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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命的天空自卢沟桥后，大概就一直萦绕回荡着军号、枪炮、呐喊
和胜利后的仰天大笑…… 父

2013年 2月 12日上午，大年初三。太阳

暖洋洋的照在大地上，老父穿着过年的红缎

子袄，早餐自己端起碗来喝了一小碗牛奶麦

片粥，吃了个鸡蛋，喝了点参汤后，孙子将爷

爷的轮椅推到电视机前，告诉他“今天会有客

人来拜年，多坐一会。”老父点点头。十一点

钟，朝胜一个少年时代邻居朋友来了。介绍

给老父，说学名他记不起了，朋友对着老父的

耳朵喊“我是大狗！”“哦——”老父记起来了，

使劲地握了握“大狗”的手。之后，老父抽根

烟挥挥手，习惯地在午餐前回房间小睡一会。

中午喊老父吃饭，结果沉睡不醒。赶紧

和医院联系，半个小时内救护车接老父到了

岭南医院急救室，院长来了，内科、神经科、

ICU 等有关科室的医生也来了。下午四点

五十分，老人家终未醒来，那颗跳动了 94 年

的心脏，静静地停息了……

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子孙相送，阳光和

煦。该是老人离开这个世界最好的选择吧。

这曾经是个何等熬煎的世界啊？

一个河南清丰农村的孩子，因为饥饿、

因为灾荒、因为走投无路，大概也有一丝模

模糊糊的追求吧，走出了老家那片灾难深重

的土地。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走到了一

片更加灾难深重的土地。当兵吃粮，1936

年，国民革命军第 29军 39师，驻守宛平城守

卫卢沟桥的敢死队里多了个不满 17 岁的小

号兵。每天他必须在部队还熟睡时，就要起

身着装，紧衣束带，背刀肩枪。腰间那支黄

铜军号和背上的镔铁大刀一样，都飘着一块

血红的绸布。小号兵对着寒冷的夜空昂起

头来，念过四年书的小号兵认得“卢沟晓月”

四个字，小号兵大概是那支队伍里，与卢沟

桥的寒星晓月相约最多的士兵了。

后来，他告诉我，敢死队里只有他一人

识字，每晚上面发来口令都是他念给大伙

听。我问他还记得当年的口令吗？他想了

想说“吃饭！”看来国军那时也挺艰苦，把“吃

饭”都当成了口令。

“卢沟晓月”的冷光，映照在小号兵的钢

枪、大刀和军号上，反射出更加冷的寒光。

那寒光一闪，就足以在历史镌刻出一道深深

的印痕！

一次战斗中，激昂的号声引起了鬼子的

注意，一颗子弹对着小号兵的咽喉呼啸而

来，“呯”的一声，军装的第一粒黄铜纽扣被

打飞了，黄铜纽扣挡住了那颗夺命子弹！

后来，我当兵时，还特意认真地把玩司

号员的军号。没有任何按键或机关，一支长

长的铜管绕了两圈，全凭一口气在铜管里磨

擦出惊天地泣鬼神的声音——晓月寒露呼唤

的起床号，苍茫四野急切的集结号，血色黄昏

激昂的冲锋号，夜幕低垂催眠的熄灯号……

诗人艾青曾写过“吹号者的命运是悲苦

的，当他用自己的呼吸摩擦了号角的铜皮使

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

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被称为时代号

手的艾青，亲历和见证过小号兵的那个时

代，诗人这样写道：

在震撼天地的冲杀声里，/在决不回头

的一致的步伐里，/在狂流般奔涌着的人群

里，/在紧密的连续的爆炸声里，/我们的吹

号者/以生命所给与他的鼓舞，/一面奔跑，

一面吹出了那/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在

死亡之前决不中止的冲锋号，/那声音高过

了一切，/又比一切都美丽……

艾青笔下的吹号者最后倒在了战场

上。卢沟桥敢死队的小号兵因为军装上的

那粒黄铜纽扣，最后赢得了战争的胜利，赢

得了历史的胜利，赢得了时光的胜利，赢得

了生命的胜利。

朋友发来挽联：

驾鹤泉台再吹集结号，国共战友筑长
城，一代民族魂魄；

驭龙沙场重祭斩倭刀，阴阳两界争寸

土，千古中华英雄。
躺在党旗下的老父已是瘦骨嶙峋，我深

信从卢沟桥杀出来的号兵，从新四军冲出来

的战士，从孟良崮打出来的英雄，从三野选

出来的第一代空军军官，从十年劫难中熬出

来的离休干部……虽瘦骨如铁，但利可锻

剑、坚可铸戟！他生命的天空自卢沟桥后，

大概就一直萦绕回荡着军号、枪炮、呐喊和

胜利后的仰天大笑……

这该是何等精彩的生命啊。苏北抗日，

解放济南，淮海战役，战上海，下杭州，抗美

援朝……在“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南征北战

中，父亲一步一步地走出了人生的诗篇。

解放杭州后，他和妈妈在杭州照相馆里

拍了第一张合影。全然没有头一回照相的

拘谨和土气，妈妈身着军装英姿飒爽明眸如

星，军帽压着齐耳短发，紧束腰间的牛皮腰

带上，挂着一把小巧的勃朗宁手枪，绑腿挺

拔，足登一双新买的球鞋。在此之前，他们

的军鞋都是老乡们一针一线纳出来的千层

底。妈妈那一身朴素的英气足以秒杀今天

全世界女人的奢侈豪华！爸爸就更加“离

谱”了，身着军装上不扎腰带下不打绑腿，宽

宽松松潇洒自如。站在妈妈身边一足独立，

另一足干脆踏在一张齐膝高的凳子上，一手

扶膝一手掐腰，身体前倾目光似箭……用今

天的话说怎一个“酷”字了得，还得服服帖帖

地再加上两个字：“霸气”！

那才叫胜利者的照片！谈情说爱，都能

谈得天地动容！

直到文革前，爸爸的枕下还有一把手

枪，是德国快慢机驳壳枪。我小时候偷着玩

玩时，还纳闷儿，为什么不弄一支小巧袖珍

的手枪。今天终于明白了，他不需要玩具，

那是一支威力强大可以作战的枪，爸爸骨子

里仍是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战士。

妈妈离开我们二十四年，妈妈等得太久

了。今天爸爸和妈妈终于在天上相会，他们

是不是还要再去照一张合影？

为爸爸致挽如下：

半世拼杀半世闲，罢了雪刀雨弹。荣也淡
然，辱也淡然。往生且随风散去，云舒、云卷；

几杯浊酒几缕烟，付之遥思轸念。战友情
缘，夫妻情缘。今番当喜魂聚来，梦还、身还。

熄灯号响起了……

西安铁路局安康供电段地处秦巴山

区，辖区内的 2211 公里电力线路分布在襄

渝线、西康线、阳安线上，由于点多线长，交

通不便，设备日常管控难度大。近年来，该

段加大科技投入，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建

成电力远动系统，大力提升设备的科学管

控能力，确保了设备运行安全。

实时监测，故障诊断实现“智能化”

长期以来，铁路电力网的变配电所、自

闭贯通线、箱式变压器、车站信号电源等电

力设备受天气变化、设备状况、行车用电负

荷等多种因素影响，时常会“潜伏”各类隐

患，由于缺乏科学的监测手段，故障难以及

时发现并得到处理。

2012 年，安康供电段率先引进了电力

远动新技术，通过网络信息化通道，实时监

测管内电力设备运行状态，实现了故障“智

能化”诊断。

在该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数台计算

机构成的远动监控主站就像人的“大脑中

枢”，快速准确地收集各类信息，而安装在

电力设备核心部位的远动终端采集器就像

一个个“神经末稍”，及时检测记录设备运

行数据并通过网络通道输送“大脑中枢”。

当电力设备出现异常时，计算机组便会自

动提示报警，显示故障区段的电流、电压参

数，以便技术人员进一步分析查找故障原

因，及时采取措施，做到防患于未然。

“隔空”遥控，倒闸作业“触手可及”

“现在，只需打开计算机，轻点鼠标就

可以对管内任何一个配电所进行倒闸作业

了。”倒闸作业是电力线路停送电前的一项

重要环节。以往人工倒闸作业是由配电所

值班人员按照停送电命令，人工闭合或断

开电气开关，由于辖内设备分布点多线长，

日常检修任务繁重，人工倒闸作业不仅效

率不高，而且极易发生人为操作失误。

运用远动技术后，技术人员只需要在

监控主站通过计算机的人机对话界面，按照

系统提示，逐项输入停送电操作命令，便可

遥控异地电力倒闸作业。而变配电所的值

班人员只需要在现场确认仪表、信号、开关

显示状态，便完成了整个停送电作业流程。

“隔空”遥控使千里之外的倒闸作业变

得“触手可及”，不仅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也

使电力倒闸作业标准、流程更加统一规范。

科学管控，安全生产再添“保险锁”

该段建立完善了电力远动系统管理办

法，切实加强远动设备的日常维护、监控，

及时采集分析数据，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各

类异常信息，确保管内电力设备运行安全。

在远动监控主站，该段 6 名调度员日

夜交替值班，24 小时不间断监控远动系统

的仪表、信号显示状态，及时采集分析各类

技术数据、图形曲线，做好故障信息的收集

反馈，积极应对各类应急故障。

该段严格执行电力倒闸作业制度，要

求远动倒闸作业必须由两名调度员共同进

行，一人操作，一人监护，逐一确认操作流

程。同时，现场的配电值班人员通过电话，

及时反馈仪表、开关显示状态，实现倒闸作

业双把关。

为确保远动设备状态良好，该段加强

远动设备的日常维护，每天安排技术人员

对监控主站进行一次巡视检查，逐一测试

软硬件系统是否正常工作。各电力工区定

期对远动通道、终端设备进行巡检维护，及

时发现并消除设备隐患。

电力远动技术的运用，极大提升了管

内电力设备的远程监管能力，充分激活了

科技保安全的“正能量”，实现了“一个站”

管控“三条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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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海滨）春节刚过，太原市

阳曲县工业新区建设现场已经繁忙起来。太

原市将在这里投资 60亿元，打造占地 3000亩

的“中国磁谷”。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永磁材料生产国，永

磁材料产业已被列入我国“十二五”期间战

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材料领域，属于国家重

点鼓励发展项目。山西省作为全国钕铁硼

生产的三大基地之一，也已将该产业列为

“十二五”转型发展的战略型新兴产业。太

原市拥有初具规模的磁性材料特色产业集

群。其中永磁材料生产企业规模较大的有

汇镪、金山、英洛华等 10 余家，钕铁硼企业

22 家，专用设备生产企业 6 家。目前，山西

省钕铁硼年产能达 3 亿吨，占全国总产量的

20%。太原市是全省钕铁硼材料生产最大

的产业集聚地，不仅一系列设备及技术已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并成为全国氢碎炉最大的

生产基地，已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

术特色产品群。

山西汇镪磁性材料制作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敏介绍，他们生产的一种永磁磁悬浮列车

部件，作为中华 07 号磁悬浮列车即将使用，

正在组装这些产品。“面对广阔的市场，由于

没有合适生产的场地，所以只能停留在小打

小闹上。”张敏如是说。

和张敏一样困惑的还有盛开源公司的总

经理董永安，他们公司生产的氢碎炉作为生

产钕铁硼的专用设备，在全国市场上的占有

率高达 80％，就连一项以设备出口著称的日

本也在进口使用他们的设备，但董永安的企

业也同样面临发展困局。

为了破解产业布局分散、产品只有数量

没有分量的困局，太原市提出的思路是五指

握 拳 ，打 造 一 个 磁 材 产 业 集 聚 的“中 国 磁

谷”。为此，太原市科技局和太原民营区管委

会联合出台了《关于支持建设太原钕铁硼材

料特色产业基地的意见》，将整合全市乃至全

省有影响的磁性材料企业，培育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高新技术骨干企业和拳头产品。目

前，准备入住工业新区的专业钕铁硼生产企

业 29 家，其中骨干企业 12 家，专用设备生产

企业 6家。

“中国磁谷”发展目标是打造多元化、

规模化、国际化经营的高成长的世界级企

业集团，以太原现有钕铁硼材料产业科研

与生产为基础，大力推进产业链延伸和生

产企业集群发展。在太原工业新区规划钕

铁硼材料特色产业基地用地 3000 亩，一期

用地 1000 亩。到 2015 年，基地内培育上市

企业 1 家，销售收入达 10 亿元的企业 5 家，

总销售收入达到 82 亿元，出口创汇 5.6 亿

美元。培育发展国家级企业中心、重点实

验室和分析检测中心各 1 家，培育高新技

术企业 8家。

太原投资60亿元建设“中国磁谷”

本报重庆2月21日电 （记者吴晋娜）记

者从重庆市科委了解到，“十二五”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面向终身教育的数字资源聚

合与投放云服务关键技术研发与运营示范”

今天在重庆启动，该项目由重庆课堂内外杂

志有限公司、重庆市科学技术研究院、重庆大

学等单位联合承担，将有效地推动教育均衡

和公平发展，促进以终身教育为核心的学习

型社会建设。

项目承担单位介绍，本项目旨在利用数

字出版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双重投放优势，

针对教育资源均衡化和教育机会公平化等

制约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开展四方面研

究：首先通过研究和解决云端融合的数字

出版资源聚合与投放、基于 HTML5 的富媒

体教育资源制作、跨平台跨终端的数字阅

读和个性化学习社区构建等关键技术，建

设基于云技术的数字出版资源聚合平台和

以智能学习终端为核心的数字教育资源投

放渠道；其次面向专业知识群体，探索基于

B2B、B2C 的知识内容服务商业模式；同时

在知名高校、重点中小学和相关企业率先

开展示范；最终推动以终身教育为核心的

学习型社会建设，发展以数字出版内容聚

合与投送为基础的创新教育与知识服务模

式及产业。

重庆市科委副主任徐青表示，本项目预

期将在 100 所以上的学校和企业，选取 20 个

以上的专业知识方向进行应用示范，达到 10

万以上的用户规模；通过建设数字出版资源

聚合和投送平台，将聚集数百家数字出版内

容与服务提供商，形成包含资源制作、展示、

交易和投送在内的完整产业链，并催生一批

新型的科技型文化企业，有效推动相关产业

的发展；通过数字教育资源投放、智能学习

终端销售、专业领域知识服务及相关增值应

用，预计将产生数亿元的经济效益；教育培

训等知识服务从传统纸质媒体向数字化的

转型，对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具有重要

的社会意义。

重庆将建数字教育云服务平台促资源均衡化

本报讯（记者杜英）近日，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正式批复，将甘肃建设成为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甘肃是全国首个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

点示范省。2011 年 7 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与甘肃省政府签署协议，双方商定在中医临

床研究基地、区域中医药服务中心、中医药专

科建设和中医药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

此次，国家中医药管理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建

设，将进一步加速中医药科技资源的聚集和

成果的转化应用，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和中

药产业技术水平。

甘肃是“中华医学之祖”岐伯、“针灸鼻

祖”皇甫谧的故里，敦煌医学和武威汉代医

简蜚声中外，陇西、宕昌等千年药乡,中医

药文化底蕴深厚。当归、党参、黄芪、大黄

等著称全国，中药材种植面积全国第一，中

药材已经成为陇中干旱阴湿地区农牧民增

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甘肃中医药服务体系正在实现全覆盖，

在乡镇卫生院，要求中医就诊人数占总就诊

人数、中药收入占药品总收入、中医药收入占

总收入都占到 1/3 以上。随着国家对中医药

的重视，甘肃中药材产业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相继制定出台了发展中医中药、振兴陇药产

业的措施，大力发展中医的思路也成为破解

甘肃医改难题的“金钥匙”。在汶川、舟曲、玉

树等重特大自然灾害中，甘肃中医工作者取

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国家中医药局认为，甘

肃利用中医药在灾区大范围预防疾病是一次

创新举措，意义重大。

“要注重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服务全省

医改大局。”甘肃省副省长咸辉强调，进一步挖

掘扶持中医药发展的政策潜力，支持中医药

疾病防控、应急处置以及医疗救治等技术领

域，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甘肃建设国家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

本报讯 （黄献光 林祥聪 谢开飞）记者

2 月 19 日从福建省农科院获悉，以色列驻广

州总领事馆与福建省政府、福建省农科院商

定，力争于今年夏天建成中以示范农场，并以

此为基础，在福州建设以色列现代农业产业

园，加快尖端农业科技商业化。这是国内首

个引进展示以色列成套现代农业技术，融合

现代生产、技术培训、研究孵化等于一体的国

际合作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核

心区设在福建省农科院海峡现代农业博览园

内，首期规模约80亩；还在南平市延平区、福州

市连江县、宁德市周宁县等产业集中区建设示

范点。首期入驻的项目包括作物现代设施栽

培、家禽智能设施养殖、精准施肥等，将成为全

省家庭农场的设计建设、现代生产、管理营销的

样板，以色列现代农业技术的示范推广基地。

目前已吸引了万村农业、福建华龙集团、江苏雨

润集团和以色列共14家企业参与。

福建省农科院院长刘波表示，以色列在

农业优良品种培养和设施农业建设方面，都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着完善的农业科研开

发、技术推广和服务体系。该国农业与福建

农业的情况相似，人多地少，最适宜发展精致

农业，项目的建成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现代农

业发展。

国内首个以色列成套现代农业技术示范农场落户福州
本报讯 （张静）为帮助科技型中小微企

业解决融资难问题，2012 年，宁夏科技厅通

过创新财政科技投入方式，以贷款贴息、知识

产权质押贷款费用补贴等方式带动金融资本

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推动科技型中

小微企业快速发展。

一是出台《关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加

快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意

见》提出了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

技投融资体系，优化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税收

服务环境，建立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信息库，鼓励建立面向科技型中小微企业服

务的科技小额贷款公司等 13项政策措施，为

推动我区科技资源和金融资源有效对接、缓

解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营造了良好的

政策环境。二是建立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

需求库。在对全区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建立了科技型中小微

企业融资需求库，入库企业的融资需求达 30

多亿元。与工商银行宁夏分行共同召开了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对接洽谈会，为科

技型中小微企业更好的了解银行的金融产品

搭建了平台。三是设立科技金融专项。筹集

近 10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科技金融贷款贴

息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费用补助等，对 64家

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 4.6 亿多元贷款给予了

利息补助。出台了《自治区科技金融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并从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融资需

求库中筛选 190多家企业向金融机构进行了

融资推荐，其中 100 多家企业获得了银行贷

款，贷款总额达 16亿多元。四是推动知识产

权质押贷款业务。借鉴北京市等外地的做

法，利用市场运作模式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

押贷款业务的开展。召开了由中介机构、金

融机构、企业参加的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

研讨会，并与宁夏银行、交通银行合作共同推

进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业务的开展。

据悉，下一步宁夏科技厅将进一步加

强与金融机构的合作，联合相关部门做好

《意见》的落实工作，通过科技和金融结合

从制度上解决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融

资瓶颈问题。

宁夏科技与金融结合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难

春节刚过，我国粮食生产第一大省黑龙江省的一些农资市场开门营业，与往年相比，一些种苗商店门庭冷落，少人问津。做了近十年种
苗生意的哈尔滨九禾丰农种子商店店主周传华说：“卖了这么多年种子，今年这么冷清还是第一年遇到。节后三天才卖出10袋种子，往年少
说也得卖出100多袋。”图为2月20日，黑龙江阿城德农种子商店店员处于“休闲”状态。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