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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总书记嘱托 奋力走在前列——— 喜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厉害了我的山东

赞赞山山东东，，听听听听““大大家家””说说了了啥啥

本报记者 赵波

刘晓卿是青岛有轨电车的
一名驾驶员，1980年出生的她
是地道的青岛人，以前是公交
120路上的一名普通售票员。

2014 年青岛公交集团公开
招聘有轨电车驾驶员，刘晓卿第
一个报了名。2016 年 3 月 5 日，

青岛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开始
载客试运营。如今刘晓卿已经安
全驾驶了有轨电车一年两个月，
从一名公交售票员到有轨电车
驾驶员，这种角色的转变让刘晓
卿自豪不已。

“青岛是省内第一座、全国
第八座拥有有轨电车的城市。
作为首条有轨电车示范线的驾

驶员，我已经安全行车2万公
里，通过驾驶全新的交通工具，
不仅方便了市民上下班、外出
购物、休闲娱乐，也让我充满了
获得感。”刘晓卿说。

刘晓卿说，看着驾驶有轨
电车很简单，其实开起来责任
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条线路
穿过居民区、超市、学校、市场

等多个不同区域，沿线经过 30
个路口，有些区域轨道还设置
在绿化带上。有些市民喜欢随
意穿越轨道，这非常危险。

据了解，青岛有轨电车示范
线车辆首次在国内采用永磁电
机驱动，具有高效安全、低噪环
保、运营维护费用低等特点，是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驱动技术。

开开着着最最先先进进的的电电车车！！我我自自豪豪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推出“厉害了我的山东”策划后，不少各行各业的“大牛”都通过各种方式，发来对于家乡的情
感。其中，有三位“大家”的话语，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马瑞芳、矫健、迟福林，都是在各自领域有着卓越成就的人，他们对于山东也有着别样的情感。“山东的文化源远
流长，影响着几千年人们的思维方式。”“我热爱山东，热爱这块土地，希望我们的后辈文学才俊层出不穷。”“山东东，我
的家乡，今天它经济转型的现实性、迫切性更强。”三位“大家”从各自专业出发，道出了对于山东未来发展的希冀。。

如果您身边有活跃在各行各业的、能够代表山东形象的人，可以通过微博、微信、齐鲁壹点客户端等联系我们。他们可可
以讲述山东近几年发展的新成就，讲述企业在海内外的影响力，讲述个人对齐鲁大地的归属感，以及对山东的新期待。。

提起齐鲁文化，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百
家讲坛》主讲人马瑞芳滔滔不绝地列举着山东
的“厉害”人物。她说，孔、孟是山东人，宋词豪放
派和婉约派的盟主——— 辛弃疾和李清照是山东
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是山东人，最早的
一部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出自山东人刘勰
之手。“山东的文化源远流长，影响着几千年人
们的思维方式。”

马瑞芳说，古典小说是经过上千年历史长
河大浪淘沙，留下的精华，经典的古代小说充满
正能量，读来能够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对当下
也有现实意义。

“《聊斋志异》虽是志怪小说，但是蕴含着很
多优秀的品格。”马瑞芳举例说，《聊斋志异》中
有个主人公叫王成，人很懒但是非常讲诚信。虽
然穷困，捡到了也不据为己有，银子在店里被偷
了也不怪罪店家。正是凭借这种诚信朴实的品
格，得到了很多帮助，从而让王成慢慢富裕起
来。“虽然作者说懒人致富，但王成这种敦厚诚
实的性格，是我们从中应该要学习领悟的。”

马瑞芳说，这样的古典小说有很多，要精读
细读古典小说，挖掘小说中的道德哲理启示，对
现代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陈玮

“胜天半子！”在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大
反派祁同伟一段慷慨激昂的朗诵，让人们对《天
局》这本小说产生了兴趣。其实，《天局》曾是一
个在上世纪80年代让不少文学爱好者耳熟能详
的名字。其作者就是山东烟台作家矫健，他也是

《人民的名义》的首席策划。
矫健祖籍山东乳山，生于上海，现长期定居

烟台。他曾担任烟台作家协会主席14年之久，著
有长篇小说《河魂》等，《矫健中短篇小说集》等
作品集。他的短篇小说《老霜的苦闷》获1982年
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人仓》获1984年全国
优秀中篇小说奖。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一个小小的师
专，师生三人连获5个‘鲁奖’，这在全国范围内
都实属罕见。”矫健介绍，鲁迅文学奖的前身是
全国优秀短篇（中篇）小说奖。连同他在内，上世
纪80年代的烟台师专（现为鲁东大学），宋萧平、
张炜等师生作家连获全国短篇（中篇）小说奖，
享有“鲁大作家群”的美誉。

经过上世纪80年代两获大奖的辉煌，矫健
下过海从过商，但最终还是回归了文学。他最后
说，“我热爱山东，热爱这块土地，希望我们的后
辈文学才俊层出不穷。”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杨凡

迟福林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
长，著名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祖籍蓬莱的一
位山东人。这些年，迟福林一直在研究山东的改
革发展。“现在整个国家都在提产业转型，山东
如果在产业转型上找对路子，就能赢在这个转
折点上，能实现大发展”。

迟福林说，山东在改革发展初期，很多方面
走在全国前列。但是很多省份后发追赶。“我这
次到莱芜考察，晚上也出去转了转。当地一条食
品一条街，刚过了8点已经没多少人了。这跟南
方一些地方完全不一样。”

迟福林说，山东转型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产
业机构能否抓住政策机会，发展趋势，并且适应
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升级。“我们现在经济转型处
在一个关键点，一个企业、一个地区，关键是能
不能解放思想，把握趋势，加快转型改革。”

迟福林意味深长地说，山东，我的家乡，今
天它经济转型的现实性、迫切性更强。“这次我
到曲阜，发现多数历史陈列仍处于平面展示阶
段。如果我们用现代科技，能形成一个更好的产
品，会吸引更多人来这里旅游。在这个方面，山
东的市场空间还大得很。”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山大教授马瑞芳

山山东东文文化化影影响响了了人人们们几几千千年年

《天局》作者矫健

热热爱爱山山东东，，依依然然热热衷衷写写作作

经济学家迟福林

找找到到转转型型路路子子，，山山东东就就能能实实现现大大发发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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