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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如何成为一名
合格的普查员？”“普查指导
员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记
者获悉，在第五次全国经济
普查期间，普查员和普查指
导员的培训工作是经济普查
的重要基础，依靠这些“小蓝
人”们走街串巷，数据普查工
作才能深入基层。滨湖区经
普办在深入研究普查方案的
基础上，结合历次经普工作
经验，分阶段分任务开展业
务培训工作，亮点频出。

“我们结合‘五经普’工
作方案要求，辅以平时工作
中遇到的典型案例及解决方

法，编写了具有普查工作特
点的培训课件，最大限度保
障培训时大家能够听懂学
会。”据介绍，在“五经普”前
期，滨湖区经普办专门针对
培训工作召开各组组长会
议，围绕培训组织形式、参训
人员、时间安排、内容方式等
向各专业组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同时对培训的具体任务
和职责分工进行了明确，根
据各阶段不同任务、针对不
同普查对象，科学安排培训
的时间、地点和课程，确保全
方位培训无遗漏。针对指导
员和普查员在工作中的任务

各有侧重，分别定制不同培
训内容，以通俗易懂、便于操
作的原则，把复杂的内容“通
俗化”，让“两员”（普查员和
普查指导员）更容易消化理
解普查表指标内涵、逻辑关
系和填表要求，将实际问题

“案例化”，讲解内容更加贴
切“两员”工作实际。

“为了确保培训质量，我
们前期会反复试讲演练，优
化授课方式。”滨湖区经普办
工作人员介绍，在清查期间，
区经普办分板块组织了8场

“两员”培训和考核，对考核
合格的862名“两员”现场发

放了工作证，并组织2场补
训，切实做到“两员”培训全
覆盖。登记期间区经普办分
7场次对579名普查员开展
了业务培训，分7场次对199
名指导员开展了业务培训。
同时，在登记期间，区经普办
对“四上”单位、“四下”重点
单位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
会计人员分片区分专业开展
填报培训，确保重点单
位的数据质量。值得
一提的是，从正式上门
入户伊始，滨湖区经普
办就对“两员”实际操
作进行检验，通过现场

或者平台观察操作结果，对
操作不熟练的普查人员再由
培训人员手把手进行指导，
以学促干，确保每一个指导
员和普查员都熟练掌握平台
及手机App操作流程，清楚
每一个业务环节，让过硬的

“两员”队伍为滨湖“五经普”
工作保驾护航。

（小经）

“小蓝人”们的培训原来是这样的

经济大普查
数说新时代

“冲锋号一响起，就要向前冲，没人会退缩。”每每提

到这里，赵明华都热泪盈眶。赵明华的大伯、二伯、父亲

是赵家三兄弟，出生在“八仙过海”的山东蓬莱西赵家

村。他们原本拥有美好的未来，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

战争的炮火，彻底打碎了他们的安宁。面对国破家亡，

赵家三兄弟毅然前赴后继，为国奔赴战场。我们记录下

赵家三英烈的故事，缅怀无数在国难时挺身而出、英勇

抗敌的先烈们。

为国捐躯
赵家三英烈血染军旗

永远的缅怀

大哥已经牺牲，二哥
正 在 参 军 。 1947 年 2
月，共产党镇政府召开
大会，号召青壮年参军，
保家保田保饭碗。我的
爸爸赵国宾心想，自己
是共产党员，应该带头
参军。他第一个报名并
带领全村30多位民兵一
起参军。面对奶奶的担
心，爸爸说：“妈妈，我们
部队在村外守护你们。”
此后，他离家越走越远，
直到南下。

1947年5月1日，父
亲在山东军区的大比武
中百发百中，成为“神枪
手”，获二等战功。随后，
部队驻守长山岛，他开荒
种地表现出色，授予“劳
模”称号。1947年11月，
在蓬莱阻击战中，他抓获
了2名国民党俘虏，再次
荣立二等战功。

1947年12月18日，
在拔掉黄县龙口镇王庄
据点的攻坚战中。父亲

第一个报名，自愿担任爆
破班班长。那时，所有的
战士都剃光头，血型都记
在胸牌上。父亲一手匍
匐前进，一手拿着炸药
包，成功炸毁了三个敌
堡，第三次荣立二等战
功。

然而，在回撤途中，
他不幸被敌人炮弹炸伤
腰椎，昏死过去。凭借顽
强的求生意志，他用双手
奋力爬回，最终被三位民
兵救助，及时送往医院。
经过手术，医生取出了数
块弹片，父亲脱离了生命
危险，被评为二等伤残军
人。但身体内仍残留着
四五十块弹片，一直到去
世。

我父亲从不觉得自
己是英雄，他常说：“我是
战争幸存者，他们才是英
雄！”70年的党龄和军龄，
他一生践行着投身军旅、
献身国防的初心。

（晚报记者 陈怡迪）

面对大哥的牺牲，年仅
17岁的赵培基满腔悲愤。在
1942年参加了八路军。二
伯作战勇猛，每次冲锋在前，
屡次负伤，最终从一名普通
的士兵成长为出色的连长。
1947年12月，在山东蓬莱的
庙山战斗中，因战功卓越荣
立二等战功。

1948年 7月，解放烟台
市的战斗打响了。团领导叫
一营打烟台城外的转山。这
个山头由国民党一个加强连
守卫，建有10多个地堡。易
守难攻。战前，一营长李盛带
着三个连的几位连、排长，晚
上偷偷地去转山看地形，并分
配了各连任务。赵培基所在
的三连，肩负着炸敌堡的攻坚
任务。敌堡经过多年的经营，
用钢筋水泥构筑了子母堡，外
围挖有一丈多宽、一丈多深的
壕沟，壕沟外还有三道铁丝
网，周围布满树枝，乱石作为
障碍，易守难攻。

为了完成任务，赵培基带
领三连勇敢冲锋。然而，数名

战友送炸药包未能成功。将
近拂晓，总攻号吹响，赵培基
连长毫不犹豫地抱起60斤重
的大炸药包，冲向最后的一个
敌堡，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
牲，年仅23岁。赵培基用生
命换取了胜利。战后，部队追
认赵培基同志为烈士。旺远
村的一位富农，为赵培基的
英勇牺牲事迹所感动，主动
献出楠木棺材厚葬了赵培
基。烈士安葬在旺远村，后
迁至烟台福山灵山革命烈士
陵园。得知二大伯牺牲的消
息，我的奶奶非常悲痛，常常
以泪洗面，眼睛都哭瞎了。

赵培基烈士在这个世界
上什么都没有留下，仅有一
张二等战功的奖状，记载了
他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二伯
在牺牲时尚未娶妻，更令人
遗憾的是，连一张可以用来
寄托哀思的照片都不曾留
下。为了追忆二伯，赵明华
只能拿着自己父亲的照片，
请济南市模拟画像专家林宇
辉警官画像，助烈士回家。

1942年，山东和河南遭
遇了百年难遇的旱灾，庄稼
颗粒无收，加上日本侵略者
的“三光政策”，穷苦的百姓，
吃光了树皮。我的爷爷用船
海运，从东北运粮食回老家，
奶奶则卖地救助缺衣少食的
八路军和地下党，救济穷苦
的村民。

没有国，哪有家？在中
国抗日最艰难、最绝望的时
候。大伯赵世栋在1942年
告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带
着地下党的介绍信，毅然参
加八路军。不幸的是，在路
上，大伯被残忍杀害。

大伯去参军时，嫂子正
怀着身孕。得知噩耗后，嫂
子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精神
失常，常常跑到大伯的坟前
凄惨地哭喊：“我的男人啊，
你怎么不回来？”伤心过度，
大嫂早产的婴儿也夭折了。
当时，我大伯年仅22岁，就
这样英勇牺牲了，家庭也因
这场战争而支离破碎。

父亲赵国宾：枪神传奇，功勋卓著

值此2024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即将来临之
际，本报推出“永远的缅怀”系列报道，旨在深切缅怀
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
的革命先烈。通过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让每一位
读者都能感受到先烈们的崇高精神与不朽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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