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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克：

滴血喂女释忠魂

汪洋：

七尺男儿，生当为国
1942年10月17日，随着哨兵

的一声枪响，莱芜北部山区茶业
口刘白杨村的宁静刹那间被打
破。6000多名日伪军趁着夜色，从
四面包围过来。

刘白杨村是泰山抗日根据地
党政军机关临时驻扎地。此时，泰
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已带领主
力部队挺进淄河流域，驻地只有
少量部队。听到哨兵的报警，泰山
军分区政委兼中共泰山地委书记
汪洋当即指挥地委、专署、军分区

机关突围。
汪洋是山东东阿人，1931年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

学校，1936年初，考入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同年5月，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汪洋辗转来到延安，抗日战争
爆发后，24岁的汪洋和谷牧一道，奉命回到山东，发动群众组
建抗日武装。

1938年，汪洋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三团团长，他
率第三团取莱芜，战滕县，重创日伪军，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
能。同年7月，汪洋任第四支队第二团政委，率第二团转战鲁
中、鲁南山区。因战功卓著，第二团被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
命名为“钢二团”。1940年，汪洋任山东纵队第一旅政治部主
任，率一旅指战员在山东莱芜、博山一带向日军发动猛烈进
攻，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沉重地打击了敌人。

1942年，汪洋任泰山军分区政委兼中共泰山地委书记。这
一年，泰山抗日根据地进入极度困难的时期，不少游击区又变
成了敌占区，部队供给十分困难。汪洋带领部队发动群众，运
用地雷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单独作战
百余次，毙、伤、俘敌2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

1942年10月17日，泰山党政军机关被6000多名日伪军包
围。为掩护机关突围，汪洋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
攻。敌我双方在莱芜吉山村南河滩一带反复冲杀，战况空前激
烈。此时，汪洋和战士们已经一天一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人
疲马乏，子弹都已经打光了，战士们一个一个倒了下去。

汪洋望着仅剩的几十名带伤的干部
和战士，大声喊道：“同志们，报效国家的
时刻到了，上刺刀拼吧！”说完，他一马当
先，端起刺刀，向敌人冲去。在拼杀中，汪
洋身负重伤，自戕殉国，年仅29岁。

在掩埋烈士遗体时，人们从汪洋的上
衣口袋中发现了他不久前为牺牲的战友
写下的挽联：“凡七尺男儿生当为国，做千
秋鬼雄死亦光荣。” （□潘瑛 赵琳）

陈若克1919年出生在上海。
她积极投身工人运动，17岁时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她辗转湖
北、山西等地，先后在华北军政干
部学校、八路军晋南干校学习。其
间，她不断吸收先进思想的养分，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之后，陈若克与朱瑞相识、相
爱并结为伴侣。1939年6月，她随
朱瑞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历任
中共山东分局妇委会委员、山东
省临时参议会驻会议员、山东省

妇女救国联合会常委等职。她积极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救国会、
识字班和“姊妹剧团”，组织编写妇女刊物，培养、选拔妇女干
部，对当时山东妇女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1941年11月，日军纠集5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大“扫
荡”。即将临产的陈若克随所在队伍转移隐蔽在蒙阴东北部的
大崮山。11月7日，日军对大崮山发起猛攻。在突围中，由于阵
痛加剧，行走困难，陈若克逐渐与队伍失去联系。第二天拂晓，
她被搜山的日军逮捕。

被捕后的陈若克遭到日军的毒打，一天一夜，她滴水未
沾，也只字不吐。两天后，她生下了女儿。后来，陈若克被押到
沂水县日本宪兵司令部，敌人审问她：“你的丈夫是谁？”她回
答：“我丈夫是抗日的!”敌人再问：“你呢？”她坚定地说：“我也
是抗日的!”

日军恼羞成怒，把烧红的烙铁按在了陈若克的胸部和脸
部。她一声不吭，直到昏死过去。日军见拷打不成，看到陈若克
没有奶水，便拿来一瓶牛奶。陈若克把奶瓶摔碎在地上说：“要
杀就杀，要砍就砍，少来这一套。”

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陈若克艰难地揽过孩子说：
“孩子，你来到世上，没有吃妈妈一口奶，就要和妈妈一起离开
这个世界，你就吸一口妈妈的血吧。”她咬破自己的手指，把鲜
血滴进孩子的口中。

11月26日，陈若克紧紧抱着怀中的女儿，被日军押解到
沂河边的刑场。她大声高呼：“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年仅
2 2岁的陈若克和她出生不到2 0天的女
儿，壮烈牺牲。

沂蒙母亲王换于让人偷偷把陈若克
和婴儿的遗体运到家里。新中国成立
后，被埋在王换于家后菜园里的陈若克
母女的遗骨，迁葬于孟良崮烈士陵园。

（□崔方方 赵琳）

30多年老果园何以变身智慧农业园
果农入股合作社，打破地界整地，更换新品种

□ 本 报 记 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张 琦

7月7日上午，沿鲜花簇拥的宽阔水泥路
蜿蜒而上，沂源县东里镇可乐山村北区的
150亩高标准苹果示范园尽收眼底。梯田
上，15500棵矮化砧木苹果树苗在铁架、竹
竿和钢丝的护卫下整齐列队，水肥一体化喷
灌装置精准定位每一棵果树根部，蓄水池、
智能化操控室、数字监控设施一应俱全，这
片30多年的老果园呈现出一派现代智慧农业
的新景象。

可乐山村位于唐山南麓，以山地、丘陵
为主，1987年，可乐山村率先发展红富士苹
果种植项目，成为东里镇的农业致富先锋。
但由于地块分散，规模化、机械化经营无法

施展，再加上苹果树老化，品种落伍，导致
产量与品质逐年下滑。

看着全村的果园效益越来越差，东里镇
可乐山村党支部书记牛中成急在心里，“果树
种植这样下去不行啊，咱得跟得上形势发
展。”

2019年冬天，在淄博市派沂源县东里镇
乡村振兴服务队的支持下，可乐山村启动对
村内老果园的升级改造计划，由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打破地
界整地、培土，增设水肥一体化设施，更换
果树新品种，开辟发展新路。

40岁冒头的张士刚是村里少有的“年轻
人”，他早就盼着果园改造的这一天，“我
们家的苹果树是我父亲20世纪80年代种的，
3亩多地100多棵树，南边一块，北边一块，
西边一块，管理起来很不方便，打个药都得
转圈跑。”管理费时费力，可也结不出好果
子，卖不上好价钱。张士刚说：“果树老
了，苹果上红不好，一面红一面青，不是锈

就是皲，拿出去卖跟人家的一比，自己都觉
得不像样。”

可像张士刚一样盼着改造的果农并不
多，习惯了分散种植、单打独斗，要转变果
农的思想观念并不容易。整整一个月的时
间，镇村干部、乡村振兴服务队队员，挨家
挨户地跑，一遍一遍地宣传讲解，果农们终
于了解并认识到了改造的必要性，46户果农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

通过乡村振兴专项扶持、村民自筹、政
策奖补等方式共同筹集建设资金500万元，
可乐山村果业产业升级改造正式开启。2020
年1月，老果树统一伐除，北区120亩土地打
破地界重新整理后追施500吨有机肥，变成
了150亩连片高效农田。南区也同步建起84
亩高标准示范园。

“我们种的是主打易丰产、口感好、认
可度高的‘沂源红’‘烟富10’和维纳斯黄
金苹果，购买了三年成品苗，可实现当年开
花，次年初见效益，比传统果园提前3至4年

达到盛果期。”牛中成说，采用宽行密植、
起垄栽培、水肥一体化的种植管理模式，更
便于机械化操作和智能化管理，减少了劳动
力的投入，同时提高了果品的质量。预计进
入盛果期后，每亩地能产苹果6000斤，优质
果率可达90%以上，亩均收入35000元以上。”

东里镇位于淄博、临沂交界处，七山一
水二分田，是典型的山区农业镇。以老果园
改造为契机，东里镇加大农业基础设施投
入，逐步建设规模化、现代化农业产业园
区，现已打造两处苹果示范园、一处黄金桃
示范园。同时，对镇域5万亩林果实施水肥
一体化全覆盖，配套建设硬化道路、电力等
设施，提升园区水平。

东里镇党委委员、副镇长田立伟介绍，
以省级数字乡村试点镇建设为契机，东里镇
将深入推进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建设。目
前，5G数字果园试点示范项目上线工程、
投资2000万元的“凤驿溯源农业产业园”项
目正在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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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沂建成我省首个

实景三维城市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王京 报道
本报临沂讯 7月12日，记者从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获悉，临沂市已建成我省首个实景三维城市，其中包含
1 . 72万平方公里2米格网的地形级实景三维、1900平方公里
0 . 1米格网三维和中心城区400平方公里单体化三维模型，是
目前全国地级市启动最早、获取面积最大的项目。

据了解，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2016年自筹资金投资
1500余万元，在全省率先启动了临沂市航空摄影与实景三维
建设项目。项目采用倾斜摄影与激光点云深度融合技术、倾
斜影像与建筑物白模关系匹配创新算法，采用信息化测绘手
段提高数据获取处理效率，新技术的运用最大程度地实现了
技术成果转化，提高了建模效率，实现了数据的多功能化与
共享化，具有突破性意义。通过数据积累，最终展现了一个
全视角的三维立体临沂。

青岛首张全域旅游

停车地图发布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柳栋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13日，青岛市市南区制

作发布全市首张全域旅游停车地图，停车地图
涵盖青岛栈桥广场、青岛海底世界等70余处停
车场的停车泊位共3 . 8万余个，将为游客直观
地呈现停车信息，满足游客停车需求。

7月，青岛正式进入旅游旺季。市南区拥
有包括五四广场、八大关、鲁迅公园在内的众
多5A级海滨风景区，以及青岛海底世界、奥
帆中心、信号山公园等11处A级景区，是市
民、游客首选的旅游胜地。为方便游客停车，
青岛交警联合市南区文旅局等单位，梳理了市
南区主要商圈景点附近公共停车场点位图信
息，制作“市南景区停车地图”向社会发布。

记者了解到，当天，全国首批“交通网格
员”队伍也同步成立。

图为：交通网格员给游客展示停车地图。

□记 者 方 垒
通讯员 霍德舟 俞豁然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 近日我省多地连
续出现区域性强降水，统计数据显示，7月4
日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84 . 6毫米，其中，
滨州207 . 7毫米、济南183 . 3毫米、德州166毫
米、东营142 . 6毫米。省气象台于14日15时40
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一周，
我省仍处在副高边缘的雨带中，有连续的区
域性强降水。其中，14日夜间到15日，德
州、滨州、东营、济南、淄博和潍坊有大雨
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大
雨或暴雨。16日至18日，全省平均降水量80
～120毫米，菏泽、济宁、泰安、济南南
部、淄博南部、枣庄和临沂西部降水量在
100毫米以上，局部降水量可超过300毫米，
最大小时雨强50～80毫米。

当前，受强降水影响，马颊河、徒骇
河、大汶河、小清河等部分河道明显涨水。
德惠新河水位快速上涨，14日14时郑店闸水
位10 . 06米，超过蓝色预警标准（9 . 80米）

0 . 26米，预计水位继续上涨，省水文中心于
14日1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警；14日18时42分
郑店闸水位涨至10 . 30米，超过警戒水位0 . 03
米，预计水位将继续上涨，省水文中心升级
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请有关单位及社会公
众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及时避
险。

根据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实际降
雨量分析，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
省气象局于14日17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济南东南部、淄博南部、潍坊西
部、威海东部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
大（黄色预警）。同时，省水利厅和省气象
局于14日18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预计7月14日20时至7月15日20时，威海市局

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
警），泰安、济南、烟台等市局部地区可能
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
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
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
等防范工作。

综合考虑当前雨水情及工程运行情况，
根据《山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
工作规程（试行）》，省水利厅决定7月14
日18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各
相关市应根据规定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做好
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洪水统筹调度，
加强水利工程巡查和抢险技术支撑，及时提
请地方政府组织做好巡查防守、危险区域群
众转移避险及抗洪抢险工作，全力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针对当前严峻防
汛形势，省水利厅于14日晚印发通知，要求
各级水利部门要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压紧压
实防御责任，细化实化各项措施，要求特别
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随时调度降雨强度大
的区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强降雨区内水
系河道要提前做好河道情况排查、滩区清障
工作，抓紧消除行洪障碍物。要强化水利工
程联合调度，统筹做好水库泄洪、橡胶坝塌
坝、拦河闸开启等工作，确保行洪畅通。对
超警河段、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堤防路
缺口等重点部位要加强工程巡查，提前预置
防汛队伍和物资，确保出现险情及时有效应
对。对河道两岸受洪涝威胁村庄、工矿企
业、低洼易涝区等危险区域，要提前发布预
警信息，及时提请基层地方政府做好群众转
移工作。要落实超限水库调洪及水情加报，
根据水库纳雨能力分析成果，统筹做好预泄
工作，留足防洪库容，充分发挥水库拦洪、
削峰、错峰作用。紧盯山洪重点防御区和强
降雨重叠区，严格落实监测预报、预警发
布、提醒转移等措施，充分发挥山洪灾害监
测预警系统和群测群防体系作用，及时发布
预警，提请基层地方政府组织做好人员转
移、应急救援、危险区管控等各项准备工
作。

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预计未来一周，仍有连续的区域性强降水

●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于14日17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济南东南部、淄博南部、潍坊西部、威海东部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

色预警）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于14日18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7月14日20时至7

月15日20时，威海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泰安、济南、

烟台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

省防指发布新一轮降雨防范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从最不利情况出发抓实抓细抓到位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7月14日讯 今天15时40分，

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贯彻落实
近期国家防总、黄河防总、海河防总和省
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省防指晚间发布紧急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
侥幸心理，从最不利情况出发，切实把防汛
救灾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

据介绍，受近期强降雨影响，全省大部
地区土壤含水率高，产流、汇流速度加快，
部分河道出现涨水过程，水利工程蓄水普遍
偏多。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加强雨水
情变化监测，强化部门联合会商，及时发布
预警、启动响应，为抢险救灾争取主动。特

别是要加密短临预报、洪水预报、地质灾害
预报和水库纳雨能力分析，同时，加大公众
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网站、手机和
微信等平台，滚动播报强降雨预报预警信
息，提醒公众科学防范，有效避灾避险。

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
改工作，对排查出的隐患逐项督促整改到
位。要紧盯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易发
区、山洪灾害易发区以及病险水库、头顶
库、尾矿库、险工弱段、工地简易板房、低
洼处村庄、滩地滩区、旅游景区、城乡危
房、养老院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落实落
细防御措施。要高度关注海河流域汛情发
展，充分发挥区域协调联动机制作用，强化

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信
息通报和资源互补，全力保障行洪安全。要
强化城市防洪排涝，落实防洪排涝机动力量
和抢险物资，对危险区域提前采取管控措
施，确保城市安全运转。要切实抓好汛期旅
游景区管理，强降雨期间及时关闭景区、疏
散游客，全力保障人员安全。工矿企业、化
工园区、建筑工地等重点部位，要强化汛期
安全管理，及时果断停工、停产、撤人，严
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应急准备方面，要把提前组织群众转移
避险放在首要位置，针对基层薄弱部位、防
洪重点工程、灾害易发区域逐一落实转移路
线、安置地点、责任人、联系人、转移交通

工具，做到有人值守、有人预警、有人组
织，一旦出现紧急情况，提前果断组织群众
转移到位。要妥善解决好转移安置群众生
活，坚决避免危险解除前群众提前返回。要
强化风险预判，统筹组织各类抢险救援队
伍、物资装备和专家，针对重要部位和薄弱
环节科学前置救援力量，快速组织应急处
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各级防汛责任人要上岗到位，深入一
线、靠前指挥；各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各
负其责，严格信息报送，按规定程序及时准
确报告汛情、险情、灾情，坚决杜绝瞒报、
谎报、漏报、迟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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