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张敏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1月23日，山东预制菜产业基金
在诸城成立，这是山东省首支中央、省、市、县四
级共同出资设立的预制菜基金，总规模30亿、首期
10亿元。基金旨在实现资源与资本的联手、品牌与
品质的联结，打造成为央地协同、财金联动支持乡
村振兴的典范案例。
  基金运作方山东中垦股权投资基金主要围绕诸
城市及周边地区农业优势产业及其产业链上下游进
行投资布局，重点投资食品加工、农业科技、良种
繁育、合成生物等涉农领域。通过发挥招商局国家
级基金管理平台及中垦基金的政策引导作用、资源
统筹能力和金融赋能优势，推动诸城市提高特色农
产品、特色农业产业的质量标准及高质量、规模化
生产水平，提升诸城市预制菜等农业企业的生产加
工附加值。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人社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
35家技工教育联盟（集团）建设院校名单，潍坊市
技工教育联盟入选，全省共有3家联盟入选。 
  目前，潍坊市技工教育联盟成员单位包含全市
18所技工院校、32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5家高职
院校、1家事业单位、1家协会和潍柴动力、歌尔股
份、豪迈科技等162家重点企业，校企共建专业22
个，共建实训基地4个，年培养技能人才达3万余
人。联盟以“政府引导、平等自愿、优势互补、资
源共享、骨干带动、多元办学、互利共赢”为建设
原则，打造技工教育创新发展新高地，助推全市新
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升技能人才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山东预制菜产业基金

落户诸城

潍坊市技工教育联盟

入选国家级名单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海关获悉，
2023年潍坊市进出口总值3403.1亿元人民币，创历
史新高，比2022年增长0.3%，进出口总值居全省第
3位。
  据悉，潍坊市进出口主要展现以下五方面的特
点：全年运行总体平稳；一般贸易占比过半，保税
物流增长迅速；外贸主体活力足，民营企业拉动作
用明显；贸易伙伴更加多元；优势产品出口拉动作
用明显，机电产品、农产品和橡胶轮胎等出口均保
持增长。

潍坊2023年进出口额

达3403.1亿元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薛 萌 报道
  本报昌乐讯 近年来，昌乐县持续优化人才发
展环境，不断加快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集聚步伐，通
过不断招引人才活水，润泽地方发展沃土。
  该县搭建服务专员对人才的一对一精准服务机
制，对企业和人才进行全生命周期跟踪服务，加大对
高层次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和银龄人
才的招引力度，已初步形成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技术链“四链合一”的产业生态和人才生态。

引人才活水

润发展沃土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郑秀宝 报道
  本报青州讯 1月23日，位于潍坊青州经济开
发区（王母宫发展区）的青州山福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加工冷冻烤红薯。“这批产
品是销往日本市场的。我们采用先进的烘烤及速冻
技术，对红薯进行初加工、深加工，产品远销日
本、韩国等多个国家。”青州山福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刘海涛说。2023年，该公司营业收入达2000多
万元，同比增长了66%。
  近年来，以潍坊国家农综区建设为依托，青州
经济开发区（王母宫发展区）结合自身工业发展优
势，着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
体系，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青州冷冻烤红薯

远销多个国家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李 坤 韩 昀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滨海区纪检监察工委从
各村居社区中选聘65名同志为村级党风政风监督员。
  潍坊滨海区纪检监察工委明确村“两委”成员推
诿扯皮、任性用权、吃拿卡要、优亲厚友等6项监督重
点，印发村级“小微权力”正负清单，指导党风政风监
督员通过列席会议、查阅资料、群众走访等方式，开
展嵌入式监督。2023年以来，潍坊滨海区累计查处
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21起，处理38人。
  “我们将加强对村级党风政风监督员的日常管
理和业务指导，收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维护群
众基本利益。”潍坊滨海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
委书记陈金领表示。

打通村级监督

“最后一公里”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抢抓春节消费旺季机遇期，潍
坊市县两级商务部门策划推出26场新春促消费活
动，有力推动全市消费持续稳定增长。
  潍坊市商务部门将谋划好、组织好各类促消费活
动，创新消费场景，活跃市场氛围，增强消费信心，引导
消费升级，保障城乡居民对品质生活的更高需求。

潍坊密集举办一系列

促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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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张 蓓 杨学莹

　　1月30日，风和日暖，位于潍坊市虞河西岸
的百年乐道院宁静安详。这里是一个开放式市
民公园，游人徜徉，有孩子戏水、老人晒太阳。
　　而在80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高
墙、电网、壕沟、塔楼，塔楼上架着探照灯和机关
枪。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后，逐渐把
在华同盟国侨民甄别、监视，用各种手段关押起
来。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日本人把潍县乐道
院用作关押中国华北地区西方侨民的集中营，
先后关押过25个同盟国的2000多名侨民，这里
成为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平民集中营。
　　近三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以各种方式给
予了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西方侨民以无私的帮
助和营救，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2021 年，潍坊
被国际和平城市协会评选确定为全球第308 座
国际和平城市。今年2月3日，潍坊将举办获评

“国际和平城市”三周年纪念活动。活动前夕，记
者来到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观瞻文物、查
阅回忆录、采访亲历者后人和研究者，重拾这段
属于全人类的伤痛记忆。

电网下的“潍縣縣”三年 

　　“潍縣WEIHSIEN”，2020 年，在比利时布鲁
塞尔的家中，79岁的难友利奥波德·潘德通过视
频祝贺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开馆，他的电脑
屏幕上赫然显示着这几个大字。大字下方，是潍县
集中营1945年解放时美军的黑白航拍图。2001年，
利奥波德退休后，从零学起，创建了“画说潍县”
网站（http：//www.weihsien-paintings.org），联系
了上百名难友，搜集到了几十种回忆录，“潍縣”
的记忆在难友笔下，再次清晰起来。
　　“一大群人，蓬头垢面，好像难民一般。他们
站在大门里紧盯着我们，眼神中带着几许冷漠、
几分厌恶和一丝好奇。”这是时年24岁的燕京大
学哲学教师、美国青年朗顿·基尔凯被关进来
时，对潍县集中营的第一印象。朗顿说：“集中营
的每个角落或围墙的转弯处都有角楼，我瞥见
了上面架着机枪的垛口和围墙上带电的铁丝
网，顿时感到不寒而栗。”
　　4组，105、106、107、108、109号，这是利奥波
德·潘德一家五口在集中营的点名号牌。2006
年，利奥波德和姐姐詹妮特专程造访潍县集中
营，后将这些号牌捐给了潍坊。他们的父亲是比
利时华比银行经理，在天津工作。1941年12月珍
珠港事件后，华比银行被日军接管，潘德一家被
赶出了银行大楼公寓，被日本人监视居住。家里
的汽车、钢琴、家具、冰箱等都被日本人征用。
1943年3月，一家人被日本人送入潍县集中营，
在这里一关就是873天。
　　集中营里十分拥挤。2015年潍县集中营解
放70周年时，美国人哈康·叶福礼带着家族20多
人来到乐道院。在“十字楼”3楼的一个小房间，

“这就是70年前我住过的地方，5平方米曾住了8
个人！”哈康对儿孙们说。
　　被关押的侨民总是吃不饱。特别是进入
1944年，随着日本战况急转直下，集中营的食物
供给锐减。难友朗顿·基尔凯回忆，那时，面包严
格限制在每人每天6片，午饭是一碗汤，晚饭是
一碗稀汤。而人们还要承担压水、劈柴、做煤球、
做饭、洗衣、清扫厕所等劳动。他在回忆录《山东
集中营》里说，自己的体重从进营时的170磅降
到了125磅，人们个个骨瘦如柴。
　　食物短缺，还要承受日本人的折磨。难友乔
伊斯·布拉德伯里著书回忆，一匹马摔死了，日
本人不让吃，直到马肉腐烂才逼着众人吃，不吃
这个，不给别的。还有一次，一车土豆也是这样。
难友玛丽·泰勒·普瑞维特（中文名：戴爱美）回
忆，挨饿的人们明显地消瘦、疲惫、冷漠，孩子的
牙齿牙釉质不全，青春期女孩迟迟不来月经。
　　穿的、烧的也很短缺。难友乔伊斯·布拉德
伯里回忆：“近三年，日本人没有配给任何服装。
孩子们穿小的衣服，互相交换。许多孩子光着
脚。”难友玛歌回忆，由于配给的煤灰不足，只有
晚上才能点火。“我的牙齿冻得嘎嘎作响，麻木
的手指几乎不能写字。我把被子盖在头上，深呼
吸，试图在窒息之前锁住最后一点体温。”
　　拥挤、毫无隐私，饥饿、寒冷，扭曲着人们的
心灵。1943年秋，美国红十字会送来了1500个包
裹，是平均分配，还是只分给美国人？人们争吵、
打斗，孩子跟孩子打，大人跟大人打。
　　缺医少药让人们时时面对死亡的威胁。难
友梅雷迪斯和克里斯汀·赫尔斯比在合著的回
忆录中说：“克拉丽斯·劳利斯是一个年轻健
壮的女人，每天早上在垒球场做健美操。她得
了伤寒，发病后只活了8天。”难友朗·巴瑞回
忆，一次接种伤寒疫苗，针头短缺，大约每打100针
更换1次针头。

超越国界的守望相助 

　　1944年6月9日，潍县集中营里发生了件大
事：美国人恒安石和英国人狄兰翻出围墙成功
出逃。为了给上级交代，日本制造了逃跑9人、抓
住7人的假新闻登在了当地报纸上。而这场胜利
大逃亡，正是中国军民帮助实施的。
　　1949年，狄兰回忆录《中国逃亡记》在英国
出版。2009年因筹建校史馆开始研究乐道院的
潍坊护理职业学院英语教学工作者崔书田，用6
年时间翻译了这本书，并到书中提到的地点探
访核实。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大逃亡里，有几个关
键人物：集中营淘粪工张兴泰父子、洗衣工杨瑞
兰和其丈夫王绍文、木匠刘腾云。
　　崔书田梳理，这几人分工明确：张兴泰父子
和杨瑞兰夫妇长期帮助集中营侨民自治管理委
员会传信，帮侨民们了解外界情况；而木匠刘腾
云则经常暗地里帮助狄兰。这次逃亡本来是集
中营侨民自治委酝酿的，确定接应队伍的是杨
瑞兰，她侄子在驻守昌邑的鲁苏战区游击第四
纵队里任职。王绍文熟悉英文，每次由他翻译书
信，交给淘粪工张兴泰父子带进去。在自治委觉
得不现实而放弃逃亡计划后，狄兰接过了这条
线，坚持联系。狄兰回忆录记录，这次出逃，接头
时间地点由杨瑞兰夫妇帮狄兰反复传信商定，木

匠刘腾云的妻子给狄兰做了一身黑色中式衣裤，
逃跑时掩人耳目。
　　《中国逃亡记》附着一封1944年5月4日，第
四纵队司令王尚志写给集中营“H先生”的密
信，信中写明“兹托杨女士瑞兰设法接洽”。“正
是这句话突出了杨瑞兰的关键地位。她作为一
个普通洗衣工，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参与到这场
人道主义营救中，非常了不起。”崔书田评价道。
　　1月25日，在潍坊市奎文区广文街道李家社
区，记者见到了张兴泰的孙女张秀芳。她说，
听长辈讲，发现狄兰二人逃跑后，日本人把爷
爷和大伯抓走了，严刑拷打，两人死活不招，
好歹保住了命。
　　1月26日，记者电话联系到正在海南的刘腾
云小女儿刘素桂。她说，父亲没文化，一辈子耿
直，从未跟自己提及过此事。只是多年前，一次二
哥嗔怪父亲糊涂，老父亲不服气：“别嫌我没用，
我还干过大事儿哩！”才透露了这件惊天大事。　
　　狄兰二人逃跑后没有走远，一直帮集中营
传递外部信息、寻求救援。“美军了解到的有关
潍县集中营的情况，来自集中营逃跑的两个外
侨。”1945年8月17日，参与解放潍县集中营的“鸭
子行动队”7人之一、中国翻译王成汉，晚年翻译

的“集中营儿童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肯
定了两人出逃的意义，也说明了中国军民舍命
相助的价值。
　　在失去自由、缺衣少食的艰难时日里，正是
中国百姓，以人道主义精神给了西方侨民宝贵
的帮助。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副馆长李师
庆介绍，食物短缺让侨民饱受折磨。他们会趁看
守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将身上的财物如手表、首
饰等扔到围墙外。附近的中国人捡到后，会拿白
糖、西红柿、鸡蛋等食物来交换，久而久之形成
了一个地下交易市场。原加拿大工程师、企业家
埃德蒙·皮尔森被关押时只有6岁，在王成汉的
译稿中，记载了他78岁时回忆此事的一句话：

“感谢中国人的无私援助，给我们提供食物，有
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内记录了这样的
牺牲。潍县西上虞河村青年韩祥垫着木板爬上墙
头给侨民提供食物时，不慎电死在墙头，日本看
守故意将其暴尸示众。朗顿·基尔凯回忆录《山东
集中营》中说，两名中国人因试图给侨民提供食
物被日本看守抓住枪杀，侨民们听到了枪声。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里，有一张伦敦
达肯兄弟制造公司生产的铁床。1月26日，在79
岁老人韩崇滨的家里，他给记者回忆了父亲韩
绪庭的那段往事。
　　韩绪庭的好友谭云龙在乐道院打扫卫生，
经常帮那里的难友到城里买食品、冒着生命危
险悄悄传递信件。1943年，集中营里的丹麦人找
到他，想给营养不良的孩子弄点鸡蛋和白糖。

“谭云龙家穷，我父亲打铁有点钱，他就找我父
亲凑。”韩崇滨说，父亲凑钱买了白糖，从家里拿
了鸡蛋，晚上9点送到乐道院。东西吊了进去，他
刚要走，被里面的人叫住了，让等等。十几分钟
后，长杆子吊出一张铁床来。“我家离着乐道院
有5里地，父亲是个老实人，没想用鸡蛋白糖去
换东西，当时就是觉得里面的人可怜，能帮一点
是一点。没想到，里面的人给了这张床。”韩崇滨

告诉记者。2019 年 10 月 29 日，在乐道院潍县集
中营博物馆开馆前夕，韩崇滨将这张满含沉甸
甸情谊的铁床，无偿捐赠给了博物馆。
　　在食物短缺没法让人维持生命时，集中营
自治管理委员会主席德位思博士，想到了淘粪
工张兴泰父子。耿直忠厚的张兴泰父子毫不犹
豫地答应下来，将一封求援信藏在粪桶底下带
出集中营，转交给德位思的学生、原广文中学校
长黄乐德。黄乐德看完信，立即秘密多方筹款合
计10万美元，让儿子和女儿分三次秘密送往中
立国瑞士驻青岛代办处艾格外交官手中，以国
际红十字会的名义购买了药物和食品，帮助集
中营的大多数人员度过了囚禁岁月。　

跨越山海的找寻

　　1月23日，记者在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
看到一摞感谢信，共有17封，由当年解放集中营
的7人之一王成汉捐赠。翻阅感谢信，一段段暖
心的故事浮现在眼前。
　　1997年8月25日，在美国新泽西州中缅印退
伍军人晚宴上，议员玛丽·泰勒·普瑞维特（中文
名：戴爱美）向老兵们讲述了一个深藏52年的故

事。老兵们听后掩面而泣。
　　戴爱美是创办烟台芝罘学校的英国传教士
戴德生的重孙女，出生于中国河南。9岁时，她和
哥哥、姐姐、弟弟，跟着爷爷，一家5口被关押进
集中营，而她的父母远在陕西凤翔。1945年8月
17日，包括王成汉在内的“鸭子行动队”7人营救
小组，解放了潍县集中营，戴爱美和其他1500多
名侨民重获自由。
　　从退伍军人晚宴这天起，戴爱美开始了寻
恩之旅。当年就找到了6人的下落，只有中国翻
译Eddie Wang（即王成汉）杳无音讯。苦苦找寻
18年后，2015 年3月29日，戴爱美打开了一封电
子邮件，标题是“I am the Grandson of Eddie
Wang (Cheng-Han Wang)”(我是王成汉的孙
子)。原来，一位在美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王谦读到
一篇有关她的文章，意识到文章中这位下落不明
的翻译官正是他的祖父王成汉。戴爱美屏住呼
吸，一连向来信人提出16个问题，王谦给了她40
页的答案。“这真是我找的Eddie Wang！”戴爱美
欣喜若狂。
　　2016年7月27日，83岁的戴爱美终于在中国
贵阳见到了她的英雄、91岁的王成汉。得知她要
到中国见“最后的英雄”，难友纷纷写好感谢信让
她带给王成汉，这正是本节开头提到的那17封。
　　离开集中营后，戴爱美多次来华。在2005
年潍县集中营解放60 周年纪念大会上，她说：

“中国是我的母亲……我跪下来，亲吻我的母
亲。今天，我回家了。”
　　苦苦找寻中国恩人的侨民，不仅是戴爱美。
1987年，卸任美国驻华大使的恒安石来到潍坊，
去昌邑看望当年救他出逃的四纵队军官郝毓
秀，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卸任后，他也曾专
程到潍坊寻找张兴泰一家，只是没有找到，其时
老人已去世多年。他说：“张兴泰是我的恩人，我
是半个中国人。”恒安石任上，1982年8月17日，
中美两国签署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一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

一七公报》）。这一天，正是1945年8月17日潍县
集中营解放的纪念日。
　　潍县集中营解放后，担任英美烟草公司销
售经理的狄兰将刘腾云安排在天津英美烟草公
司工作，直至退休。刘素桂回忆，有一天邻居告
诉她，有个美国人去厂里找她爸，当时值班的不
认识已经退休的刘腾云，就这样错过了。父亲无
限怅惘地叹气：“他还记得我！”后来才知道，找
人的正是恒安石。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的找寻，潍坊人民也在
找他们。2005年5月开始，潍坊市成立临时办公
室，筹备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大会。接
着，时任潍坊市人民政府外事与侨务办公室副
主任的李跃进、时任潍坊市外事翻译中心主任
的隋术德等人远赴加拿大、美国寻找当年的幸
存者。他们一边“抢救式”挖掘资料，一边邀请幸
存者及其家属参加纪念活动。
　　“这次纪念大会一共来了近70 位世界各地
的幸存者及其家属。很多幸存者跪在地上，亲吻
地板，抱头痛哭。”1月26日下午，李跃进和隋术
德一起向记者回忆了当时的场景，2005 年 8 月
17 日，纪念大会开始，鸣响了60声礼炮，并放飞
了2008 只和平鸽。2008 是当时掌握的曾被关押
侨民的人数，2008 只和平鸽象征每一个人都奔
向自由。70 周年时，乐道院再次汇聚了12 位集
中营难友及后代80 多人。对于他们而言，潍县
是一辈子魂牵梦萦的第二故乡。
　　“最近几年，我们通过多方渠道，共联系到
幸存侨民23人，录制口述史500多分钟，向社会
征集了大量文物、史料。潍坊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修缮完成了乐道院现存的7处建筑，将其
建成教育世人的博物馆。”李师庆说。
　　2005 年，潍县集中营解放60周年纪念大会
上，《潍坊日报》记者甄士光曾采访过戴爱美，并
将拍的照片邮寄给她，戴爱美看后非常感动，她
在回信中说：“世界上有许多城市也有集中营遗
址，但是它们没有像潍坊这样，在集中营的遗址
上建立起这样一座和平和友谊的纪念碑。乐道
院不仅是二战期间潍县抗战的纪念，也展现了
60年后的潍坊市的胸怀和远见。”

传承，从记忆到行动

　　随着时间推移，潍县集中营的幸存者越来
越少，记忆传承到了新一代人手上。
　　戴爱美找到的“最后一位英雄”王成汉之孙

王谦，是一位摄影师。他和很多幸存者建立了联
系，和他们的后人也成了朋友。2016年7月17日，
83岁的挪威人奥德丽·努尔莫·霍顿在感谢信中
写到，他们曾去王谦所在的城市旅游，王谦和妻
子与他们见了面。
　　向博物馆捐献铁床的韩崇滨今年79岁了，
是乐道院的一名志愿者，每年两次去乐道院给
孩子们讲解，他说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那段历史。
　　在潍坊的高校里，也有一群人，数年如一
日，用行动诠释对历史的铭记，传递对和平的热
爱。其中，潍坊学院、潍坊护理职业学院都成立
了潍县乐道院集中营研究所。
　　1月27日，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张学
祥、副院长张华，周六加班筹备和平学研究院成
立暨首届学术交流会，准备在2月3日下午潍坊
市“国际和平城市”三周年纪念会后进行。张
华等20 多名潍坊学院教师从2016 年开始研究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搜集了英、日、俄等语种的
资料，发表了多篇文章，还指导学生们以此为课
题做了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张学祥说，下一
步，将整合外国语学院、文史学院、音乐学院、美
术学院等的老师，对集中营里的史实、社会、教
育、绘画、音乐等问题进行跨学科研究，潍坊学
院还将在全校开设和平学选修课。
　 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乐道院
潍县集中营博物馆把“流动展览”开进社区、机
关、军营、学校、工厂、企业，相继进入阳光大厦、
幸福街小学、山东海事职业学院等30余个场所，
受众15万余人。与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中石化潍
坊分公司等20多家高校、企业联合建立红色文
化教育实践基地，将历史告诉更多人。
　　“没有一座‘和平城市’是和平的，都有刻
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只有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
知道和平的宝贵。乐道院潍县集中营故事里折
射出的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光辉，将照亮历史、
照亮人类，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恒久
启迪和精神滋养。”崔书田说。

潍县乐道院：为世界珍藏记忆
——— 写在潍坊获评“国际和平城市”三周年前夕

  乐道院潍县集中营博物馆（乐道院“十字楼”）。    （□资料图）

  2015 年，潍县集中营难友哈康·叶福礼（左一）带领家族20多人来集中营旧址，让子孙铭记这段历史。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