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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头和骷髅头印上了班服
山农大一个班的毕业生设计戒烟警示图案

本报泰安 6 月 23 日讯(见习
记者 王世腾) 又是一年毕业
时，23 日上午，在山东农业大学
校本部的校园里，三三两两的毕
业生们身穿着学士服在校园的
各个标志性建筑前拍照留念。与
其他穿着学士服的学生不同，来
自植物保护学院 07 级烟草二班
的学生选择穿着印有班级设计
图案的班服来合照。

23 日上午 10 点，虽然天空
飘着小雨，但是在山东农业大学
校本部的校园里还是有许多穿
着学士服的学生在拍毕业照。校
门口的一伙学生格外引人注目，

人群中男生们都身穿黑色的 T
恤，女生们都身穿白色的 T 恤，
T 恤上都印有统一的图案，图案
上两根烟头成 V 字形状，V 字
形中间印有一个由烟雾组成的
骷髅头，在图案最下方还印有

“烟草 07 二班”的字样。原来他
们都是山东农业大学植物保护
学院 07 级烟草二班的学生。“这
是我们的班服，今天我们班 29
个同学特意从南校租车赶过来，
毕业之前拍些毕业照留作纪
念。”班长夏吉文说。提起当时班
服图案的设计灵感，夏吉文表
示，因为同学都找到了好工作，

考研的同学成绩也很好。两根烟
头成 V 字型代表着胜利，同时
代表烟草二班，烟雾幻化成的骷
髅头是为了提醒人们吸烟有害
健康。“通过学习烟草专业，我们
对香烟的害处认识得更加深刻，
所以便想通过这种骷髅头的形
式劝诫人们少吸烟或者不吸
烟。”夏吉文说。

“这班服我很喜欢，照完相
我就留起来，等到毕业十周年、
二十周年聚会的时候，我再拿出
来穿，看看那时候有多少人穿不
上了。”07 级烟草二班的张鹏龙
笑着说。

重点扶持“月嫂”等家庭服务业
从事该行业人员可享受各种优惠政策

本报泰安 6 月 23 日讯
(记者 李虎) 为满足泰安居
民对家庭服务的需求，泰安市
日前出台政策对家政服务、养
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月嫂”
服务和病患陪护服务等家庭服
务业发展进行重点扶持。

据介绍，高校毕业生、失业
人员、农民工、转业退役军人创
办家庭服务业企业，自首次注
册登记之日起 5 年内免收各类
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事家庭服
务的个体经济组织符合条件
的，按照现行有关规定享受免
收行政事业性收费优惠政策。
各类家庭服务机构招用就业困
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按规定给予社
会保险补贴。

此外，对持《就业失业登记

证》的人员从事个体家庭服务业
的，3 年内按每户每年 8000 元
的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
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对家庭服务机构新增加的就业
岗位，当年新招用持《就业失业
登记证》人员，与其签订 1 年以
上期限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
险费的，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
每人每年 4800 元定额依次扣减
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
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

泰安市还将加强家庭服务
业发展金融扶持，对个人新发
放的小额担保贷款的最高额度
提高到 10 万元，对符合条件的
劳动密集型小企业发放的小额
担保贷款最高额度提高到 300
万元。

23 日，泰安市政协在泰安电视台演播大厅举行庆祝建党 90 周
年文艺演出，抒发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的崇敬和怀念。由政协
委员自编自演的 11 个节目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本报记者 李虎 摄

被抓壮丁多次出逃寻找革命队伍

赵传珍：不吃苦中苦，哪来甜上甜
文/片 本报记者 赵兴超 通讯员 张培国 宁衍波

在宁阳县华丰镇北高村，今年 90 岁
的赵传珍老人，曾经在战争年代几度逃脱
国民党抓壮丁，寻找革命队伍。历经淮海
战役、渡江战役等多次重大战役，多次立
功。复原参加工作后，老人仍保持着革命
军人秉性，不沾别人半点便宜。老人常说，
不吃苦中苦，何来甜上甜。

被抓壮丁两次，出逃三次入伍
赵传珍老人 1948 年 2 月入

伍，入伍前曾被国民党军队两次
抓壮丁，三次出逃终于逃脱。

1948 年入伍前，赵传珍和他
的弟弟、侄子，一起被国民党军
队抓了壮丁，用绳子拴着串起
来，由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到济
南。“当时也听说过国民党部队，

他们不跟老百姓一心，经常欺负
老百姓，有旧军阀作风，从心里
不愿参加这样的部队。”赵传珍
老人回忆起当年被抓时说。之
后，老人曾两次逃跑，两次被抓
回，每次抓回来都要被敌人吊起
来毒打一番，吃尽了苦头。在一
个雨天，赵传珍第三次逃跑成

功，之后几番寻找，加入到解放
军队伍中来。

在解放军队伍中，赵传珍切
身体会到了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
军队的不同。想起那时的岁月，老
人激动地说：“咱们军队纪律严
明，不打人，不骂人，战友之间互
帮互助，就像亲兄弟一样。没有命

令，老百姓的东西什么也不能动。
解放军爱护老百姓，老百姓都很
拥护咱。解放军代表劳苦大众的
利益，听首长讲我们的目标就是
为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啊。”

在这之后革命生涯中，赵传
珍作战勇敢，荣立过二等功一
次，三等功四次，四等功一次。

120人连队打得只剩 12人
在合围黄维兵团时，面对高

度机械化的敌军，老人所在的连
队硬是从 120 人打得只剩 12
人，成功阻击敌人。

1948 年 11 月 7 日淮海战役
打响，赵传珍所在部队负责在豫
西南一带牵制黄维兵团。“黄维兵
团是蒋介石的美式机械化的精锐
部队，10 多万人，而我们一旅只

有几千人，而且刚从大别山出来，
没有打过大仗，更谈不上有什么
武器装备的补充。”老人说。但依
靠强大的精神力量，充分利用河
流、地形的天然障碍，还是将黄维
兵团成功包围。“当时有一个营的
兵力向我们的阵地冲锋，我们用
几十个手榴弹捆着，炸了他们的
坦克。战斗打了好几个小时，才挡

住国民党的进攻。”老人回忆道。
当兄弟部队前来换防清点人数
时，剩下的同志都哭了，120 人的
连队只剩下了12 人。当炊事员高
高兴兴地挑着 l00 多人吃的包子
上来时，见只剩下寥寥十几个人，
放声大哭起来。

在急行军向南京进发时，每
日行军都在百里以上，又多在夜

间，走稻田埂磨鞋严重。在追敌
到达宜兴时，为解鞋荒，部队安
排会打草鞋垫子的南方战士，用
稻草含破布条搓成绳打成草鞋
垫子进行补充，赵传珍老人也学
着打了起来。暂时休整了两三
天，接到已解放南京的好消息
后，穿着草鞋，赵传珍与战友走
上了解放上海的道路。

歌唱党

不顾家，不沾百姓便宜
当兵的岁月，让赵传珍养成

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沾半点
便宜的性格特点，即使在复原回
家工作以后也是如此。而带有军
人特点的略有暴躁的性格，也让
他喜欢打抱不平。

1952 年 6 月，赵传珍老人复
员回家，先后在乡镇等基层组织
任职。在任期间，赵传珍始终以一

名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以为老
百姓谋福利为宗旨。如今，与老人
在一起生活的四女儿赵广红对此
记忆尤深。赵广红说，从她记事
起，就感觉父亲不常在家中出现，
总是在工作岗位上忙碌。家里的
事情，全部由母亲承担，而母亲对
此也无怨言。不顾家，是四个姐妹
对父亲的一致评价。

赵传珍老人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不沾半点便宜。以前工作时，
逢年过节发放一点粮食、油、肉等
补助，赵传珍老人总是等别人先
领走。大多数时候东西不够，老人
也不计较。困难时期，赵传珍任乡
长，还将家中的粮食拿出来，救济
困难户。“是光就不沾”，也是村民
对老人的一大印象。

如今，老人总是谈及以前的
日子，教育现在的人们要珍惜生
活。老人说，当时战争艰苦，参加
淮海战役时，吃的是煮不熟的麦
粒子、高粱粒，弄得人人拉肚子。

“不吃苦中苦，哪来的甜上甜。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现在社
会好啦，要珍惜啊。”赵传珍老人
郑重地说。老人自豪地展示退伍证明。

穿着班服合照留念。 本报见习记者 王世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