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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增丰，1916 年出生于河北
省平山县观音堂乡湾子村一个开
明家庭，他追求进步，以天下为己
任。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增丰返回
平山县，先后任晋察冀军区4军分
区8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晋察冀
第4军分区第8区队区队长，1938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韩增丰
战术灵活，勇猛顽强，屡建奇功。他
率领的队伍常常出奇制胜，让日伪
军闻风丧胆。从 1937 年 11 月至
1943年11月，他率部与日军作战
300余次，成为晋察冀边区著名的
抗日英雄。

1938年12月25日，日军向洪
子店等地“扫荡”，韩增丰认为此时
温塘必定空虚，是进攻的好时机。他
亲自带领 40 余名官兵，化装成给

“皇军”送慰劳品的百姓，推着十几
辆装满猪肉、白菜、活鸡、干柴等东
西的独轮车，来到温塘日军据点，骗
过关卡后，指挥战士摧毁温塘碉堡
群，毙敌30多人并放火烧了所有岗
楼，1小时结束战斗，撤离阵地。

1941 年秋季的一天，井陉城
的日军指挥官送来请帖，邀韩增

丰到贾庄饭馆谈判。韩增丰身缠
炸药，只带两名警卫员，昂首阔步
走进饭馆。日方用煤矿诱降韩增
丰，韩增丰拍案而起，“别来这一
套，是英雄战场上见！”说罢，拂袖
而去。

三天后，日军集中平山城、
井陉城、横间煤矿的 900 名日伪
军，分三路进行“铁壁合围”。韩
增丰得到情报后，留少部分兵力
诱敌深入，他带大部队转到外
围。日伪军攻进赵庄岭后即遭到
韩增丰部队的包围，日军见状仓
皇突围。经一天激战，韩增丰部
大获全胜。

1943 年 10 月 11 日，韩增丰
率部进驻行唐县宋营村。10 月12
日拂晓前，日军将宋营村包围，战
斗非常惨烈，韩增丰带领一支队
伍猛冲猛打，制造声势，掩护其他
队伍和一些政工干部、群众从另
一个方向冲出包围，而他在返回
村子救战友和群众时，身中数弹，
壮烈牺牲，时年27岁。1944年春，
晋察冀军区和第 4 军分区在平山
洪子店镇召开万人追悼大会，正
式宣布韩增丰晋级上校军衔，追
认战斗英雄称号。晋察冀军区 4
分区为韩增丰题写碑文，军分区
首长为他撰写挽联：“磁河边洒热
血，寒林啼鹃数行泪；湾子里哭英
魂，长空归雁几度书。”

文/新华社记者 闫起磊
（据新华社电）

韩增丰：勇猛顽强屡建奇功

肖永智，1916年生，河南新县
人。1927 年参加儿童团，1931 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肖永智曾任红 4 军第
10师少共团委书记、红31军政治
部宣传队队长、第 91 师政治部宣
传科科长、91师政治部主任等职，
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
苏区反“围攻”和长征。

1932 年 6 月，肖永智带领 20
多名战士，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烈
战斗，将偷袭箭厂河的一个营的敌
人歼灭，创造了速战速决、以少胜
多的模范战例。同年，在鄂豫皖第
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他率领百余
名指战员伪装主力，吸引牵制了敌
人一个师的进攻，掩护了鄂豫皖中
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军
主力 2 万余人安全转移。由于他
机智勇敢，屡建战功，多次受到鄂
豫皖苏区创建人吴焕先的称赞。
到达陕北后，肖永智被派到中央党
校学习。

全国抗战爆发后，肖永智任八
路军第 129 师 386 旅 772 团政治
处副主任、政治委员，先后参加长
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和晋东

南反“九路围攻”。1939 年，肖永
智任第129师先遣纵队政治委员，
率部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
战争。

1940 年，肖永智任第 129 师
新编第 8 旅政治委员，参加了百
团大战和冀南地区反“扫荡”作
战。1943 年 7 月，肖永智任冀南
军区第 7 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
地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前线，开
展战场政治工作，并参与作战指
挥 ，锻 炼 成 为 八 路 军 的 一 员
骁将。

1944年，肖永智率部抗战时，
在山东清平县陈官营（今属山东临
清市）遭日军突袭，突围时英勇牺
牲，年仅28岁。

2014 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肖永智名列其中。每年清明
时分，肖永智的继子肖良发和家人
会到烈士陵园，一起为肖永智烈士
扫墓。“作为英雄的后人，我们会继
承革命意志，发扬优良传统，比如
参军这样的传统，在我们家传承得
很好。”肖良发说。

文/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据新华社电）

肖永智：抗日骁将有勇有谋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将在北京举办，这次世园会的成功
申办，不仅是对我国举办高规格园艺
展览会能力的肯定，也将对我国园艺
产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1999 年在昆明举办了同样规格
的世界园艺博览会，在那次博览会
上，我们看到了很多园艺产业发达国
家的产品和技术，一些园艺作品的造

型、设计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灵感和启
发。当时，我国园艺产业尚处于发展
初期，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让我国园
艺从业者看到了发展方向，为这十多
年我国园艺行业的进步提供了参考。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园艺产
业有了明显提升，但也面临着花卉产
业由集团消费向家庭消费转型所产
生的阵痛。2019 年北京世园会的举
办，将再次给我们带来许多学习和借
鉴的机会，我们应该抓住这次机遇，
促使我国园艺产业迈上新台阶。

世园会也是拓展终端消费市场的
一次契机。我们能够借助世园会搭建
的平台，提升花卉产品在终端市场的
认知度。希望世园会主办方能够同期
举办针对儿童的花卉知识科普、以家
庭为单位的花卉种植比赛等活动，让
市民亲自动手体验种花、养花所带来
的乐趣，逐渐让花卉产品融入百姓生
活中，从而培养百姓的终端消费市场。

在国际舞台上，国内园艺行业的
知识产权保护是其他国家园艺从业
者比较关注的话题。近两年来国内一

些非法盗版的情况时有发生，长此以
往，必然使国际上很多育种企业及新
优品种，对国内园艺市场望而却步。
国内园艺产业应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保护问题，为国内育种者营造更加健
康和稳定的研发环境。

同时，世园会在展示园艺产品
时，应增加花卉应用的实例，这也是
提升花卉认知度的行之有效的方
式。比如在世园会的景观设计中，融
入更多花卉元素，搭建一些家居花
卉摆放的样板间，甚至在餐饮区都
可以摆放不同品种的花卉产品，从
而引导花卉消费。希望通过本次世
园会，给我国花卉产业从业者带来
更多启发，帮助花卉产业成功转型。

（作者系爱普兰特（北京）园艺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重视花卉科普 拓展家庭市场
汤卫国

日前，福建省委书记于伟国来到
福州企业生产、项目建设一线，先后
考察了福州地铁2号线仓山洪湾站、
福耀集团和京东方公司，慰问一线职
工，为企业发展加油鼓劲，共同推动
全省一季度经济实现“开门红”。

为企业经营提振信心

2018 年，福建省实现生产总值
3.58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9.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2.1%……在这份亮丽成绩单的背
后，是福建稳投资、补短板、增服务等
一系列组合拳对经济发展起到的推
动作用。

为缓解企业融资难题，福建设立
了总规模 150 亿元的省级纾困基金
和 20 亿元的纾困专项债，全年减轻
企业负担超过700亿元；市县级设立
80亿元应急周转金，累计为企业提供
2300多亿元“过桥”周转资金。鼓励
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
金投向优质民营企业，利用多层次资
本市场助力民营企业直接融资，建设
全省产融云平台，开展“政银企+担
保”“政银企+基金”等多模式线上线

下对接活动，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福建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福建省产融云平台为全省企业提供
“金融超市”“企业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金融服务管家”“产融政策服务
窗口”“线上产融对接会窗口”五大服
务板块，让资金需求方和金融机构通
过平台即可实现有效对接。

福建是民营经济大省，2018 年
民间投资增长20.6%，对全部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 94.9%。福
建坚持把实体经济作为高质量发展
落实赶超的第一支撑，出台实施加快
民营企业发展若干意见、进一步激发
民间有效投资活力 23 条具体措施，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依托“中国福建”门户网站，福建
全面开辟“政企直通车”，利用“互联
网+”，实现省、市、县三级联动，实时
收集并精准帮助解决民营企业实际
困难；健全民企产业项目对接服务机

制，重大民企项目实行“一对一”服
务，提升企业经营信心。

为高质量发展添后劲

福建把产业转型作为高质量发
展落实赶超的第一战场，实施经济发
展“百千万支撑工程”，拓展产业项目
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项目；实施千亿集群培育计划，提
升产业链水平，重点拓展柔性显示以
及芯片设计、制造、封装测试等产业
链，重点实施智能制造和高端装备创
新工程，加快培育 18 个以上产值超
千亿产业集群；实施万亿有效投资计
划，深化“五个一批”项目攻坚，重点
抓好投资超百亿的制造业项目，推动
上汽宁德生产基地、龙马高端环卫装
备、三钢节能减排等100个省重点产
业项目建成或部分建成，打造新能源
汽车全产业链，优化“两基地一专区”
石化产业布局。

此外，福建充分运用首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成果，把发展数字经济作
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构筑竞争新优
势的重要抓手，加快发展以数字经济
为主的新经济，着力培育一批数字经
济领域的科技型企业。

福建省把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落
实赶超的第一动力，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加快建设福厦泉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推进新兴产业倍增工程，
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为
重中之重，推进一批重点项目、龙头企
业和示范工程。宁德时代新能源公司
牵头组建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成为国家发改委2018年批
复的唯一一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福建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研发投入不足、创
新能力不强的问题，2019年，福建将
开展新一轮技改专项行动，设立100
亿元的省技改投资基金，扩大制造业
技改投资覆盖面，实施500项省级重
点技改项目，推动 4000 家以上中小
企业“上云上平台”，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增动力、添后劲。

福建拓宽融资渠道加快产业转型：

打 好 稳 增 长 组 合 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薛志伟

（上接第一版）
为了推动作风转变，引导干部争

做泰山“挑山工”，今年山东省各级各
部门会议、制发文件和简报数量要分
别压减三分之一以上，基层上报报表
材料压减 50%以上，让干部从“文山
会海”中解脱出来，腾出更多精力抓
落实。

摆脱经济发展“路径依赖”

化工产业是临淄市最大的“家
当”，更是决定其发展层次高低、健康
与否的命门。近年来，临淄铁腕治污，
关停取缔不达标企业近 3000 家，中
高端化工提高到70%以上，基础原材
料在区域内吃干榨尽，彻底摆脱低端
链、高耗能、高污染的发展方式，今年
将着力培育千亿级精细化工产业。

古城曲阜，正在努力摆脱经济发
展的“路径依赖”。“守着‘三孔’的门
票经济吃老本，不仅收益甚微，容易
陷入后劲不足的僵局，更限制了改革
创新发展的新动力。”曲阜市委书记
刘东波告诉记者，从去年以来，他们
拓宽思路，创新思维，重点发展电子
信息、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三大主
导产业。如今，工业经济反哺文化建
设，相继实施了孔子博物馆、尼山圣
境、鲁故城考古遗址公园等一批重大
文化项目，推进“文化+”“旅游+”战
略，培育壮大各类文化企业近 1000
家，这座古城焕发出了新活力。

补齐发展短板，山东“动”起来
了。烟台首创施工许可容缺图纸审
查，缩短工程建设周期；日照开发区
鞭打慢牛，倒逼质效提升……去年
以来，聚焦难点、痛点、堵点，山东直

指营商环境薄弱环节，推出十大专
项行动，实施“3545”专项改革，基本
实现省市县三级“一次办好”事项全
覆盖；

聚焦高质量发展，山东“活”起
来了。等不起的危机感，化作了制度
创新的加速度。据山东省委改革办
专职副主任杨占辉介绍，山东专门
成立省推动制度创新工作领导小
组，支持实体经济45条、扩内需补短
板促发展42 条、支持民营经济35条
等政策措施发布，还在较短时间内
集中推出首批15个制度创新重点项
目，为企业降本增效拿出真金白银，
仅 4 类税收调整每年就可为全省企
业减税上百亿元，山东制度创新的
力度前所未有。改革新速度，换来了
市场主体“加速度”，去年 1 月至 11
月，山东新登记市场主体 149.6 万
户，净增88.6万户。

聚焦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山东集中培育“十强”优势产业集
群，设立总规模 6000 亿元的新旧动
能转换基金，建立“十强”产业重大项
目库。作为“十强”产业中首个做强做
优做大项目，去年底，由山东能源集
团注资30亿元成立的山东颐养健康
产业发展集团正式挂牌运营。“以煤
炭开采为主的产业结构单一，补短
板、强弱项，推进高质量发展迫在眉
睫、势在必行。”山东能源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山东颐养健康产业发展
集团董事长李位民表示，计划3年内
打造领先全国的医养健康产业集群，
建成省级智慧健康养老标准示范企
业，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达到 600
亿元、利润10亿元以上。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去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打造乡村振兴
齐鲁样板作出重要指示。山东在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上，编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规划和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五个振兴”专项工作方案。选择
10 个县（市、区）、100 个乡镇街道、
1000个村，开展“十百千”示范工程；
实施美丽村居“四一三”行动，建设胶
东、鲁中、鲁西南、鲁西北 4 大风貌
区、10条风貌带，培育300个美丽村
居示范村。

山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厅长于富华认为，乡
村如果没有人才支撑，再好的政策也
难以实施，再好的资源也难以利用。
去年，为培养更多的“土专家”“田秀
才”，山东在乡村人才评价、培育、引
进、激励、保障、服务等方面推出了20
条举措，推动乡村人才振兴。山东首
次提出建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将

“农民”作为一项职业纳入职称评定
范围，并研究制定符合职业农民特点
的职称标准条件和评审程序。职业农
民参加职称评审不受学历、专业等限
制，不将论文作为必要条件，重点考
察业绩贡献、经济社会效益和示范带
动作用。同时，山东还重点实施三个

“百万计划”：百万新型农民技能提升
计划、百万乡土人才培育示范计划、
百万乡村人才定向培养计划。既注重
乡土人才培育，又在外部人才引进上
下功夫，通过开展“雁归兴乡”返乡创
业推进行动、招募“乡村振兴合伙
人”、实施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

畅通各界人士报效乡村的渠道、推动
高层次人才返乡等措施为乡村振兴
广纳人才。

当农民有赚头了。一进入腊月，
聊城市茌平县贾寨镇耿店村的“棚二
代”们就忙碌起来。长年在外打工的
任传华，返乡种了21个大棚，年纯收
入 100 多万元，成了村里的“棚状
元”。前不久，他见识了新型智慧大
棚：拖拉机在里面撒欢跑，敲着计算
机键盘也能种菜。这两天，任传华正
筹划着让自己的大棚“鸟枪换炮”。耿
店村党支部书记耿遵珠介绍说，现如
今，耿店村返乡种大棚的年轻人已接
近 100 人，这其中有不少大学生。在
他们的带动下，大棚种植技术不断升
级换代。

干农业有奔头了。淄博市博山
区“90 后”海归青年王浩，把逐梦的
舞台设在家乡那片广袤的田野里，
他把小山村送上互联网，仅源泉镇
的猕猴桃一年通过电商平台就销售
20 多万斤。去年，他又按照“互联
网+特色农业+乡村旅游”的创业思
路，开发出网络虚拟村庄“奇遇村”，
在线上吸引“粉丝”关注，在线下与
当地8个山村深度合作，实现经济效
益 40 余万元。博山区委书记刘忠远
说：“人才聚集，乡村振兴才有底气。
这些新‘农人’上得了网、下得了田，
敢闯敢试敢为先，为农业增效、农村
增绿和农民增收增添了新的动能和
活力。”

最是一年好春处，奋楫扬帆正当
时。再领改革风气之先，再立开放波
澜潮头，肩负使命、滚石上山的齐鲁
儿女在这个春天里追梦前行。

虽然过了“雨水”节气，地处河北承德围场
坝上地区的塞罕坝林场依然是冰天雪地。全国
人大代表、塞罕坝北曼甸林场场长张利民冒着
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严寒，一边巡查着自己管
辖的林区，一边收集职工意见，为即将到来的全
国两会做准备。

“我在塞罕坝林场工作已有 26 年，见证
了塞罕坝机械林场营林的历程。”张利民表
示，塞罕坝的成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肯定，特
别是在 2017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对塞
罕坝作出重要批示，称赞塞罕坝林场实现百
万亩人工造林，“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生动范例”。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鼓舞下，塞罕坝人正进
行新一轮创业。过去一年，张利民带领北曼甸
林场按照现代林业经营理念，狠抓林业生产，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张利民对林业经营
模式进行大胆创新改革，按照“近自然”育林理
念，即顺应自然规律，让树木自然更替，并进行
人工干预，走出了一条以“目标树”经营为架
构、以流域经营为推进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去年，北曼甸林场员工完成造林各工序共
24301亩次，其中完成年度森林抚育补贴项目
生长伐、疏伐作业共计 5950 亩，消耗蓄积
18555.3 立方米，使得林木质量得到稳步提
升。北曼甸林场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双丰
收，全年实现林业经济总收入 2687.7 万元，超
出预订计划814.9万元。

塞罕坝所在的承德地区属于京津两大城市
的生态支撑区和水源涵养区，在京津冀协同发
展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张利民认为，

“一方面要继续弘扬塞罕坝精神，加大造林营林力度，提高森林覆盖率。
另一方面要继续提高森林质量，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通过转变林
业发展方式，推动塞罕坝从扩大面积的外延式发展，转变为提升质量的内
延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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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4 日，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

路北街道党员干部正在巡河并清理花

瓣等水面漂浮物。近年来，路桥区以

开展“五水共治”行动为抓手，狠抓水

环境治理和保护，守护碧水蓝天。

蒋友亲摄（中经视觉）

狠抓治理护碧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