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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召开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融合发展大会，
挺振奋人心的。而主会场之外的新闻透露出的种种信息，更让
我们深深感觉——这个会，可以且应该常态化平台化。

先说主会场之外，是分会场，包括专家讲座、船舶制造
与关键配套专场对接会、船舶行业绿色智能发展专场对
接会……

专家讲座，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有生作“船舶海工智能制
造发展方向”报告，中国船舶集团综合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包张
静作“船舶海工产业发展趋势与方向”报告，中船集团702研究
所副所长周伟新作“新能源船舶发展方向”报告……

政策发布，有工信部中小企业局梁志锋局长宣讲专精特
新相关政策、省国防科工办副主任王慧发布世界级船舶海工
产业集群培育意见……还有金融机构发布金融政策。

有应用场景需求发布，包括中国船舶集团、中国海洋石油
集团、招商局集团、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有供需信息发布，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中船动力
（集团）有限公司、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等19家企业以
及江苏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
发布相关需求，寻求对接合作。

甚至还有案例教学，中船集团716研究所发布智改数转
典型案例，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介绍智能制造情况。

……
分会场的热闹，毫不逊色于主会场。两句代表的讲话透露

出他们如此积极与激动的原因。“紧盯行业前沿，大会对未来
船舶海工行业如何发展都将作出研讨和判断，这些都是我们
非常期待和关注的话题。”“全国各地船舶与海工行业企业汇
集到一起，大家交流企业发展情况，根据各自需求和不足寻找
合作伙伴，很有意义。”甚至，迫不及待的他们，在对接会结束
后，就已然有部分参会企业就人才培养、关键技术攻关等需求
展开进一步洽谈。

于是，想起刚刚由李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平台企业座谈会。
会上，李强总理指出，平台经济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应运而生，
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空间，为创新发展提供了新引擎，为就业
创业提供了新渠道，为公共服务提供了新支撑，在发展全局中
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

琢磨一下，这次大会的这些分会场活动，不恰恰体现出了
一些平台经济的特征吗？这个平台，是产业链的信息中心、供
需平台、合作中介，所提供的产品，包括行业资讯服务、产品推
广服务、行业会议服务以及产业链的产学研金合作中介服务、
供应链的供需对接服务等等。而会议特别是分会场的成功实
践，恰告诉我们，有市场的旺盛需求，也有可行的解决方案；也
就是说，这次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融合发展大会，不仅
是有助产业链的融合发展，其本身也具备了向平台经济转化
的可能——产业链供应链的服务平台与服务供应商。我们理
当抓住这一次大会在镇江召开的机遇，将之平台化、常态化运
作。首先是建成船舶海工产业“强链补链延链”的信息中心、供
需平台、合作中介，获得成功经验之后，更可以复制到“四群八
链”的其他产业之上，复制到培育打造现代化产业集群上。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曾于《经济观察报》发表文章《重
新思考产业链：产业生态与产业集群的现实意义》。文中指出，
产业生态，不仅有着复数意义上的狭义产业链、产品链和供应
链，还包括各种服务链，如专业服务链、金融服务链和公共服
务链，乃至社交链。而我们的产业链融合发展大会及未来可能
的服务平台与服务供应商，不正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吗？于产业
生态的营造，极具作用。

上海华略智库亦曾经发文《“小城市”也能打造“高光”科
学城？YES，WE CAN》，提出的六条路径中就有一条，“要有大
会场大客厅UP主”，建设“交流交往的活力中心”，打造为人广
泛所知的科创IP，助力实现科技人才和各类创新要素资源汇
聚。这次大会，不正是一个产业链的大会场大客厅和大UP主，
将之常态化平台化，亦恰是在打造产业链IP。

从一次成功的大会，发展到机构常设，工作平台化、常态
化开展，江苏发展大会不正是离我们最近的案例。2017年首届
江苏发展大会启幕，其常设办事机构也随之正式建立，天南海
北的江苏人自此便有了一个专属“朋友圈”。有官方云平台和
服务网页，有常态化联络机制，有短期集中活动与长期常态活
动相结合，媒体称：“永不落幕”共赴新征程。

“永不落幕”，产业链融合发展大会同样具有这样的价值
与需求。

已然走出了漂亮的第一步，还不赶快乘势而上。

这个大会，

可以且应该常态化平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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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手中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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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老虎灶 人生如棋

落子无悔

敢打敢拼的一线铁拳头

在朝鲜战场上，如果说用现代化武
器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是“钢多气
少”，那么，吃着“一把炒面一把雪”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就是“钢少气多”，但正是
他们，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
奇迹。

“生死都置之度外了，他（敌人）要
我死，我要他（敌人）死。”李先彬1950年
入朝，作为重机枪手参加多次战斗。回
忆黑土岭战斗时，他说，“我们那个班就
蜷缩在一小块阵地上，敌军知道这里有
重机枪，用炮天天来轰。敌人的炮筒装
的炮弹有多有少，装多的打远了，装少
的打近了，都在我们阵地附近，我们一

个班的战友都牺牲了。有次美军的一
个燃烧弹扔下来就牺牲了 12个。牺牲
的战士太多了……”

2021年，电影《长津湖》上映，点燃
了人们的爱国热情。而对亲历过长津
湖战役的志愿军老兵来说，那是一段
终生难忘的经历。陈久丰就是其中一
位。他说，当时，从黄草岭到长津湖连
绵 50 多公里的山间道路上，美陆战 1
师和美 7 师一部被第 9 兵团截成数
段。陈久丰所在连队奉命三人一组炸
毁美军坦克。他们光荣完成了任务，
全连荣立一等功。“怕吗？怕也不怕。
当时的我不满 20岁，大家还都叫我娃
子。战斗形势严峻，但是身边有战友，
身后就是祖国。”

尹生祥在观看电影后说，我当时就
是第九兵团机枪手，那时身边到处都是
弹坑。战斗非常残酷，很多战友就倒在
身边，一个营只活下来不到四分之一的
人。当时已经顾不上美军随时投下来
的炸弹，只想着集中精力、多杀敌人，以
宽慰牺牲的战友。

还有陈正顺，曾经在文登川与敌人
激战，几次差点牺牲；还有秦琦，三天三
夜里，和战友们每人只吃了两三块压缩
饼干，喝的是坑里混杂有战友鲜血的浑
浊雨水；还有王元铜，被问到怕不怕时，
他说，去的时候就做好哪里黄土都埋人
的思想准备，本就没打算能活着回来；
还有刘正发、蒋恒、潘国钧、刘清元、袁
良寿……这些“最可爱的人”化身“铁拳
头”，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令敌人望而生
畏的钢铁长城，夺取了战争的胜利。

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取得数场战役
胜利，不断向前推进，但交通运输线也
随之拉长，且日夜面临敌军的轰炸。在
防空火力薄弱、技术装备和物资器材缺
乏的条件下，志愿军铁道兵和兄弟部队

一起，抢修道路、架设桥梁、守护隧道。
他们随炸随修、再炸再修，构筑起了一
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曾是一名铁道兵的裔邦兴说，当时
铁路被炸得损毁严重，不但铁轨被炸得

彭德怀曾经指出：“朝鲜打仗，一打后
勤，一打通信。”在朝鲜战争中，通信兵们就
是保障战争胜利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邹英入朝参战时，因为会英语俄语，被
调到师指挥部，负责收听英语广播，尤其是

“美国之音”，关注美国国内对战争的看法，
判断美军动向。在第五次战役期间，他通过
收听无线电，掌握了美军将对志愿军实施包
围的情报，第一时间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及
时调整部署，避免了重大损失。

在陈一平看来，通信兵在战场上接的是
命脉线，关系到军令怎样下达、怎么打。在一
次战斗中，陈一平负责连部与营部、连部与前
卫排前卫班的电话线维修。战斗中，敌炮打
得越凶，电话线就断的越多。在炮火下接线
相当危险，但陈一平没有犹豫，从第一次断线
冲向炮火中接线后，就再没有回到坑道。他
以排主峰为基点，采取哪里不通就奔向哪里
的办法，一次一次地接通了断线，保证了连、

排、班之间的及时联系和战斗的胜利。
沈炳荣有次奉命抢修电话线，刚一露

头，敌人的炮弹就在附近不断爆炸。同行老
兵让他快隐蔽，但就在这时，沈炳荣在坑道
中摸到了线。于是，他冒着敌人炮火，顺着
线一路走走停停，最终摸到了断掉的线头，
赶紧接了上去。电话通了后，我军炮兵很快
打过来击退了敌人。提到这次经历，他说，
那时大家想的很简单，无论生死，一定要完
成任务。

除了战斗一线，钢铁运输线也是无形战
场，画册收录的还有奋战在后勤补给线上的
英雄：蔡洪亮，伤势未愈给彭德怀写信要求
重返前线；孟振云、杨景云，穿越敌军封锁线
保障物资运输。陈六根，在异国他乡救了镇
江老乡；陈硕斋，在战场上救治伤员……这
些浩气凛然的英雄事迹，让我们直观感受到
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

一本画册，讲述的是英雄事迹，弘扬的
是英雄精神。据了解，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还将举行公益赠书活
动，举办抗美援朝参战退役军人
事迹巡展。

这本画册的编印，希望能进
一步浓厚全市铭记历史、崇尚英
雄、关爱功臣的氛围，在全市涵
养英雄之气，培育英雄之志，将
英雄风骨写入城市血脉，凝城市
之魂，聚万众之心，让镇江很有
前途，赋城市更大荣光！

今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1950年10
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一道，历经
2年零9个月浴血奋战，迫使美国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
定上签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镇江是英雄的城市，镇江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在这场战
争中，2.2万名镇江青年参军，10249人开赴朝鲜前线；150名医
学院师生及医务工作者报名参加医疗队，30人获准；41名汽
车驾驶员获准赴朝支前；不少人长眠异国他乡。这些优秀的
镇江儿女，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汪宏桥汪宏桥 王王 莹莹

变了形，地基也被炸出大坑。抢修的时候既
要填路基，又要修轨道，一个晚上往往修不

好。战士们就想出了搭木架办法，就是针对
敌机炸出的大坑，先砍下树木做成木架，晚
上用平板车运往被炸现场，把木架架在被炸
出的坑上，然后直接辅修铁路，大大提高了
抢修效率。

铁道兵虽然在后方施工，但工作也非常
危险。潘求保在一天夜里抢修被敌机轰炸
的鸭绿江二桥和浮桥时，右腹被炸伤，鲜血
直流。他简单消毒包扎后，就继续投入铁路
维修。在其后的三年里，腹部时有疼痛，回
国检查才发现那里居然有一只一分钱大小
的弹片。解建中回忆：“当时维修都是十几
人一组，美军轰炸过后，不时会有哑弹落在
铁道旁需要清理出去，在搬运过程中，这些
哑弹会突然爆炸，十几个人一下子都没了。”

据统计，在战争中，美军共出动飞机
58967架次，对铁路线投弹19万枚，平均每7
米落弹一枚。就是在这样的弹雨中，铁道兵
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将通车铁路里程由
战争初期的 107公里增加到停战时的 1382
公里。

一条钢铁运输线

战场上的千里眼、顺风耳

致敬那些致敬那些
跨过鸭绿江的镇江儿女跨过鸭绿江的镇江儿女

———一本画册讲述的英雄故事—一本画册讲述的英雄故事

佩戴勋章的陈久丰

沈炳荣展示在朝期间照片

硝烟散尽享太平，勿忘当年卫国
人。7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批镇江儿
女，如今已渐入人生暮年。“我们要与时
间赛跑，记录那些为保家卫国而英勇奋
战的感人故事，弘扬在血与火中铸就的
抗美援朝精神，为后人留下一份精神传
承。”镇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
局长陆炳西说。

为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该局与
《心连心》杂志编辑部合作编印了一本

《致敬最可爱的人：那些跨过鸭绿江的
镇江儿女》画册。

画册第一部分采写了 34位老兵故
事。第二部分是镇江部分志愿军名录，
共收录 295人。第三部分收录了 10名
镇江已故志愿军事迹。

翻开画册，那些对党忠诚的冲锋
号角再度响起，年迈沧桑的平凡身影
重回青年，英勇无畏的铮铮铁骨渐次
清晰……

裔邦兴和他的革命军人证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