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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依盟 通讯员 刘贵增 张岩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7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获悉，国庆假期，全

省公安机关广大民警辅警顶风冒雨坚守岗位，从严从实从细落实各项
安保措施，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为人民群众欢度节日创
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其间，全省接报警情56万余起，其中求助咨
询类警情近10万起。

按照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部署要求，省公安厅对国庆安保工作
进行专项部署。各级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坚守岗位，确保警令畅通，指
挥高效。全省启动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一级勤务等级，严格落实24
小时值班备勤制度，日均出动警力7万余人，最大限度把警力、警
车、装备摆上街面，动中备勤、武装巡逻，全力投入社会面巡逻防
控、打击违法犯罪、服务群众、防汛抢险等各项工作中。

节日期间，全省举办各类大型活动58场次，参加群众21 . 9万余
人。全省各级公安机关科学部署警力，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和全省
233家4A级以上重点旅游景区安全监管，指导其落实安全检查、票证
核验、秩序维护等措施，督促按照接待容量，控制高峰时段游人总
量，及时采取预警、限流、分流等措施，避免“大客流”情况发生，
确保景区秩序良好和游客安全。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针对节日期间人流、车流、物流大幅增加，连
续降雨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等现实情况，启动24小时勤务部
署，努力为广大群众欢度佳节、平安出行创造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环
境。全省公安交警出动警力8 . 1万人次，启动交警执法站385个，设置
临时执勤点1100个，在高速公路设立70余处事故快处快赔点。突出加
强对重点路段、重点时段的巡查管控。深入推进酒醉驾、超员超载专
项治理，严查易肇事致祸违法行为。及时发布3000余条实时道路通行
信息，为群众出行提供更精准服务。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内，每件实物都是最好的历史教科书

述说一个民族的顽强与不屈

□ 本报记者 孟令洋

“馆前花岗岩铺设的台阶共38级，
寓意是1938年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战爆
发。”10月4日，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讲
解员徐欣向游客介绍，台儿庄大战是中
国军队在正面战场首次取得的重大胜
利，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的信心。纪念
馆自1993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海内外
各界参观者3000多万人次。

运河涛涛，丰碑巍巍。站在台儿庄
大战纪念馆内仿制的运河浮桥上，电脑
模拟的水花声此起彼伏，枪声不绝于
耳……从1938年3月23日开始，到4月7日

凌晨日军全面溃败退出台儿庄，历时半
个月的激战中，日军伤亡7000余人，而
中国军队也付出伤亡2万余人的代价。

“匕首的主人就是照片上这位美丽
文静、稚气未脱的女孩——— 刘守玟，这
是她唯一的一张照片。”在台儿庄大战
纪念馆展柜里，有一把长约20厘米的匕
首，引来游客驻足观看。

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17岁的刘守
玟偷偷离开家，加入湖南省战地救护
队，赴上海战地救治伤员。从上海到陕
北，再到徐州，直至1938年转战台儿
庄，在抢救伤员时不幸牺牲。

“牺牲的那一年，她只有18岁，连
姓名和家乡地址都没留下。”讲解员介
绍，照顾她的老乡直至临终前，每年都
会到她坟前祭扫，并嘱咐自己的后人继
续守护英灵，继续帮助无名女兵找到回
家的路。

直到2004年，辗转八千里路，刘守
玟的家乡和名字才最终得到证实确认，
遗骸运回故乡，安置在湖南革命陵园，
魂归故里。

“英雄，需要我们铭记！”来自吉
林的高雪眼角泛起泪花。她告诉记者，
今年7月毕业后她来山东工作，趁着假
期想了解山东这片红色热土，“不虚此
行，又一次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馆长孔令欣告诉
记者，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展出文物、图
片和史料2000余件，通过历史文物、历
史图片、文献资料与各类辅助陈列手段
的有机结合，全景再现台儿庄大战中爱
国将士报效祖国的壮举。

敢死队队长王范堂的军毯、第一二
四师参谋长邹慕陶给儿子的绝笔家书、
台儿庄城寨争夺战争照片……一件件实
物、一幅幅照片都在讲述着当年战争的

场景。
在展厅内，有一面见证了战争惨烈

的“弹孔墙”，战役中的台儿庄“无墙
不饮弹，无土不沃血”，处处是残垣断
壁，焦土废墟。展馆内的每一件实物，
都是学习历史、铭记历史最好的教科
书。

指着墙壁上的弹孔，来自滨州的小
学教师韩婧抚摸着儿子的头，严肃地
说：“台儿庄大战的胜利，迟滞了日军
攻打武汉，为抗战力量内迁赢得了时
间。”9岁的儿子连忙点头，睁大眼睛
认真地望着那布满弹孔的墙面。

当年大战遗留的弹孔墙、旧民居
等，后来建成了台儿庄大战遗址公
园。而这些建筑也成为一本本历史教
科书，述说着一个民族的顽强与不
屈。

风雨无阻，昼夜坚守，东平湖巡堤人巡查时都要“眼看、耳听、手摸、脚踩”———

双线作战，“扎”在大堤上

国庆假期山东

社会治安秩序和谐安定

□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周姿辰 姜建彬 王聪

近日，一辆标着“莱州政务服务”的中巴
车从莱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出发，驶向莱州市精
密锻造有限公司2万吨/年机械配件加工项目建
设现场。到达现场后，不到半天就完成了项目
现场联合验收。

这辆中巴车被形象地称为政务服务“大篷
车”。莱州市定制了三辆集行政审批、公共服
务、政策宣传、疑难解答于一体的专业化“大篷
车”，不仅为全市44个重点项目提供“110”式的
呼叫服务，还每周开进镇街、社区，为居住偏远
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务。

为群众办实事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
试金石。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烟台市按照
省委、省政府“打头阵、当先锋、上层次”的
要求，坚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扎实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牢记党的性
质宗旨、牢记初心使命，真心实意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梳理确定了烟台市90个民生事
项，以“小政策”提升“大环境”，推动惠民
利企服务再升级，打造一流营商环境高地。

为增强服务企业针对性，烟台市于6月26
日开通了“政企通”服务专线。企业遇到任何
疑问和难点、堵点，只需拨打12345，便会由
专家进行现场解答，并将企业诉求第一时间转
交相关部门和区市办理，实现了“企业吹哨，
部门、区市报到”。上线短短两个半月时间，
“政企通”已解决企业诉求1676件，成为惠民
利企的城市“总客服”。

融合与集成，使得行政审批大大提速。烟
台高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推出“我要建学校”等七大常见情景定制和
“我要办立项”等八大单环节自选套餐，让企业按需“下单”，综合
时效节省了60%以上；牟平区实施政务服务“双全双百”工程，40个
场景215个事项实行极简办、集成办、全域办，部分事项“秒批秒
办”“无感审批”；招远市推出个体工商户、农民合作社登记业务全
程“代办”和“网办”，并将这两项行政许可下放至各镇街党群服务
中心办理；莱山区围绕“互联网+不动产登记”打造多个业务的网上
受理平台，即时办结率达99 . 74%；龙口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开办企业
与银行网点分布广、服务规范的优势相结合，在银行网点设置5处企
业登记注册代办点。

一件件小创新，汇聚成烟台市营商环境的总体提升，成为城市的一
张“金名片”。在企业开办领域，以自贸试验区烟台片区为试点，先后推
出了中日韩投资便利化“跨国办”、远程勘验、企业设立“共享注册”等15
项“首”字号的制度创新；在审批模式改革方面，烟台开发区在全国首推

“远程帮办代办”服务模式；在施工许可证审批方面，福山区在全省率先
推出施工许可证“阶梯式”审批，压缩了全流程审批时间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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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红军

一早，天又下起了雨。东平湖八里
湾泄洪闸大堤上，风雨交加，风裹挟着
湖水凝成一卷，狠狠撞击着大堤。

“西防黄，东防汶，双线作战，这
是我们秋汛面临的严峻形势。”10月6
日，东平湖管理局东平管理局副局长岳
善平，早早赶到了大堤上，跟工作人员
一起巡堤查险。岳善平说，一边迎战黄
河接近警戒水位的洪水，另一边受大汶
河流域持续强降雨影响，东平湖多次超
警戒水位，“我们从9月以来一直在
岗，不分节假日、不分白天晚上”。

自10月4日起，八里湾泄洪闸开闸
泄洪，这也是该闸建成后首次泄洪。滚
滚东平湖水，经下游渠道南排，最终到
达南四湖。

“八里湾泄洪闸南排泄洪，能够有
效降低东平湖水位，同时减轻东平湖北
排压力，保障黄河下游防汛安全。”岳
善平说。八里湾泄洪闸位于东平湖二级
湖堤，共7孔闸门，设计流量450立方米
每秒，主要功能为增加东平湖老湖南排
出路。

风不停，浪不止。“东平湖最怕的就
是风浪。”东平管理局解河口管理段段长
毕华威说，湖面宽阔，风越吹越大，风浪
冲到护坡上，水流穿破碎石缝隙，带出土
体来，有可能造成塌崩等风险。

毕华威摘掉眼镜，镜片已经被雨水
模糊，他胡乱用迷彩衣角擦擦，又赶紧
戴上，继续带领队伍前行。“我们管理
段负责15 . 45公里大堤，分成3个组不间
断巡查，晚上一般是6点多开始，一直
要忙到凌晨。”

近期雨水不断，这给巡查工作带来
相当大的难度。

东平管理局工情组人员说，巡堤查
险时，五官差不多都用上了，总结起来
就是“眼看、耳听、手摸、脚踩”。

“眼睛能看到有没有蛰陷、裂缝、陷坑
等，晚上用耳朵听听有没有水流声，手
摸能够分辨渗水还是积水，因为渗水要
比积水凉，用脚踩去感觉渗水的地方，
就像踩牛皮包差不多。”

“我们每个组需要巡查5公里左
右，但个别堤段巡查难度较大，有时候
一个上午只巡查1公里大堤。”毕华威
说，堤坝脚已经长时间积水浸泡，只能
拿着铁锨等工具，深一脚浅一脚，一步
一步地试探着往前走，并仔细地观察积
水有没有细微异常：冒水泡、变颜色、
变浑浊……

自10月1日起，面临黄河干流、东
平湖防汛“双线作战”，东平湖管理局
发出机关干部下沉一线“动员令”，充
实到前线巡查防守力量，全力迎战黄
河、大汶河洪水。

在东平湖二级湖堤上，还有一处处
绿色的帐篷引人注目。走进帐篷，里面
安放着一张一米宽的行军床。这是当地
“基干班”的防汛帐篷，重要地段甚至
还有多顶帐篷。

东平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基
干班”成员全部为沿黄、沿湖群众，
“他们有着多年的防汛经验，巡堤查险
注意事项、巡查技巧，不比我们的专业
知识少。”

“水比昨天涨了。”有一次，“基
干班”一位老大爷看着湖面说。

“大爷，你怎么知道水涨了？”一
线巡查的职工问。

“看树根啊，一棵树有一棵树的位
置。”他指了指没过树根的湖水。

“我数台阶，昨天是44级台阶，今
天变成了43级台阶。”另一位大爷比了
个43的数字。

今年71岁的徐彦节，家住二级湖堤
外的湖韵苑社区，这次也参加了“基干
班”。他说，自己虽然年纪大了，但比年轻
人有经验，“等水退了，再回家”。

为防御此次秋汛，10月2日，东平
湖所辖梁山、东平地区，已有699支群
防队伍上堤巡查，共预置群防力量1 . 33
万余人。

乐享近郊乡村游
□记 者 卢鹏
通讯员 尹君 报道

10月6日，沂南县铜井镇竹泉村，
游客们惬意游玩。

国庆假期，不少市民选择在近郊乡
村游玩，感受田园美景和农家乐趣。

“就地过节”催生消费新风潮
◆国潮IP、国潮产品受青睐 ◆与“家”“国”相关的消费持续升温

□ 本报记者 孙源泽 王 健
陶相银 贺莹莹
王 爽

因受疫情影响，多地倡导“就地过
节”。从心向远方，到欣赏身边的诗情
画意，今年国庆假期消费依然旺盛：人
们开始探索周边城市新的景点，体验新
的消费方式；商家瞄准“宅家”经济的新
趋势，以“家”“国”为主题推出各类营销
活动，激发了更深层次的消费需求。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节日期间（10
月1日-6日），全省监测的600家零售企

业实现商品销售额69 . 4亿元，与2020年
同期持平，比2019年增长3 . 4%。

“估算一下，这趟自驾游至少得花
七八千块钱。”10月6日下午，在乳山
银滩，天津游客郑启明在忙着归途前的
最后采购，在他的私家车后备厢里，堆
满了当地特产。

郑启明的岳父母在银滩居住。这个
国庆假期，郑启明和妻子从天津赶来，
家人团聚之余，又载上两位老人在当地
畅游了5天。

家庭团聚游催热“后备厢经济”。
记者了解到，威海市“千里山海”自驾
旅游公路今年5月1日起启动运营，短短
几个月已成为“网红路”。据统计，该线路
单日自驾客流量最高突破40万人次，自
驾游人均消费为普通游客的3倍。

除为家庭团聚游打造全新的消费体

验外，以国潮IP、国潮产品为卖点的活
动受到消费者青睐。

10月6日晚7点30分，印象济南·泉
世界“帷幕开啦”蜡像馆内，仍有不少
游客在游玩。“帷幕开啦”蜡像馆馆长
张国明介绍，馆内共有红色革命区、传
统文化区、西游·武侠区等16大展区，
“因为新奇，再加上下雨，像我们这样
的室内文娱活动场所客流量是平常的3
倍。”

不仅仅是济南。在德州宁津县，德
州运河文化题材杂技舞台剧《运河流
芳》首度亮相宁津德百杂技蟋蟀谷，再
现了菲律宾古苏禄国王访华盛景。“如
今文化消费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国潮
IP成为一种时尚。在家门口欣赏国家级
非遗项目——— 德州杂技，不失为一项新
选择。”宁津德百杂技蟋蟀谷总经理助

理姚兵连介绍。
线上消费是“宅经济”下的主流消

费方式。记者综合京东、阿里、苏宁等
互联网企业数据后发现，与“家”
“国”相关的消费，正成为带动消费新
风潮的主线。

传统家庭消费的强势品类如家电和
食品饮料持续升温。同时，围绕着
“家”这个核心，新消费热点不断涌
现，如智能家居和家居服务等备受青
睐，各类关注婴儿和老人健康的细分需
求被不断挖掘。

在这个国庆长假，无论是消费还是
出行，吹的都是浓浓的“中国风”。今
年，中国载人航天迈入空间站时代，带
火了主题购。国庆前夕，航天文创
CASC I联合天猫打造限量宇宙伴手
礼——— 太空种子盲盒，上线即被抢空。

“十三五”期间山东

143个项目获国家科技奖
□ 本报记者 赵君

近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关于全省
科技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近年来，山东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与
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坚决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明显提升，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六位。

战略科技力量加快构建。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加
速推进，6家省实验室挂牌筹建，建成21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
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中科院济南科创城、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等技
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发展成效逐步显现。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
“十三五”期间，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组
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近1000项，取得重型商用车动力总成关
键技术等一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143个项目获国家科技奖。高新技
术产业加快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达1 . 46万家，总数居全国第六位。高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47 . 41%，年均增长2 . 5
个百分点以上。创新人才加快集聚。截至今年6月底，住鲁院士达101
位、国家级领军人才1224名，均翻了一番多，去年来鲁“双一流”高
校毕业生是前年的2 . 1倍，人才净流入趋势持续扩大。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山东每年设立规模不低于120亿元的“省级
科技创新发展资金”，集中投向重大关键共性技术攻关、重大原始创
新、重大技术创新引导及产业化和重大创新平台项目等四大重点创新
领域。通过市场需求引导创新资源有效配置，创造性实施科技资金股
权投资项目，近两年对37家企业投资8 . 2亿元，撬动约3倍社会资本跟
投科技企业。

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山东加快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
政策，加大对完成、转化职务科技成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成
果转化收入不低于70%用于奖励个人，其中不低于50%奖励主要贡献
人员。大力推行绩效工资倾斜、协议工资制、年薪制、项目工资制等
多种收入分配倾斜政策。目前，省属高校院所127名人才享受绩效工
资倾斜，21名实行年薪制，27名实行协议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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