件的跨海之旅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万发真 解现光

“以前，我们两家企业一个在韩国，
一个在临沂，进口核心液压件有些麻烦，
要先海运再转陆运，辗转600多公里。”6
月14日，在临沂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临
沂经开区），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挖掘机采购部部长刘玉泰说，星普液压科
技（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普液压）的
落地，让两家上下游配套企业的直线距离缩
短到了6公里，双方的技术合作、产品交付、
质量对接等事项将变得更加通畅。

曾经，一套韩国生产的高端液压件需

要漂洋过海、奔波600多公里才能抵达临
沂，如今，这一状况被改变。在距离山东
临工6公里的地方，由韩国星普P&T株式会
社（以下简称韩国星普）投资1000万美元
兴建的星普液压项目正加速从蓝图变成现
实。

“目前工程总量已完成了80%，8月底
即可投产运营。”韩国星普副总经理、常
务理事玄政昱说，韩国星普主要生产动力
总成、高端液压件和铸造钢产品，产品远
销35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企业，包括中
国的三一重工、徐州卡特彼勒、山东临
工、山推股份、广西柳工、上海沃尔沃、
成都神钢等多家企业。

一家业务遍及多国的韩资企业，缘何
跨越千里将新工厂布局临沂？据了解，临
沂经开区是工程机械企业的聚集地，拥有
以山东临工、山重建机等为龙头的30多家

工程机械及配套企业。然而，长期以来，
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当地还存在着部
分关键材料及核心零部件尚需进口、配套
产业链“缺环”的现象，一度影响了企业
发展。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临沂经开区围绕
产业链条梳理招商思路，针对龙头企业涉
及的上下游企业深入研究，力争通过“补
环”工作，吸引一批配套项目在该区落
地。

在这个过程中，韩国星普进入了经开
区招商团队的视线。“仔细一查，韩国星
普还是山东临工的上游供货商，两家企业
已有十几年的合作历史。”临沂经开区招
商一局局长袁超说，“何不依托山东临工
以企招企，把这家外企引进来就近建
厂？”临沂经开区招商一局工作人员向韩
国星普算效益、讲政策，终于在去年年

底，促成了液压件的跨海之旅，项目成功
落地。

“把企业引进来只是第一步，关键还
要做好配套服务。”临沂经开区智能制造
产业服务中心企业服务部部长司玉章介
绍，星普液压是开发区的第一家韩资企
业，他们正争分夺秒赶进度保工期，在项
目的推进中逐个破解难题。

“不到两个月，1万多平方米的车间主
体钢结构已完工，2100平方米的办公楼已
完成混凝土浇筑，不久之后生产设备便可
安装调试，投产在望。”玄政昱说，良好
的服务保障，让星普液压的发展劲头更足
了，“仅运输成本一项就减少了10%，项
目投产后，预计到年底销售额将达到1亿
元，2022年销售额将实现3亿元。未来我们
将加速产业布局，努力把临沂打造成为韩
国星普在海外的重要生产基地。”

新泰打造百合“种业硅谷” 打破种质资源卡脖子困境

小小百合苗 年创10亿元
□ 本 报 记 者 王洪涛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张丽

6月17日，第四届中国·新泰百合节在
新泰市羊流镇泰山·百合和园拉开帷幕。漫
山遍野、摇曳多姿的百合花，吸引游客们
争相合影，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们
却把惊喜的目光投向了百合种子。原来，
在这美丽的花海背后，蕴藏着一座百合种
球生产工厂，一年可产百合种苗10亿株，
年可创收10亿元。

在山东惠美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惠美农牧”）副总经理王利珍带领
下，记者来到一座山丘前，只见一座由一
道道玻璃墙围成的透明工厂格外醒目，这
是惠美农牧精心打造的国家良种百合繁育
中心。目前，该中心已配套建设2万平方米
10万净化级别组培室、2万平方米智能玻璃
炼苗温室和5000亩优质百合种苗繁育基

地。
谈及何以投巨资建设种苗繁育基地，

王利珍告诉记者，我国虽然是百合属的分
布中心，但90%以上种球依赖进口；食药用
百合方面，目前国内栽培品种单一，仅限于
兰州百合、宜兴百合和龙牙百合，由于长期
靠鳞瓣或小茎片无性繁殖种球，病毒积累，
产量和品质下降，品种退化严重。

为打破种质资源卡脖子困境，惠美农
牧联合北京农林科学院，从百合品种选
育、种球繁殖、大田栽培到种球保鲜进行
全产业链条合作。为此，北京农林科学院
组成30人的研发团队，进行科研攻关，目
前已有突破性进展。

“我们已选育5个百合惠美系列百合良
种，它们具有抗逆性、产量高、风味好等
特点，其中百合种球的亩产量要比普通种
球多700斤，增幅近4成。”北京农林科学
院副调研员杜运鹏博士介绍，目前，包括

惠美农牧百合园区在内，这些新品种已在
国内示范推广4 . 2万亩，占国内百合良种市
场的15%，累计增收2 . 4亿元。

记者随杜运鹏来到中心炼苗室，四名
工作人员正将新培育的仅几厘米高的百合
幼苗从器皿容器中移植到托盘里，它们将
在这里待足四十天后，再移到大田种植。

“我们一个种球能培育出4096棵百合
苗，中心一年能产10亿株百合种苗，按一棵
百合苗卖一块钱算，光这小小的苗子一年就
能卖10亿元。”王利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据介绍，今年，惠美农牧将在全省率
先挂牌成立国家百合种质资源库山东分中
心，资源库里拥有百合品种400多个，其中
野生百合品种63个，而全球总共才有110多
个野生品种。“我们可以充分借助这个优
势进行百合育种的技术创新，把种质资源
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杜运鹏
说，目前，在惠美农牧百合园内，已栽培

百合品种60多个，其中温室栽培野生品种6
个；下一步还将开展分子育种，这在育种
领域具有突破意义。

据羊流镇党委书记李希刚介绍，他们
将从土地流转、政策扶持等多方面，助力
企业打造集种质资源、品种育种、品种繁
种、品种推广和品种展示于一体的“种业
硅谷”。

当下，惠美农牧已在园区种植百合1万
余亩，是亚洲单体种植面积最大的园区，
成为全国两家区域性蔬菜（百合）良种繁
育基地之一，靠种植百合花延伸出一条产
业链，在下游兴建百合加工厂，开发出百
合干、百合粉、百合花蕾茶、百合啤酒、
百合化妆品等系列产品。

围绕百合，基地又做起百合旅游，每
年6月，万亩百合花开烂漫，吸引游客流连
忘返，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四届百合文化艺
术节，累计吸引游客超百万人。

万名医护下基层

免费体检送上门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张进刚 报道

6月26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区立医
院开展“万名医护下基层”活动，将
健康体检车开进乡村，为村民免费提
供巡诊、体检、健康咨询等基础医疗
服务，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
质、高效、便捷的医疗资源。

图为区立医院医生为尹家大庄村
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和指导。

1938年11月，在我省微山湖
西部地区叛国投敌的军阀武装王
献臣部勾结日军，突然袭击苏鲁
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后方。
经过一天多浴血奋战，终因敌众
我寡，二总队总队长李贞乾的二
弟和四弟壮烈牺牲，母亲、妻儿
等21名亲人被俘。

日伪军将李贞乾全家押到江
苏丰县北部常店据点，威逼他的
妻子给他写信劝降，但遭到拒
绝。敌人气急败坏，扬言要烧死
他们全家。

李贞乾是江苏丰县人。1928
年，任丰县师范学校校长、国民

党丰县县党部执行委员。卢沟桥事变后，李贞乾带领学生组成青
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国民党当局要逮捕进步师生，李贞乾到县党
部据理力争，进步师生才免遭无端迫害。不久，李贞乾正式退出
国民党。

1938年春，李贞乾加入中国共产党。6月中旬，在中共苏鲁
豫皖边区特委领导下，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成立，李贞
乾任总队长。他将土地、家产变卖，购买枪支、马匹、弹药献给
部队，全家26口人都参加了抗日工作。

1938年夏末，李贞乾指挥部队在马良集大胜日军，极大地鼓
舞了湖西广大人民，二总队迅速成为湖西地区的一支抗日中坚力
量。正在此时，王献臣抓捕了李贞乾的21名亲人，并以杀害他们
威胁李贞乾。李贞乾强忍悲痛，毅然表示：“宁可牺牲全家人的
性命，也不向敌人屈膝投降。”

12月27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进军鲁西南，歼灭
王献臣部800余人，李贞乾的母亲、妻儿等亲人终获救。

1939年6月，李贞乾奉命率部队挺进鱼台县。7月1日，李贞
乾被推选为鱼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1年3月，被选为湖西
专署专员。

1940年至1942年，在日、伪、顽的夹击和自然灾害下，湖西
抗日根据地进入最艰难的时期。为渡过难关，湖西专署颁布了减
租减息法令。李贞乾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又在湖西区普遍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湖西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抗日积极性得到了
极大提高。

李贞乾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一件旧军衣缝了再缝，补了再
补。每逢行军，他都和同志们一起步行。而他的那匹黑马，不是
驮着伤病员，就是驮着公用物资。

1942年12月，日军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进
行万人“拉网”大“扫荡”，李贞乾指挥专署警
卫连和当地抗日武装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掩
护群众转移。在即将冲出敌人包围圈时，李
贞乾不幸中弹牺牲，时年39岁。

在李贞乾烈士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
句话：“当年神州陆沉义旗举苏北，唤起
千万健儿开展抗日根据地；今朝山河解放懿
范垂湖西，激励广大群众巩固人民共和国。”

（□崔方方 齐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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