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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24小时在岗在位，筑牢消防安保最后防线

万家灯火团圆时，守护平安“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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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坚守岗位

一声警铃冲锋在前

赵华帅是香江消防救援站的
一名驾驶员，今年是他加入消防
救援队伍的第11年，也是他在站
上过的第8个除夕夜。除夕夜当
晚，赵华帅需要驾驶消防车在香
江市场内进行流动巡查，对存在
消防安全隐患问题及时进行整
改。不能回家过年，他给妻子和儿
子打去了视频电话，电话那头可
爱的儿子祝爸爸新年快乐，妻子
让他安心工作，不用担心家里，全
家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有些时候感觉挺对不起他
娘俩的，不能时常陪在他们身边。
但是穿上这身火焰蓝，就意味着
责任。为了让更多的人能过上安
宁祥和的春节，也只能把这些话
藏在肚子里了。好在他们都很理
解我，尤其是儿子，在学校里和同
学都说我爸爸是消防员，是大英
雄！”赵华帅笑着说。

张广亮是一名2023年6月新
加入的消防队员，春节他也选择

了留队值班，把回家过年的机会
让给了别人。他将坚守在岗位上，
认真完成春节期间的各项执勤战
备任务。

“父母电话里问我想不想家，
想不想他们，我都是哈哈一笑，说
声‘想！我都挺好的，放心吧！’我
听得出来，是爸妈想我了。”张广
亮说完眼眶红红的。张广亮说，他
很感谢父母对他工作的支持和理
解，因为职业的特殊性，不能陪在
父母身边。他想对爸妈说声辛苦
了，他一定不负父母的期望，好好
努力，成为他们的骄傲。能加入消
防救援这个光荣的队伍，他非常
自豪，而且有了明确的目标和使
命感。队里的氛围很融洽，很有归
属感。即使不能陪在家人身边，父
母也依旧支持他的工作，这让他
更有动力。

“一家不圆万家圆，今年是我
在消防队过的第15个春节，党支
部安排了很多有趣的活动，争取
让大家过一个‘不想家’的春节。”
张林林笑着说。在从事消防事业
的20年里，张林林坚守在自己的
岗位上，在救援任务上他发挥领
头羊的作用，与肆虐的大火拼杀
搏斗，在艰苦的训练场上摸爬滚
打，用青春、汗水和热血保卫着辖

区人民生活的安宁，在一线上总
能看到他奋勇当先的身影，成为
了其他消防队员的榜样。

从事消防工作以来，张林林
已有15个年头没在家过年了。他
骄傲地说：“我们严格落实各项值
班制度，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
待发的姿态，一声警铃，让我们冲
锋在前。火焰蓝与百姓相伴，守护
大家的平安。”

春节对他们来说

是更多的责任

“过年好，今天过来进行一
下消防安全检查，过年期间一定
不要放松警惕，一定要加强夜间
和营业期间的安全巡查。”大年
初一，防火监督员来到聊城市中
心的几家大型商场进行了再次
消防安全检查，再三叮嘱负责人
要加强巡查检查的频次，发现隐
患要立即整改。春节期间，聊城
市消防救援支队组织检查组针
对商场、宾馆、饭店、景区等重点
场所深入开展专项检查。春节对
他们来说，并不是休息，而是更
多的责任。

“ 老 板 ，过 年 期 间 生 意 兴
隆，但是再忙也要注意消防安

全，烟头不要乱扔，店里这些电
线插头要常检查，燃气灶时刻
要注意安全。”在古楼景区内，
东昌府区宣传服务队的队员们
挨家挨户讲解消防安全常识，
发放消防宣传品，传授消防器
材的使用方法，并提示古城居
民时刻注意消防安全，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春节。

春节期间，聊城市消防救援
支队全体指战员枕戈待旦，24小

时在岗在位。他们强化执勤备战，
筑牢消防安保最后防线，设置执
勤点20个，出动检查组23个，宣传
服务队11支，对全市12个中心商
务区、节庆场所进行前置备勤，做
到就近快速处置突发警情。

警铃声响，是群众和百姓的
热望呼唤。车库门开，驶出的是责
任，是时间，是义无反顾，是赴汤
蹈火。在外过年，初心依然，消防
蓝朋友，为您守护平安。

记者 国晓宁 唐学钰

解决村民就业

助力葫芦走向高端市场

葫芦种植与加工是堂邑镇一
项特色产业，种植始于汉代，距今
有1000余年历史，加工始于宋代，
盛于明清，传承至今已有800余年
历史，目前辖区内及周边葫芦种
植面积达1 . 2万余亩，葫芦产业年
产值达到8亿元，销售额占据全国
葫芦市场70%以上。

为推动葫芦产业从“提篮小
卖”的马路市场向高端市场转变，
2023年堂邑镇联合聊城东安国有
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与国内
顶级范制葫芦种植专家黄全华合
作引进东昌府区高端范制葫芦种
植基地项目。

“我用我的技术和专利入股
公司，与公司共同研发优良的葫
芦种苗和优质的范制葫芦，促进
聊城葫芦产业的发展。”黄全华
说。

东昌府区高端范制葫芦种
植基地项目占地114亩，将建成
集葫芦良种研发和培育、育苗、

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葫芦文化公司。截至目前
已投资2000余万元，项目由聊
城福瑞华堂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运营，黄全华专业技术团队以
及设计领域专家等10名人员负
责日常管理。自项目开工以来。
解决了附近500余名村民就业，
促进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住在实验棚旁

对范制葫芦充满热爱

在聊城福瑞华堂文化产业有
限公司的范制葫芦实验基地实验
室北侧的板房里，黄全华正准备
前往实验室查看葫芦生长情况。
板房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范制葫
芦，有佛头、笔筒、山形笔架……
琳琅满目。

“我从2008年就开始种植范
制葫芦，2012年开始在棚内种植
范制葫芦，只要每天都看到葫芦，
我心里就非常高兴，在没来聊城
之前，我出差只要一回到天津，我
就必须先去看一眼葫芦。”黄全华
说。

黄全华对于葫芦的热爱是无

限的，东昌府区为他安排了人才
公寓，但是他偏要住在离葫芦最
近的板房里，他是这样解释的离
葫芦越近越心安，想看葫芦了就
可以直接去看。

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黄
全华研制出两种范制葫芦模具，
一种是透明塑料模具，另一种是
复合材料模具。透明塑料模具可
以重复利用，把范制葫芦成功率
由原来的10%提高到现在的30%
以上。

“复合材料模具不会腐蚀葫
芦，并且透气性比较好，能够让范
制葫芦长得更好。”黄全华指着棚
内的范制葫芦模具说。

打造产学研基地

推广先进种植技术经验

除了研制模具以外，黄全
华还致力于研究葫芦种苗，由
于葫芦是进化植物，同一品种
每年都会比上一年变大，所以
如何让小葫芦不变大或者让小
葫芦更小，黄全华下了很大的
心血。

“原来让葫芦品种由大变小
需要三年的时间，现在一年可以

种两季，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
大大降低了时间周期，秋季在棚
内种植的葫芦结出的葫芦种子就
可以在来年春季进行大规模种
植。”黄全华说。

棚内种植葫芦可以控制水
肥、温度、湿度，更容易使葫芦缩
小，达到预期目标。现在在棚内看
到的范制葫芦就是黄全华研制出
来的种苗，这个品种的葫芦，他研
究了7年的时间。

此外，黄全华被聊城大学聘
请为客座教授，福瑞华堂范制葫
芦实验基地也成了葫芦产业的产

学研基地，与聊城大学等多家高
等院校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东昌
范制葫芦走向高端市场。

黄全华还义务为附近村民进
行授课，让附近村民通过学习更
加专业的葫芦种植知识和技术种
出更好的葫芦。

“2024年，我打算把我的新
技术推广出去，带动聊城乃至
于全国或者世界上喜欢种葫芦
的朋友，能够了解葫芦、种植葫
芦，参与其中，从而喜欢上葫
芦，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黄
全华说。

年过花甲的天津伯伯：

在聊城守着葫芦过年最心安
“今年过年不回天津了，我要守着大棚里的这些葫芦，看着葫芦一天天长大，心里就非常高兴。”一位六旬老人在范制制葫芦研究道

路上走了16年，他表示要一直研究下去，对未来充满着无限憧憬。
2024年是国内顶级范制葫芦专家黄全华来到“中国葫芦之乡”——— 聊城市东昌府区堂邑镇的第二年，今年66岁的他为堂邑镇带来

了先进的范制葫芦技术，让堂邑镇葫芦产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

春节对中国人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回家这两个字对在外奔波一年的游子而言，更是有着特殊的含义。但对肩负特殊使命命的消防
指战员来讲，他们对春节不能回家过年早已习以为常。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在工工作岗位上随时
待命，用爱与奉献守护水城大地的万家灯火，用责任与担当筑牢人民群众身边的消防安全防线，以爱、以奋斗、以坚守守的方式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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