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YMG全媒体记者 李仁 秦菲 通讯员 王晓丹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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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中华民族以巨大的
牺牲换来了和平的曙光；80年后，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更需弘扬抗
战精神，凝聚奋进之力。胶东，是
一片红色的热土。在波澜壮阔的
中国革命史中，以烟台为主体的
胶东地区，是山东红色革命的发
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进行红色革
命最早的区域之一。抗日战争时
期，烟台诞生了山东第一个抗日
民主政权，建立了胶东第一个根
据地，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

烟台市融媒体中心开展“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山海铭
记”大型融媒体主题报道活动，选
取抗战时期发生在烟台大地的重
大事件、重要战役，生动呈现烟台
儿女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历史画
卷，大力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为加快打造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示范城市凝聚奋进力量。今日，
本报推出主题报道首篇《穿越时
空的精神力量》，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 未经许可，本报所刊作品一律不得转载。官方网站：www.shm.com.cn ■ 联系电话：总编室6631285 广告：6631203 订报：6231640

■责任编辑 谭利明/美术编辑 姜涛

YANTAI RIBAO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7-0032

中共烟台市委机关报
1945年创刊

烟台日报社出版

星期二
2025 年 6 月

［ ］今日8版

3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官方客户端 大小新闻

五月初八
农历乙巳年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海e家
客户端

大小新闻
客户端

第20374号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刘洁 通讯员 邱烽）近日，山东省
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2025年
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揭榜挂帅”
攻关项目名单，烟台黄渤海新区
企业牵头实施的7个项目成功入
选，上榜数量位居烟台市首位。

本次上榜的7个相关项目，
集中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
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等领
域，充分体现了黄渤海新区企业
在工业智能算法研发、行业场景
应用等领域的领先优势。

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作为
人工智能与工业深度融合的重
要成果，已成为推动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山东省
开展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揭榜
挂帅”项目，是深化工业智能化
转型的关键举措，旨在通过“政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加速

大模型技术在工业细分领域的
落地应用，助力企业实现降本增
效、提升产业链核心竞争力，在
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起到示范
作用。

近年来，黄渤海新区坚持把
数字赋能作为制造业转型发展
的重要抓手，提前布局数字经
济、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从政
策支撑、标杆打造、服务保障等
方面着力，打造区域丰富的工业
场景和优质的创新生态。目前，
黄渤海新区已聚集起一批以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
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

黄渤海新区将以此次入选
为契机，持续强化政策引导与资
源整合，抓好人工智能生态培
育，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推动大模型技术深度赋能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为区域经济发展
注入澎湃动能。

省工业大模型“揭榜挂帅”攻关项目名单公布

黄渤海新区7个项目上榜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信访举报件情况（第六批）

本报讯 6月2日，我市接到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
办的第6批信访件，共计7件，其
中，涉及土壤污染问题2个，大气
污染问题3个，水污染问题1个，
生态污染问题1个。涉及5个区
市，分别是牟平区2件、莱州市2
件、莱山区1件、莱阳市1件、栖

霞市1件。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

办各有关区市党委政府、市直有
关部门，要求7日内向协调联络
组反馈调查处理情况。按照中央
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整
改和落实情况将按要求向社会公
开并上报督察组。

本报讯 6月1日，我市接到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的第 5批信访件，共计 12
件，其中，涉及生态污染问题5
个，大气污染问题2个，水污染
问题3个，土壤污染问题1个、
噪声污染问题 1个。涉及 7个
区市，分别是莱山区2件、牟平
区 2 件、海阳市 2 件、莱阳市 2

件、龙口市2件、福山区1件、莱
州市1件。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
办各有关区市党委政府、市直有
关部门，要求7日内向协调联络
组反馈调查处理情况。按照中
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求，
整改和落实情况将按要求向社
会公开并上报督察组。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我市转办信访举报件情况（第五批）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未磨灭那
些刻骨铭心的记忆。

夏日的英灵山，绿树葱翠、如黛如染。
苍松翠柏掩映下的胶东革命烈士陵

园庄严肃穆。80年前，这座纪念抗战烈
士最多、占地面积最大的专题抗战烈士
陵园集资修建，同年8月15日，位于山
顶的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建成，这座塔
见证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80年来，
它如一座丰碑矗立在胶东大地，向人们
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烽火岁月。

纪念堂里，大家驻足凝思，追忆那些
视死如归的抗争和气冲霄汉的战斗——

天福山起义、雷神庙战斗、地雷
战……一件件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
件，为推动民族独立和解放，留下了浓
重的印记；理琪、王文、任常伦、夏侯苏
民……这些挺身而出的抗战英雄抛头
颅、洒热血，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长城。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中，以
烟台为主体的胶东地区，是山东红色革
命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进行红色革
命最早的区域之一。”胶东革命烈士陵园
讲解员张晓希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胶东军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
国的诞生作出了巨大牺牲，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

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是拥
抱未来的最好姿态。“珍贵文物史料背后
不屈的抗争、动人的故事，凝结着一个民
族在苦难中奋起反抗的顽强意志，蕴藏
着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精神密码。”一位
参观者深有感触地说。

站在英灵山顶远眺，血与火、生与死，
奋起与抗争、历史与现实，在这里交汇。

血与火的淬炼

一段历史永志不忘

陵园甬道深处，微风拂过山林，绿叶
沙沙作响，仿佛炮火轰鸣的回声。

“1945年初，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
牲在胶东大地上的20850名烈士，胶东
人民迅速掀起捐款、捐地、捐粮、献工热
潮，集资修建了胶东革命烈士陵园。”张
晓希说。

这里没有一张照片，也没有一段视
频保留下英烈为国捐躯的壮举和细
节。但是，这里有20850名先烈的忠骨
英魂，这里有胶东大地上最震撼人心的
红色记忆。

沿陵园中轴线向上，理琪烈士墓墓
碑上，人们刻下了党徽、红星和书卷，这
是党和人民对他革命一生的高度概括和
赞誉。

理琪原名游建铎，河南太康人，
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末，
胶东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被血腥镇
压，胶东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理琪

受组织委派来到胶东，冒着生命危险走
村串户，恢复胶东党组织，重新集聚革
命力量。1936年底，由于叛徒告密，理
琪不幸在烟台被捕。在狱中，理琪挥笔
写下了豪迈诗篇：“铁躯铁棂披铁索，铁
棂铁索奈我何？铁骨铮铮铁索断，铁鹰
展翅铁窗破。铁人铁肩担道义，铁臂挥
刀斩恶魔。铁流汇成铁长城，铁血装点
锦山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
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经组织营
救，理琪出狱，再赴胶东，担任胶东特委
书记。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
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理琪郑重宣
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参
加起义人员组成“第三军”第一大队。天
福山起义及“第三军”第一大队的成立，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胶
东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揭开了胶东
武装抗日的序幕。

1938年2月13日拂晓，理琪带领第
三军奇袭牟平城，活捉伪县长等汉奸百
余人，缴枪百余支。随后，当理琪带领
20余名干部战士，在城南雷神庙研究下
步行动时，被从烟台赶来的日本海军陆
战队包围。理琪临危不乱，指挥战士们
打退了敌人一轮又一轮强攻。战斗中，
理琪不幸腹部中弹，弥留时，他用微弱的
声音做出最后的嘱托：“一定要把队伍安
全带出去……”

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
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
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进
一步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
武装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星星之火燃燎原之势。短短几个月
时间，抗日武装起义席卷文登、荣成、威
海、牟平、莱阳、海阳、黄县、福山等地，点
燃了胶东军民武装反抗日本侵略的熊熊
烈火。

生与死的较量

一段抗争永不妥协

沿甬道登至英灵山顶，最高处有一
尊高大的八路军战士全身铜像，持枪伫
立，雄视远方，守卫着美丽的胶东半岛。
他，就是胶东著名抗战烈士、一等战斗英
雄——任常伦。

1938年冬天，任常伦成为村里第一
批抗日自卫团员，他和团员们一起埋地
雷、打伏击，在对敌斗争中迅速成长。

1940年8月，19岁的任常伦报名参
加了八路军，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五
旅十四团二营五连。任常伦常说：“为了
党和人民的利益，该流血的时候就毫不
顾惜地去流血！”1941年7月中旬，部队
围攻发城的战斗到了最紧要的关头，敌
人蜷缩在碉堡里负隅顽抗。任常伦高喊

一声“我上”，立即登上梯子。当他接近
碉堡枪眼时，被碉堡里飞出的砖击中头
部，他忍痛抽出几颗手榴弹，刚塞进枪
眼，便一头栽下梯子。手榴弹在碉堡里
炸开了花，战友们乘机冲进碉堡，全歼守
敌一个排。此次战斗结束后，任常伦光
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8月，任常伦作为战斗英雄
连续出席了胶东军区和山东军区战斗英
雄代表大会。这时日伪军进攻牙山抗日
根据地的消息传来，任常伦日夜兼程赶
回部队，一到部队就要求上战场。那时
他受伤未愈，部队首长命令他休息，等身
体康复了再打仗。任常伦说：“不让我打
仗，我受不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鬼子
横行霸道！”

1944年 11月，阻击日军的海阳长
沙堡战斗打响，这一战，日军扔下258具
尸体落荒而逃，但任常伦因伤势过重壮
烈牺牲，将青春永远定格在了23岁。

“我是中国共产党员。我惟一的目
的和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了反对内战，联
合起来抗日救国……”即使身陷铁窗，理
琪仍心系革命。

1940年，八路军东海指挥部指挥兼
政治委员于克恭在与敌人激烈战斗的过
程中，左臂、腹部多处中弹，仍不顾伤痛
坚持指挥，并身先士卒抱着机枪猛扫敌
人，直至壮烈牺牲，时年33岁……

理琪、王文、任常伦、夏侯苏民……
长眠于胶东革命烈士陵园的两万多名先
烈，是怎样的一群人？

他们是那么年轻，平均年龄仅有
25岁，最小的只有6岁。这些过早陨落
的生命，有的家境贫寒，有的出身优越；
有的是务农好把式，有的能妙手著文
章；有的身为高级将领，有的只是普通
士兵……他们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
际，挺身而出，与日本侵略者及其帮凶
展开殊死战斗，义无反顾地把生命献给
了民族救亡的伟大事业。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
魂。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这些挺
身而出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热血，为中
华民族筑起牢不可破的血肉长城。

新征程新起点

一个信念引领未来

精神的弘扬，离不开记忆的传承。
胶东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内，天福

山起义时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
三军”旗帜，理琪1936年写给各级党组
织的信和他使用过的办公桌、钢笔、手
枪，还有染着烈士鲜血的功劳证、日记
簿……149件文物静静陈列，讲述着那
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从英灵山脚下至山顶，共有三条甬
道，中间甬道775级台阶，寓意1937年

“七七事变”爆发；东侧甬道815级台阶，
寓意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投降；西
侧甬道903级台阶，寓意9月3日日军正
式签署投降书。

北端山巅，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直指
苍穹。纪念塔于1945年5月1日开工，8
月15日竣工。“他们时时不忘群众，并依
靠群众，而又教育和提高群众，他们视群
众如父母，如手足；他们保护群众利益如
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他们与群众的关
系，如血肉，如家人。总之，他们的生与
死，言与行，都一切为着民族解放，一切为
着人民利益，因而他们的一切都成为我们
的榜样。”建塔序文如是说道。

“烈士塔向着太阳，我们望见你们英
勇将士安息的地方，你们为了祖国站在
斗争的最前方，你们为了保卫根据地为
了保卫我们的家乡，反蚕食反扫荡反封
锁反投降，我们将踏着你们的血迹，走向
胜利的前方……”1946年清明节，胶东
军区国防剧团谱写了这首《胶东抗日烈
士纪念塔之歌》。歌曲传唱至今，激励了
无数热血青年投身国防事业。

一段段血火交融的凝重历史，一曲曲
回肠荡气的英雄壮歌。地雷战创造了人
民战争史上的传奇；胶东西海地下医院堪
称战地医疗奇迹；马石山十勇士为掩护
群众突围全部壮烈牺牲，与“狼牙山五壮
士”一起入选民政部五大抗战英雄群体
名录。八年浴血奋战，胶东军民共对日
伪军作战7590次，攻克日伪军据点425
处，击毙、打伤、俘获日伪军13.4万余人。

春末夏初的烟台山，花开正浓。一
批又一批市民登上山巅，瞻仰烟台抗日
烈士纪念碑。

“你们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
人民，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纪念
碑右侧，烟台社会各界敬送的挽词，引得
市民驻足沉思。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
而不朽。“正是有了先辈们抛头颅、洒热
血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国泰民安。”市民孙
国宇一边参观一边给5岁的女儿讲解，

“让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种子在下一
代心里生根，是我们的职责。”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托举伟大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
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
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
奋斗。

人生处在不同阶段，需扛起不同责
任。一座城市亦是如此，不同发展阶段
面临不同使命担当。“三核引领”，是山东
赋予烟台在全省发展格局中的新定位。

80年前的伟大胜利，浸透着无数仁
人志士的鲜血与生命，开辟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80年后的今天，我们将以怎样的信
念与担当，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近 6 万乐迷摇滚过端午
烟台夏日旅游季热力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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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