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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94岁
职业：南下干部
感言：当时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同学们以苦为荣。

人物：张范名

片

1949参加工作年份

N海都记者 黄晓蓉
董加固

今年 94 岁的张范，原
籍山东济南，1949年随中国
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

下。南下泉州 75 年，回忆
当年南下情况，一头银发的
张范奶奶，至今仍历历在
目。

1948年济南解放，华东
财办为培养财经干部，为适

应全国解放的需要，在济南
招收社会知识青年学生，办
了商业专业学校（当时简称
济南商专）。同年，18岁的
张范就读于商业成本控制
专业。

在商专学习期间，淮
海战役正处于关键性阶
段，张范和同学们都十分
关注战局的发展。“前线的
战士在流血，我们用什么
实际行动来支援前线打胜
仗呢？”张范记得，当时在
学校的号召下，同学们热
血沸腾，主动开赴济南市
党家庄火车站抬担架，运
送伤病员。当淮海战役取
得完全胜利的时刻，校园
内一片欢腾。当天晚上全
体师生兴高采烈地参加了
祝捷大游行。

在淮海、辽沈、平津三大

战役取得辉煌胜利的形势
下，1949年初，党中央及时发
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
国”的伟大号召。张范在商
专学习四个月后，根据上级
的统一部署，学校开始动员
同学们报名随军南下。动员
大会之后，19岁的张范主动
报名南下。“我们学校三分之
二的同学，有 800多人都报
名南下。”张范介绍，经批准
的商专南下同学，正式编入
华东南进总队，于 1949年 2
月 21日，告别了济南，投入
了南下的征程。

“有火车就坐火车，没
有火车就走路，有时候一天
要走 45公里。”张范清晰地
记得，那时候条件很艰苦，
同学们有的住低矮透风的
茅舍，有的住牛棚，睡的是
用水稻秆打的地铺，大家挤

在一起和衣而眠，结果穿的
衣服生了许多虱子。当时，
大伙儿还戏称这叫“革命
虫”。早上起床，就到门前
一个早已结冰的小池塘里，
砸开厚实的冰层取水擦
脸。由于淮海战役刚过，后
勤供应困难，很多时候三餐
改成两餐，“当时生活虽然
十分艰苦，但同学们以苦为
荣。在当时迅速发展的大
好形势鼓舞下，感到再苦再
累心里也甜”。

张范回忆道，1949 年
10月 1日那天，她在省财政
厅开完会后，跟着大家在福
州城区，拿着红旗游行欢，
庆新中国成立。

1949年底，张范听从组
织安排，来到泉州市财政局
工作，这是她第一次到泉州，
没想到一来就是 75年。当

时，张范主要负责财务和审
计工作。“当时财政没有钱，
我们的工作没有工资，但管
吃管住管穿衣。后来条件稍
微好一点，每个月发三尺白
布、半条毛巾、半罐牙膏、半
块肥皂就是工资了。”

当时张范要下乡调研
的区域有同安、安溪、莆田、
仙游等地。张范记得，那个
时候她才 19 岁，年轻又有
冲劲，感觉浑身都有使不完
的劲，每次下乡都是走路，
配着一把短枪，有一次从泉
州走到安溪，路程有 60 多
公里，走了一天一夜。

“我会打枪，有时候下
乡一个人走在荒无人烟的
小路，我会打几枪壮壮胆。”
由于那个年代还比较特殊，
张范下乡时都会 24小时配
枪，直到1953年才上交。

南下泉州75年
往事仍历历在目

今年94岁的张范奶奶回忆往事时，仍难掩心中的激动

推动高质量发展，展现泉港担当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通讯员 林弘梫 文/图

今年来，泉州市泉港区全力以赴大拼经济、大抓发展，
以“一刻也等不得、一刻也慢不得”的精气神，万众一心、爬
坡过坎、承压前行，全力减少化工行业整体不景气以及石化
产业下游市场疲软对辖区经济社会的影响，各项经济指标
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

下一步，泉港将通过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激发发展活
力、增进民生福祉、建强干部队伍，高效率、快节奏地落实好
今年各项目标任务，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泉港
担当、展现泉港作为。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泉港坚
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生态文明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问 题 整 改 有 力 有
为。切实抓好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和“回头
看”，持续推进历史遗留
矿山生态修复，针对反馈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问题，
策划实施污水治理项目，
污水收集处置能力显著
提升。

机制落实见行见效。
推进勇当绿色发展先锋专
项行动，创新石化行业新
污染物治理试点，对重点
石化企业开展泄漏检测与
修复。严格落实河湖长

制，大力开展水环境整治，
上半年饮用水源地水质合
格率 100%。不断完善林
电合作机制，全市唯一开
展 10kV 高压线下林电改
造。强化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发现并消除各类
环境安全隐患。

绿色转型提速提质。
积极推动绿色制造项目，

联合石化、福海粮油等企
业被认定为“国家级绿色
工厂”。推动重点行业开
展能效对标达标行动，联
合石化被认定为国家级、
省级重点用能行业能效

“领跑者”标杆企业。支
持企业使用天然气等优质
能源，逐步提高清洁能源
比重。

坚持人民至上，围绕
群众“急难愁盼”，扎实办
好各类民生实事，让群众
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
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

社会保障“准”。强化
就业帮扶，打造“锦川零工
市场”就业服务点。优化
养老服务，有序推进城乡

居家养老服务站建设，新
建长者食堂。细化社会救
助，依托省级社会救助改
革创新试点，开通“慈善总
会在线捐赠平台”小程序。

公共服务“优”。围绕
“上好学”，开展“万人千元”
行动，募集教育基金，启动
初中教育“135”提质强校行
动，实施优生培养“逐梦计

划”。围绕“就好医”，加快
推进泉港区医院创三乙进
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顺
利通过国家规范化建设认
证，骨科独立成科被确认为
市临床重点专科。

城乡发展“兴”。推进
以产兴城，策划实施市级
抓城建提品质城建项目
140个。坚持以城带乡，有

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
动农文旅融合；树牢大农
业观、大食物观，圆满完成
2023年度耕地保护和粮食
安全责任制考核联合检
查；推动乡镇特色化发展，
市级“五好”乡镇创建镇在
全市一季度考评位列第3，
十个案例入选省级乡村

“五个美丽”典型。

今年来，泉港紧盯“三城
建设”目标，全力构建“1＋
N”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
健全经济运行调度机制，全
力以赴拼经济，确保实现“双
过半”，全力冲刺“全年红”。

企业服务提质增效。培
育壮大产业链，围绕联合石
化等链主企业，服务推进美
瑞新材料等一批投资额超
10 亿元的大项目的前期手
续办理。推动助企纾困，实
现各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截至 7
月，累计新增民营企业 470
家，目前新签约民企招商项
目80个、总投资810亿元。

项目建设蹄疾步稳。把
扩大有效投资作为重要抓

手，新增盛屯碳酸锂等项目，
推动项目从签约转段开工、
从在建转段投产等。把加大
招商引资作为关键一招，持
续推行头雁引领招商、链条
招商、基金招商、乡贤招商、
敲门招商；全力推进盘活利
用低效用地工作，深入开展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谋
划生成绿色产业园区项目。

内需潜力加速释放。把
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
置，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在惠屿
岛筹备拍摄18部电影，举办惠
屿电影岛诗歌电影春晚等活
动。推动工业领域大规模设备
更新和技术改造，1—5月全区
技改投资同比增长89%，超过
全市平均水平50个百分点。

抓经济、促发展，做优产业稳增长

抓民生、提品质，多措并举增福祉

抓生态、补短板，综合治理见成效

泉港区美景（庄绍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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