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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22日在京会见泰国国会主席兼下议院议长万诺
（据新华社）

记 者 近 日 从 中 国 气 象 局 了 解 到 ，

2023 年增发的 1 万亿元国债中，共有 220

个气象项目获批，专项用于支持灾后恢

复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随着项目

落地应用，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

服务现代化得到有力推进。

气象监测犹如“听诊器”，实时感知着

天地间风云的每一次“脉动”。从城市到乡

村，从高山到海岛，增发国债气象项目推动

着一张更加细密的气象监测网的建立——

在长江三峡，针对 431 处危岩隐患

点，重庆气象部门规划建成 381 个气象

观测站，实现危岩隐患点 1 公里范围内

气象监测数据全覆盖。新建 6 部天气雷

达与原有雷达组网，加上 5 套北斗场景

监测系统，实时捕捉危岩区域气象要素

变化与岩体位移信息，为长江航运安全

“站岗放哨”。

增发国债气象项目落地应用，助推以

智慧气象为主要特征的气象现代化建设。

海量监测数据实时汇聚，化作洞悉风云的

预报智慧，推动气象业务更好地发展——

以科技赋能提升计算效率。四川气

象部门首创省级“天擎”节点 GPU 算力

融合应用，将 1 公里分辨率降水融合分

析耗时从 2.4 分钟缩短至 0.9 分钟；山西

气象部门强化数据处理能力，构建“天

擎”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山西节点，数据服

务时效提升至 0.16 秒。

随着增发国债气象项目的落地应

用，更多民生领域受惠，气象趋利避害、

赋能增益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农事管理科学智能。吉林气象部门

完成 617 套自动气象站的升级改造，全

省气象观测站水平间距提升至 10.37 千

米，核心农区达 500 米，实现墒情、气温、

降水等要素“分钟级”采集，更好地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

交通运输快捷高效。福建气象部门

依托城市安全智慧气象服务保障工程项

目的建设成果，今年 3 月 4 日锁定降水间

隔 23 分钟黄金窗口期，助力中国民用航

空厦门空中交通管理站成功指挥降落航

班 5 架次、备降 2 架次，节约航班备降成

本约 50万元。

能源生产向绿向新。在甘肃腾格里

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酒泉千万千瓦级风

电场风功率预报系统为每台风机生成个

性化“体检报告”。在风能资源丰富的新

疆南疆地区，10套激光测风雷达的建成，

不仅为风电项目评估提供实时观测数据，

更在大风灾害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1日电 新华

社记者）

增发国债项目落地应用 提升气象防灾减灾能力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微企业，被视

为经济运行的“毛细血管”，是推动创新、

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

进入 6 月，2025 年全国中小企业服

务月火热开启。

从中央到地方，围绕优化环境、市场

拓展、融资促进等方面的各类活动密集

开展，叠加前期一揽子增量政策持续显

效，“益企”暖风助力中小微企业强信心、

添活力，迈向高质量发展。

支持更多中小企业进入龙头企业供

应链，形成协同发展优势，是帮扶中小企

业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

有力举措。

日前，位于上海长宁区的黑湖科技

有限公司，迎来一场“工业供应链助企增

效”对接活动。

这家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创新

企业，借助这场对接活动，与华谊集团、

中国宝武、上海电气等 10 余家大型企业

的采购供应链或研发技术负责人面对面

交流、探讨合作商机。

“通过对接活动，我们能够了解大型

企业的需求，寻求合作的可能性，有助于

我们融入大企业的产业链与供应链体

系，进一步拓展市场。”黑湖科技智造业

务负责人刘泽非介绍，此次对接活动上，

公司与部分企业就平台对接达成初步合

作意愿，还就设计制造协同、供应商质量

追溯、生产管理监控等进行了对接交流。

陕西推动商贸流通企业助力中小企

业开拓新市场；成都帮助全市超 300家中

小企业精准对接来自中国科学院等科研

院所的 40 余项高价值科技成果，达成意

向合作百余项；济南今年已举办供需对接

活动 180余场，覆盖企业 5400余家次……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

前联合发布的通知，我国将在今年全年

开展“百场万企”大中小企业融通对接

活动，推动更多中小企业融入大企业创

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共同积极应对外部

风险挑战。

数字化转型是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

的关键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去年底印

发《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方案

（2025—2027 年）》，明确以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为抓手，“点线面”结

合推进数字化改造，加速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和深度赋能。

今年，邯郸市入选全国第三批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并初步将包括国

智科技在内的 600 家中小企业纳入转型

试点，同时引导数字化服务商针对中小企

业“小而散”的特点开发产品和服务。

“针对中小企业‘不愿转、不敢转、不

会转’问题，我们重点在转型模式、服务

供给、生态构建三方面下功夫，系统性帮

助中小企业推进数字化改造。”邯郸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任高发说。

促进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释

放企业活力，关键还要解决好融资难题。

翻开不久前正式施行的民营经济促

进法，“投资融资促进”一章引人注目，其

中就提升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和便利度作

出了明确规定。

瞄准痛点难点，一系列政策靶向发

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启

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监管评价办法发布；金融监管总局等八

部门联合印发《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的若

干措施》……

走进山东新鲁星电缆有限公司生产

基地，机器轰鸣声不断，拉丝、绞线、挤绝

缘等各道工序有序进行。而就在不久

前，由于流动资金短缺，工厂一度面临停

产风险。

“当时，现款采购原材料和产品交付

账期错配，导致流动资金缺口。我们抵

押物较少，贷款申请没能通过。”公司技

术部部长李义介绍，当地支持小微企业

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专班工作人员了解情

况后，积极协调税务、工信、科技等部门

开展综合评估，认定企业符合申请科技

贷条件，最终帮助企业获得 400 万元贷

款，解了燃眉之急。

截至 4 月末，各地依托支持小微企

业 融 资 协 调 工 作 机 制 累 计 走 访 超 过

7000 万户小微经营主体，其中近 900 万

户纳入推荐清单，银行对推荐清单内经

营主体新增授信超 18 万亿元，新发放贷

款近 14 万亿元。

更多惠企红利加速释放，助企行动

扎实落地。北京启动中小企业城市招聘

专项行动，满足企业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福建聚焦“专精特新”，邀请行业专家剖

析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拓展方面

的提升路径；湖南组织全省联企干部走

访企业，解决企业问题诉求……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

月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5，较 4

月上升 0.3 点，结束了连续两个月的下降

趋势。

“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中小企业

发展预期回升明显，市场需求稳步改善。”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马彬认为，

同时要看到，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挑战依

然较大。下一步要坚持扩大需求和提振

消费，多措并举帮扶困难企业，推动各项

政策落实落细，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大市场

机遇，不断增强发展韧性与活力。

（据新华社北京 6月 20日电 记者

周圆、张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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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农民忙着收获小麦，播种水稻，进行田间管理，神州处处奏响“三夏”农忙进行曲。图为近日在山东省青岛市

即墨区北安街道泥洼村，农机手驾驶收割机收割小麦（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美丽的富春江畔，郁达夫故居静

静矗立，而那位曾在这里眺望江景的

文人，早已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一介

书生，以笔为戈，最终血染南洋，他用

生命书写了中国文人的铮铮铁骨。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 80 周年，这位

被誉为“反法西斯文化战士”的作家，

在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仍遭日本宪

兵秘密杀害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丛

林。他的名字，不仅铭刻在中国文学

史上，更镌刻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

争的纪念碑上。

1896 年 12 月 7 日，郁达夫出生于

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13

年，17 岁的郁达夫在日本留学期间，在

日 记 中 庄 严 写 下 ：“ …… 余 有 一 大 爱

焉，曰爱国……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

命亦绝矣！”这一誓言成为贯穿他一生

的精神主线。

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

人之一，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以真率酣

畅、热情明丽著称，《沉沦》《春风沉醉

的晚上》等作品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

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7 年末，郁达夫家乡富阳沦陷，

70 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日军吃喝，

躲进深山最终饿死。郁达夫悲痛写下

一副挽联，“无母可依，此仇必报”。

1938 年 3 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他

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线，以战地记者

身份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抗争。同年

末，他远赴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

刊《晨星》编辑。此后郁达夫还担任了

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42 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化名

“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他开办酒

厂作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工作。

一次偶然的意外，暴露了郁达夫的

日语能力。日本占领军随即强迫他担

任翻译。在当翻译期间，他暗中帮助和

营救了不少当地人和华侨，并获悉了日

本宪兵部许多秘密和罪行。这些情报

成为战后审判日军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郁达夫却不知危险正悄然逼

近。8 月 29 日晚，他在家中被带走，后

遭到秘密杀害，终年仅 49 岁。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2014

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 300 名著名抗

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名

的学校、码头、公园，默默传承着这位

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2015 年，富阳

撤市设区时，市民投票将原市心路和

市心北路改名为“达夫路”，以表达对

这位故乡之子的深切怀念。

郁家后人始终铭记先辈的精神遗

产。郁达夫烈士之孙郁峻峰表示：“在

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郁达夫体现了

那个时代的文人风骨。作为后人，我

们以有这样的先辈为豪；这种大义、大

节也必定会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成

为后辈精神世界的巨大支柱。我们要

让他的精神像连绵不绝的春江潮水一

样，一直传承下去。”

（据新华社杭州 6月 22 日电 记

者许舜达）

郁达夫的笔尖抗战

6 月，位于山东省乳山市西北的马

石山，层峦叠翠，绿意葱茏。沿着蜿蜒

的山路前行，半山腰上，马石山十勇士

纪念馆巍然矗立。

站在纪念馆前举目四望，群山如

海、山林静谧。1942 年，日伪军对胶东

抗 日 根 据 地 进 行 拉 网 合 围 式 大“ 扫

荡”，八路军胶东军区 5 旅 13 团 7 连 6

班 10 名年轻战士，4 次冲进敌人的包

围圈，为了帮助群众突围，全部牺牲在

马石山上……

纪念馆内，游人如织。展柜中，当

年被救群众王良的回忆录，吸引不少

参观者驻足观看。

“ 他 们 决 定 帮 群 众 突 围 时 ，并 没

有 接 到 上 级 的 命 令 。”纪 念 馆 讲 解 员

黄晓芳介绍，当年勇士们外出执行完

任务返回途中路过马石山，看到群众

被重重包围，毅然决定留下来帮助群

众转移。

今年清明，陆军某部“马石山十勇

士班”第 48 任班长曹世毫和战友们专

程来到马石山，开展“重走勇士路”寻

根行活动。

“ 当 年 战 至 最 后 ，全 班 只 剩 3

人 。 班 长 王 殿 元 和 两 名 战 友 抱 在 一

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

的敌人同归于尽……”曹世毫仔细擦

拭着王殿元的墓碑，擦着擦着眼圈就

红了——“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83 年来，马石山十勇士与人民生

死与共、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在一代

代英雄传人的血脉里流淌——那年夏

天接到抗洪抢险命令后，“马石山十勇

士班”全体战士向党组织请战，冲锋在

“最危险、人民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定

期到驻地小学开展国防教育，先后资

助 20 余名家庭困难学生……

英雄的旗帜，飘扬在官兵心里，也

飘扬在城市上空。

“我们致力于让英烈故事走进群

众日常生活，让英雄精神融入城市血

脉。”马石山十勇士纪念馆相关负责人

介绍，作为胶东抗战的后方，马石山红

色资源丰富。近年来，乳山市以马石

山十勇士纪念馆、马石山烈士陵园等

为核心打造的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

年 接 待 游 客 超 过 30 万 人 次 。 借 助

VR、AR 等科技手段建设的数字展馆，

吸引更多群众“云”上参观。

红色故事大家讲，英雄精神代代

传——

对当地红色历史很感兴趣的大四

学 生 倪 高 煜 ，主 动 承 担 红 色 宣 讲 任

务。他告诉记者：“我要把英烈故事梳

理好，讲给更多人听！”

王诗嘉是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面

向当地中小学招募并培养的一名“小

小讲解员”，她经常利用假期跟随宣讲

团队到不同单位讲述马石山十勇士的

事迹。像她这样的“小小讲解员”，乳

山市有 280 多名。

在马石山采访，与英烈故事同样

令人难忘的，还有绽放在乡亲们脸上

的笑容。

又是一个周末，看着一辆辆汽车

驶进自家农家乐的院子，55 岁的下石

硼 村 村 民 王 海 英 笑 意 盈 盈 地 招 呼 游

客。近年来，乳山市依托马石山红色

资源，打造出别具特色的红色旅游线

路，鼓励村民发展红色文化游、乡村体

验游等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饮水思源。打卡红色地标，观看

红色展览，聆听英烈故事……在乳山

市 游 览 体 验 后 ，游 客 杨 文 感 慨 地 说 ：

“来到马石山，我深深感受到军民鱼水

情深。如今生活越来越好，我们更要

铭记那段历史，用奋斗向先烈致敬。”

马 石 山 上 薪 火 传
■赵前松 管水锁 本报记者 张培瑶

本报讯 正军职离休干部、国防大

学原基本一系政委赵柱生同志，因病于

5 月 20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岁。

赵柱生同志系山西洪洞人，1944年 7

月入伍，1945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战士、副指导员、指导员、团政治处

副主任、教员，军政大学第一大队第三队

政委兼教员，军事学院教研室副主任、主

任，国防大学军队指挥教研室主任等职。

赵柱生同志逝世
本报讯 正军职退休干部、原国防

科工委第 21 试验训练基地司令员范如

玉同志，因病于 5 月 13 日在北京逝世，享

年 82 岁。

范如玉同志系江苏丹阳人，1967年 9

月入伍，1966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

任学员、技术员、助理研究员，国防科工委

第 21试验训练基地研究所六室主任、科技

处处长、研究所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等职。

范如玉同志逝世
本报讯 正军职退休干部、国防大

学研究生院原院长郭其侨同志，因病于

5 月 29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93 岁。

郭其侨同志系安徽合肥人，1951年 1

月入伍，1953 年 10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学员、教员、军代表，军政大学军事班

教员，军事学院训练部研究部研究员、研

究部部长，国防大学军队建设研究所所

长、进修系主任、研究生院副院长等职。

郭其侨同志逝世

作为中国北方首个自贸试验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于今年 4月迎来挂牌十周年。十年来，天津自贸试验区累计实施 686
项制度创新举措，其中 49项成果在全国复制推广。图为 6月 20日拍摄的天津自贸区天津港东疆片区码头（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