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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刘宸

  6 月 17 日清晨，在淄博市中心的一个小
区里，我们见到了此次拜访的对象——— 95 岁
的徐华谱，一位从抗日烽火中走来的老战
士。老人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古朴的黑色皮
箱。静静躺在箱子里的，是几枚历经沧桑的
奖章和纪念章，一些早已磨损却意义非凡的
小物件，还有泛黄的信件……每一件都承载
着沉甸甸的过往。老人把奖章郑重地佩戴
好，采访开始了。
　　“我叫徐华谱。”老人精神矍铄，声音
洪亮，“1930 年出生于威海和徐疃村。 1945 年 6 月，15 岁那年，我
参军了。”简短的开场，拉开了老人一生的序幕，也带我们回到那个
民族危亡、少年扛枪的岁月。
  徐华谱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度过的。年仅 13 岁的
他，就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这是战火赋予一个少年的重任。
“那时候，我带着村里的孩子们站岗、放哨、传递信件。”老人回忆
道，语气里带着重重的责任感。战火锤炼了他的筋骨，也淬炼了他的
意志。后来，他又加入了青年抗日先锋队，积极宣传抗日。一颗救亡
图存的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小，也知道
八路军打鬼子、保护老百姓。”这份朴素的认知，成为他日后义无反
顾投身革命洪流的坚实思想根基。
  1945 年6月，抗日的烽火依然炽烈。一支八路军宣传队来到了徐
华谱的家乡。嘹亮的歌声在村庄回荡：“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加来
谁光荣。骑着马来披着红，你说光荣不光荣？真光荣来，真光荣……”这
充满号召力的歌声，像一把火点燃了少年心中积蓄已久的渴望。采访
中，老人不由自主地哼唱起来，仿佛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宣传队的动员，激起了徐华谱的满腔热血。他当场就报名参军！
然而，现实的阻碍立刻摆在眼前。“宣传队的人知道我刚刚15 岁，
就说太小了，让我长大再去。”老人讲述着，嘴角带着一丝倔强的笑
意，依稀可见当年那个固执少年的影子，“不管对方怎么劝说，我就
是不走，悄悄跟着宣传队，就这样直接跟到了部队。”这份执拗，是
一个15 岁少年对信念最纯粹的坚持。就这样，他瞒着父母，怀揣着
对八路军的信任和打鬼子的决心，踏上了军旅征程。
  入伍后，徐华谱全身心投入训练，很快掌握了战斗技能。不久，
他就迎来了军旅生涯的第一场硬仗——— 解放北竹岛战斗。虽然名字里
带岛，北竹岛却不是岛屿，而是威海的一个小村子，当时被日伪军占
据着。“村里有一个二层楼的碉堡，驻扎了一个连的伪军，其中包括
一个班的鬼子。”老人回忆道。
  敌情严峻，火力凶猛。年轻的徐华谱初临战阵，紧张与兴奋交
织。“我当时领到了6 颗子弹。”老人用手比划着瞄准时的样子，
“每次都是尽量瞄准了再打，生怕浪费。”敌人火力很猛，八路军战
士们边打边冲。当他们勇敢地逼近碉堡时，龟缩在二楼的鬼子仍在负
隅顽抗。关键时刻，战士们机智地采用了火攻战术，先用炸弹炸了木
质楼梯，后来楼梯着火把鬼子都熏了出来。那燃烧的楼梯，腾起的浓
烟，成为徐华谱抗日战场上深刻的记忆烙印。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华谱并未停下脚步。他随即投身解放战争的
洪流，转战山东大地，鏖战淮海，最终饮马长江。
  1950 年，当朝鲜战火燃起，徐华谱所在部队是首批入朝部队。战
场上，面对装备精良的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徐华谱和战友们毫
无惧色，英勇作战。在第二场战役中，他更是从敌人手中缴获了一把
珍贵的全自动卡宾枪。徐华谱在朝鲜战场多次负伤，他的左腿曾被流
弹重伤，被迫离开前线。那次手术异常凶险，“打了强心针”，“差
点没挺过来”。平静的叙述背后，是战争中生死一线的真实写照。
  （□记者 王培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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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多年来，孙广瑞累计宣讲3500余场次

把亲历的英雄故事讲给青年人听

  □ 大众新闻记者 张晓宁 刘文思
           魏 然
    本 报 通 讯 员 韩新力

　　“只要听党的话，跟党走，我们的国
家就能强起来。”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只要我还能
动起来，我就要去讲，把过去的历史讲给
青年人听。”
　　……
　　 6 月 29 日下午， 94 岁高龄的孙广
瑞，一身戎装笔挺地坐在窗前，胸前佩戴
的一枚枚军功章在阳光下闪耀。铿锵有力
的话语，饱含着一位老兵、一位老党员对
党和国家最深沉的爱。

　　从浴血奋战的朝鲜战场到春风化雨的
红色讲台，从舍生忘死的卫生班长到诲人
不倦的志愿导师，孙广瑞把共产党员的忠
诚刻进骨血、融入生命。
　　1949 年春天，孙广瑞刚从河南卫校
毕业就穿上军装，随军南下，先后参加了
解放南昌、赣州、韶关等一系列战斗，驻
守祖国云南蒙自边境线。
　　1950 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孙广瑞
心急如焚，连写七封请战书，最终于1951
年 3 月随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15 军入朝作
战，任卫生班班长。他参加了著名的上甘
岭战役，43 个日夜，孙广瑞和战友在敌
人的炮火中穿梭，救护伤员。“当时卫生
班的口号是，宁愿自己牺牲，也不让伤员
第二次负伤。”危险来临时，他们就用自
己的身体护住伤员，不少卫生员就是这么
牺牲的。孙广瑞回忆说，“那时候，人人
都把生死置之度外。”有一次，天降大
雪，道路被封，他临危受命，担任尖刀组
组长，爬行开路20 多里救护伤员。在朝

期间，孙广瑞荣立三等功一次，通令嘉奖
两次，被评为志愿军先进工作者并出席全
军代表大会。
　　战场上的孙广瑞，还是一位“文艺
兵”。 1951 年底，慰问团的山东快书吸
引了他。为鼓舞受伤战友，他找来废旧汽
车钢板，自制了“鸳鸯板”，把战友事
迹、军旅点滴编成节目，树林里、坑道
里，常响起他自编自演的山东快书。
　　1978 年，孙广瑞转业到淄博市周村
区文化馆担任馆长。离休后，他迅速投身
新“战场”，主动请缨加入周村区离退休
干部宣讲团，向广大青少年、“五老”开
展宣讲，传播党的声音，传递爱党深情。
他还担任周村区“五老”宣讲团讲师和艺
术团艺术总监，在志愿岗位上甘当红色基
因“播火者”，尽自己所能，向年轻一代
讲述红色故事。
　　他讲述南下作战，讲述上甘岭战役，
回忆黄继光等英雄战友的事迹，30 多年
来累计宣讲3500 余场次，常常一站就是

几个小时。“我要把亲历的英雄事迹讲出
去，让更多人知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他还利用国家公祭日、清明节等契机，在
烈士陵园给万名学生作《不忘先烈》报
告，利用双休日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带
领“五老”艺术团在城乡学校演出。
　　为了更好地开展青少年普法教育，孙
广瑞创作了校园小品、相声、山东快书、
少儿韵白、童话剧等50 多部文艺作品，
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法规。编写的20 万字
《我是红领巾——— 校园文化节目选集》，
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和报国之志。
　　孙广瑞以笔为“枪”，用自己的方
式，转战在各个“战场”，传承红色基
因，教育关心下一代感党恩、颂党情、跟
党走，不断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先
后获得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
者”、“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工作优秀辅
导员”、“山东省最美老干部志愿者”、
淄博市“优秀共产党员”、“感动淄博十
大人物”等称号。

  本报泰安讯 6 月29 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第七期（2025 年第二
期）“陕公大学堂”公益讲座山东场活动在泰山科技学院举行。本次
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山东省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与泰山科技学
院联合承办。山东省中国人民大学校友会代表及泰山科技学院师生共
计300余人参加讲座。活动中为“陕公大学堂实体基地”揭牌。
  为传承红色基因、服务地方发展，中国人民大学于 2023 年以
“陕北公学”为名，创建了全国性群众宣传教育品牌“陕公大学
堂”。该品牌广泛汇聚师生校友智慧，加强校地联动，影响力持续提
升。 2023 年 12 月，项目荣获“2023 年度首都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设
工作优秀案例”。截至目前，“陕公大学堂”已成功举办7期共200
余场活动，覆盖线下线上听众累计超20 万人次，为各地干部群众打
造了一个兼具学术深度、现实启示与理论价值的学术交流平台。

“陕公大学堂”公益讲座山东场

活动在泰山科技学院举行

  □记者 王佳声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7月1日讯 今天，2025山东省红色文化主题月主场活动
在潍坊市博物馆举行。主场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委党史研究
院、潍坊市政府主办。主题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为主题，全省将推出1800 余项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包括
特色展览、红色旅游、红色研学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主
场活动上，正式推介了纪念抗战胜利80 周年系列精品展及“山河永
固——— 晋冀鲁豫根据地革命文物展”；公布了第二届山东省优秀革命
文物保护工程；发布了《山东省革命文物图文大系》（十卷本）和
《中共山东百年历史故事青少年读本》，并举行赠书仪式；启动了山
东省第三届擦亮红色地标短视频大赛等活动。
  山东省红色文化主题月已成为我省弘扬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
的重要平台，是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和红色文化
品牌。自2021 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省委党史研究院、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省教育厅等有关部门，已连续4年举办5100 余项红色
文化主题活动。

2025山东省红色文化

主题月主场活动举行

徐华谱

  □记 者 杨秀萍
   通讯员 郝长伟
       王乙婷 报道
  为迎接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6
月 29 日，渤海轮渡“绿安达”轮投
入烟台—大连航线的运营。该轮与5
月 31 日投运的“绿安通”轮实现烟
台—大连白天晚上各两个航次对开，
为渤海湾提供更加安全、便捷、高效
的新能源汽车跨海运输服务。
  渤海湾客滚航线每年运送旅客近
400 万人次，运输车辆近 120 万辆
次，但新能源汽车以往由于安全因素
无法跨海运输。为此，渤海轮渡集团
对现有船舶进行改造升级，为新能源
汽车设置专属舱位，打通了新能源汽
车运输堵点问题。

新能源车跨海

有了专属轮渡

一方面是全产业链带来的性价比优势，另一方面是行业内卷导致的低利润率

实木家具之乡如何换个“活法”

　　□ 本报记者 都亚男 贺莹莹

　　地处鲁西北的宁津县今年举办了第
三届家具展览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
1800余家企业参展，首日参观人数达到
1 . 6万人次。
　　这场在业内引发关注的展会背后，
是宁津实木家具产业十足的底气：5300
多家市场主体，5万多人从事家具制
造，产自宁津的餐桌椅占长江以北市场
份额的50%以上……
　　可长期以来，宁津实木家具企业却
因无龙头无大牌，陷入“出门就没话语
权”的尴尬境地。为此，有着四十多年代
工沉淀的“中国实木家具之乡”，悄然打
响一场集体“突围战”——— 宁津的实木
家具产业集群，正在努力换个“活法”。

性价比背后的全产业链优势

　　“今年是我来宁津开厂的第5
年。”2021年，安徽人代鑫将自己位于
陕西西安的家具厂搬到了宁津大柳镇家
具产业园，2条生产线、30位工人，一
年能生产6万把白茬实木椅。
　　白茬家具，即未经喷漆的实木白坯
半成品，主要是为实木品牌厂家提供生
产代工的配套服务。
　　目前，宁津既有600多家研产销一
体的生产企业，也有2000多家仅生产一
件产品或单一部件的中小企业及加工
户，同时衍生出木材经营，白茬加工，
油漆、五金等辅料生产经销等一系列家
具原辅料供应链，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木
材供应市场，仅宁津县张大庄镇就有
100多家木材板材经销户。
　　“作为大型实木家具集散地，宁津在
原辅材料、专业人才、物流方面都很成
熟，技术娴熟的从业者众多，这是其他地
方无法比拟的优势。”代鑫计算过，其工
厂搬来宁津后，生产成本大约下降10%。
　　在宁津的10个乡镇之中，有7个专
业生产实木家具，其中包含了200余个
家具工业特型村，聚集了全县80%以上
的家具生产企业。宁津县从事家具制造
人员超5万人，相当于每10个人里就有1
人从事家具制造。

　　“一把新款椅子从设计研发、打样
到制作，仅需3天。”宁津县家具行业
协会秘书长杨景东说，这背后依托的便
是宁津极其完善的产业链。
　　在宁津，一家中型实木家具厂一天
能产1000多把椅子，4个家具产业园区
的生产能力可达成品800万套、白茬900
万套。
　　“我们已经把所有环节压缩到了极
致。”杨景东说。极致的性价比优势，
是宁津的“舒适区”，也是“护城河”。

白茬家具的便利与困局

　　对于代鑫这位外乡人来说，白茬家
具这条赛道，既是一条好走的路，又是
一条难走的路———
　　在宁津，一条成熟产业链所带来的
生产便利，使得入行白茬家具相对容
易；同时，宁津白茬家具下游市场广
阔，客户自然不是问题。
　　但这种几乎无门槛的便利，也带来
了“卷”价格、“卷”市场的激烈竞
争。内卷、低价、同质化……这是几乎
所有产能过剩行业由增量市场向存量市
场转换时避无可避的现象。这一幕同样
也出现在宁津家具产业。
　　“其实，打‘价格战’永远走不出
去，只能走低端市场，量大但利润低，
就没法创新发展。”代鑫所言的利润
低，是白茬家具工厂的集体“痛点”。
　　而相较于下游直面市场的家具品牌
商，白茬家具厂家未能突破销售壁垒，
锁定在生产端的结果依旧是低利润率。
　　代鑫工厂的毛利润率仅为20%，这
是当前白茬家具工厂的平均水平。而从
上市公司财报来看，头部家具上市公司
的毛利率普遍在30%以上。
　　不可忽视的一个行业大势是，即便
是处于家具制造产业链“微笑曲线”右端
面向消费者的企业，游戏规则也在渐渐
改变，传统家具制造商模式渐行渐远，家
居一体化定制成为新的风向标。
　　走访对话宁津家具产业的过程中，
这一观点更加清晰：对抗内卷这种“没
有发展的增长”，进化与创新是一件漫
长但正确的事。

“内卷”卷的永远不是领头羊

　　杨景东认为，这种“进化与创新”

的核心在于，优秀产品不惧内卷。
　　市场经验不断验证，开发出爆款产
品的首创者，率先享受爆款的利润红
利。当有第二个、第三个乃至更多模仿
者开始尝试做同款时，爆款最高价值已
被首创者兑现，剩下的市场由大多数人
去争抢，同时伴随产品热度衰减，利润
越“卷”越低，生意越做越亏。
　　不惧内卷，宁津跑在前头的一些实
木家具企业已有解题之法。
　　6月1日，山东迪美家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迪美家具”）董事长杨勇
帅赶赴匈牙利，开启公司的新版图———
建设海外仓。从父亲手中接管企业以
来，杨勇帅便走出了和父辈完全不同的
道路，不再只为知名家具品牌代工，而
是自己创立品牌做实木家具成品，将生
意拓展向万里之外的海外市场。
　　建设海外仓，是迪美家具海外业务
开疆拓土重要一步。目前，迪美家具已
与瑞典、丹麦、波兰等国家具经销商达
成合作意向。“现在海外订单应接不
暇，我们也在筛选客户，今年海外订单
预计占公司营收九成以上。”杨勇帅告
诉记者，为了拓展产能，企业正在建设
6万平方米的厂房。
　　迪美家具不是个例。宁津当地的头
部企业在捕捉到市场变化后，开始改变
低端走量的形态，掀起一场从代工到品
牌的质变，从单一追求“性价比”，迈
向自主设计、品质升级的中高端化路线。
　　山东金秋林家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秋林”）早在2016年切入酒店定
制家具赛道。“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大
热，来自酒店的定制家具业务有了爆发
式增长。”金秋林总经理张亚男告诉
记者。
　　现如今，金秋林已成为华住集团旗
下酒店的A类供应商，酒店定制业务约
占全年营收的70%，同时还有自己的中
高端定制家具品牌。张亚男预计，“今
年7月新建厂房投产后，金秋林营收将
超 4 0 0 0 万 元 ， 同 比 增 速 预 计 可 达
160%。”
　　代鑫认为，想在白茬家具这
条大众化赛道上出众，必须
要走高品质路线。“我
们聘请了6位受过专
业培训的机加工
人 员 ， 同
时投入

新设备建造数控加工中心。”自去年下
半年转向民用椅生产以来，今年一季
度，代鑫的工厂营收约400万元，同比
增长30%。

“群山无峰”的困境与突围

　　重新审视宁津家具产业集群，一个
现实无法回避：宁津仍未出现具有全国
知名度的本土品牌，没有具备区域代表
性的龙头企业。
　　无龙头无大牌，一大问题便是集群
没有合力。用杨景东的话来说，“没有
龙头，出门就没话语权，宁津家具难以
形成品牌影响力。”
　　2023年5月，宁津县发布“宁津家
具”区域公用品牌；同年6月，宁津家
具行业协会成立。
　　“发布宁津家具区域公用品牌，一是
解决群山无峰的困境；二是向外界宣布，
宁津家具产业从此要形成一股合力，打
造全国乃至全球影响力。”杨景东说。
　　也是自2023年起，宁津有了自己的
家具展会。“我们推出‘前店后厂’办
展模式，买家看完展品后，可直达工厂
参观，助力企业增订单、拓市场。”杨
景东说。
  “在宁津，政府一直主张‘无事不
扰、有求必到、合理满足’的服务理
念，尊重市场规律，为企业打好下
手。”宁津县委副书记、家具产业链链
长金栋表示，政府能够提供的，是为市
场主体打好“地基”，从而完成产业带
企业的生产价值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