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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联如（1920-1945），乳名程双喜，
太谷县侯城乡中北岭村人。太行区“杀
敌英雄”，抗日英烈。

程联如出身于农民家庭，7岁入本
村私塾读书，后因家贫辍学。1937年全
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北岭村抗日
自卫队，后加入青年抗日先锋队。1941
年，程联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程联如任中北岭村抗日武

委会副主任。1943年，程联如负责联村
民兵与第四区的情报工作，经常带领联
村民兵在凤山一带打击敌人。同年冬，
得到太谷大商家曹氏守寨用的“牛腿
炮”1尊，程联如和大家研究并试用日式
掷弹筒用的炮弹，发射成功。后来，他
们用这尊炮多次打退日军进犯。太谷
县抗日政府授予联村民兵“模范民兵
队”的光荣称号。1944年 11月，程联如

出席太行区首届群英会，被评为“边区
杀敌英雄”“土炮能手”，获得奖章 1枚、
步枪 1支。同年农历腊月廿九晚上，程
联如组织民兵用“牛腿炮”轰击凤山敌
据点，炸死日伪军多人，敌人终日龟缩
在据点内，不敢轻易出来骚扰。

1945年，凤山据点的日伪军突然包
围中北岭村。程联如带领民兵掩护群
众隐蔽后，又组织民兵分批撤离，自己
只身断后。日伪军发现只剩他一人时，
便嚎叫着冲了过来。程联如临危不惧、
顽强斗争，子弹打完了，又甩出两颗手
榴弹，后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946 年，太行区召开第二届群英
会，程联如被追授“杀敌英雄”称号。

程联如

任毛小（1925-1989），字振亮，和顺
县马坊乡乐毅村人。太行区“一等杀敌
英雄”。

1937年 10月，八路军进驻马坊后，
任毛小经再三申请，到区上当了交通
员。1940年，任毛小回村担任武委会主
任、大编村民兵中队长。10月，秋粮刚
刚成熟，日伪二小队便到各村催粮。一
天，任毛小正在寺头村侦察，恰好碰上
10余个日伪军在向伪村公所要粮。当
时，有两名群众正被日伪军捆住往马坊
拖。任毛小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思
谋着救群众、教训汉奸的办法。在离
寺头西一里多的地方，他藏在一土崖
后面，待日伪军走近，猛地大喊：“一
排截头，二排拦尾。”紧接着“叭、
叭、叭”几枪打向敌人。敌人被这突
如其来的袭击弄得晕头转向，丢下被

押群众，拔腿往马坊方向逃跑。任毛
小一人单枪在后紧追不舍，一直追了3
里地，打伤两名日伪军。从此，在和
（顺） 西便传开了任毛小单枪抢救乡
亲、奇袭日军的故事。

1941年 2月的一天，任毛小得知日
伪军要到张庄一带“扫荡”，便把乐毅编
村的民兵集合起来，埋伏在张庄村西的
河湾里。后来，民兵没用一枪一弹，生
擒敌人10余人，缴获步枪10支、子弹近
百发。1941年 5月，任毛小加入中国共
产党。

1939 年至 1944 年，任毛小带领民
兵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配合八路军作
战 15次，打死、打伤日伪军 80余人，缴
获机枪 1 挺，手枪、步枪 50 余支，子弹
200 余发，大车 3 辆，营救群众 11 人。
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授予任毛小

“民兵杀敌英雄”的荣誉称号。1944年
11月，任毛小出席太行区首届群英会，
获得“一等杀敌英雄”称号和锦旗 1面、
步枪 1支、勋章 1枚。勋章现陈展于武
乡八路军太行纪念馆。

1989年，任毛小逝世，终年64岁。

任毛小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百年百先锋百年百先锋

本报讯 （记者宋向红）近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教司公布了
2021年度40个国家林业和草原长
期科研基地名单。山西农业大学
草业学院董宽虎教授牵头申报的

“山西右玉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长
期科研基地”榜上有名。

“山西右玉草原生态系统国
家长期科研基地”从 2002 年开始
建设，积累了大量的气象数据以
及草地植物群落特征、土壤理化
性质等基础数据。山西农大草业
学科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

所、东北师范大学等单位投入百
余万元逐步完善并搭建了 7个试
验平台（包括模拟增温试验平台、
模拟降水变化平台、模拟氮沉降
平台、养分联网试验平台、模拟放
牧试验平台、刈割试验平台、耐盐
碱草种选育平台）。目前，拥有科
学仪器设备 50台套，用于生态系
统研究的草地300亩，用于技术示
范的草地 700 亩。草业团队先后
承担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38项，
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 50余篇，为
草业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科
研条件。

据悉，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
科研基地是我国林业和草原科技
创新的重要平台，主要开展林草
和濒危野生动植物育种、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自然保护地和物
种保护、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
防控等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利用、
成果示范推广、科学普及教育工
作，为产业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撑。

山西农业大学获批国家林业和草原长期科研基地

本报讯 （记者宋向红）近日，
教育部公布了第二批全国高校

“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
“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创建名
单，太原理工大学电气与动力工
程学院电气第二研究生党支部入
选“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光学工程
2018级博士研究生李健入选“百
名研究生党员标兵”。这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太原理工大学
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取得的重要
突破，也是学校党建“双创”的
标志性成果。

电气第二研究生党支部成立
于 2014 年 6 月，现有党员 42 人。
该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为国筑
器”的工作思路，以党建促科研、
促公益，创建了党建品牌——“极
地驿站”。近年来，支部共派出 7
名研究生党员带着团队自主研
发的北极无人冰站系统、电容感
应式海冰厚度检测传感器及其
系统、海冰漂移定位浮标、极地

冰物质平衡综合监测站及远程
监测网、基于RTK的冰川移动监
测系统等科研设备，参与极地科
考 11 次，积极服务国家极地战
略。支部还倡导成立了党员、发
展对象和积极分子参与的“电力
急先锋”志愿服务队，在疫情防
控工作中冲锋在前。支部书记
左广宇被团中央授予“强国青
年”称号并参加了第 7 次南极科
学考察，支部党员倪梓航在疫情
防控期间担任在鄂临时研究生党
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开展抗疫志
愿服务百余次。

李健是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2018级光电工程专业博士生。就
读期间，他深入省内各地研究煤
矿、交通、供电、输气生产安全问
题，研发 5款传感监测仪，在世界
上首次实现基于光纤传感的长距
离高精度线性工程多参量监测，
成果应用于孝义西山煤田、新国
道太克线边坡、临汾电网、沁水输
气管道等地的安全监测，每年可

为国家节约灾害处治费 1200 余
万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高校“百
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
究生党员标兵”创建工作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落实全国研究生教
育会议精神和写好教育“奋进之
笔”、促进研究生党支部、研究生
党员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的
重要举措，充分体现了新时代研
究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引
领性和创新性。第二批研究生
党建“双创”工作开展以来，太原
理工大学党委高度重视，着力发
挥党建工作在研究生思想政治
工作中的引领作用。校组织部、
研究生工作部协同配合，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创建平台载体。各
学院选育并举，充分发挥研究生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研究生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有效促进
了学校研究生思想政治工作水平
的整体提升。

太 原 理 工 大 学 党 建“ 双 创 ”取 得 新 成 果
获批全国高校“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和“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8 月 14 日，市城区潇河湿地公
园内，几位“小摄影师”正在体验摄
影艺术的魅力和乐趣。暑假期间，

“小摄影师”们相约走进大自然，捕捉
花、草、鸟、虫的灵动，在虚实、背景、
色调、线条的含义及造型效果的运用
中，提高摄影技巧。

本报记者 杨 洋 摄

走进大自然
快乐学摄影

本报讯 今年以来，祁县积极推进社
区“大党委”工作机制，统筹124个机关企
事业单位分赴9个社区，集中力量推动资
源优势互补，突破社区治理瓶颈，逐步形
成区域共建、事务共商、资源共享的社区
治理格局。

坚持党建引领，实现区域共建“一张
网”。组建非建制性社区综合党委9个，吸
纳驻区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网格长等60余
人担任兼职委员，统筹协调社区各项事
务。签订《共驻共建协议书》105份，明确社
区与驻区单位的权利、义务、合作事项和目
标任务，推动党建项目化管理。通过共过
一次组织活动、共上一堂专题党课、共办一

次志愿服务的形式，增强在职党员服务意
识，先后组织开展共驻共建活动32次。

坚持靶向分工，实现事务共商解难
题。结合“三条问题”路径，通过整理汇
总上级部门交办问题、居民反馈问题、基
层一线发现问题，充分了解居民日常生
活中的“急难愁盼”，经党建联席会议共
同研究，纳入“吹哨报到”范围即时办
理。制定《机关（事业）单位社区报到工作
手册》《在职党员进社区志愿服务手册》，
实施“13710”运行制度，通过台账管理、实
时督办、量化评价、责任追究，压实各部门
工作责任，按期办理群众诉求。今年以
来，社区“大党委”共召开党建联席会议

18次，解决群众反映问题45件。
坚持优化服务，实现资源共享惠民

生。强化阵地建设，依托社区党员群众
服务中心，整合党建、文化、教育、医疗等
资源，规范设置 9个“一站式便民服务大
厅”，开展便民代办服务、党群教育培训、
创业就业、矛盾纠纷调处、老人日间照
料、留守儿童关爱、医疗健康、环卫物业
协调8项服务，打造“便民服务圈”。健全
资源清单、需求清单和项目清单，最大程
度整合各类资源，结合“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联合驻区单位开展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居民义诊等各类公益活动
20余次。 （秦琦）

祁县：建设社区“大党委” 资源共享惠民生

（上接第1版）据项目负责人介绍，
目前煅烧车间、浸渍车间已经正式
运营生产，成型车间和机加工车间
主体钢构建设完毕，正在进行管道
连接及电气安装。石墨化机加工和
焙烧车间建设也在加紧推进，预计
今年10月份全部完工。届时，丹源
公司将实现企业整体装备升级。

山西丹源碳素股份有限公司迁
建2万吨石墨（质）化阴极生产线项
目是祁县碳素产业园的一部分。这
个占地 1480 亩的百万吨碳素产业
园项目总投资45亿元，将通过整合
资源、集约要素、集聚产能，集中整
合祁县的碳素制品企业，发挥祁县
碳素优势，做大做强碳素新材料产
业，形成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
提高行业的支撑力和竞争力，实现
传统产业提档升级。

山西丹源碳素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冬说，丹源碳素作为第一家
入园企业，将通过迁建实现技术升
级、设备升级、环保升级、安全升
级。新项目投产后，公司石墨化制
品产量可提升至原产量的 5 倍，产
品成品率及产品品质也将得到极大
提高，而产品能耗则降低50%以上。
同时，公司迁建后研发能力及生产工
艺将得到显著提升。目前，公司正在
与中北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等高等院
校开展产学研合作，运用新的生产线
工艺和设备，使电容碳、高纯石墨高
温纯化等高端碳材料实现从实验室
到实际量产的转化。

吸引县内碳素企业入园，整合
资源，其优越性不言而喻。“园区把
培育完善碳素产业链作为方向，积
极构建深化产业链整合发展的机
制，推进企业、项目之间在产业链延
伸方向上建立相互配套、分工协作
关系，形成相互关联、相互支撑、相

互促进的发展格局。”祁县开发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说，推进产业工艺流
程再造，提高制造能力、加工深度和
产业附加值，将极大地增强企业对
产业要素资源的配置能力、控制能
力和综合成本消化能力。

提高产业协作配套水平，推动
产业、企业形成配套发展、错位发
展、互补发展的良性格局，提升企业
市场适应能力、反应能力和竞争能
力；通过产业集中布局、集聚发展，
推动企业精干主体、分离辅助，建立
成链闭环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模
式，有效保护环境，实现资源节约利
用、综合利用、循环利用……碳素产
业园的建设，对碳素产业集群的健
康发展，无疑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
战略意义。

组建产业联盟实现抱团
发展

在“1+1＞2”的原理被日益验证
的时代，成立产业联盟正成为越来越
多企业抱团发展的方式，这种组织形
式已被企业界认可并广为采用。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特
别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国际主
要经济体复苏疲软，企业面临的发
展压力不断加大。我市碳素行业虽
然在全国乃至全球享有较高的知名
度，是铝用碳素制品集中采购地，但
长期以来各家企业单打独斗，没有
形成集群效应和产业优势。

“无论是原材料的采购还是销
售市场招投标都难以形成主导优
势，缺乏话语权，容易被供货商和采
购单位各个击破，更多的时候是形
成了‘内斗、内耗’。”刘冬建议，应尽
快成立晋中市产业联盟，通过各企
业优势互补，实现集群抱团发展，提
升企业自身抗风险能力。

作为一个一直行走在路上的创
业者，从湖北丹江口来到祁县十几
年的刘冬，深知中小企业生存和发
展的不易。深思熟虑之后，他认真
起草了一份《关于组建晋中市碳素
产业联盟的建议》，准备向政府有关
部门提交。他说，组建联盟的目的，
就是要增强企业互信，实现资源信
息和科技成果互补、共享，解决企业
遇到的共性问题，最大程度降低企
业的生产和创新成本，提升企业经
济效益，做强做大行业骨干企业。

记者了解到，作为行业的服务
性组织，产业联盟是企业、政府、社
会之间的纽带。产业联盟将定期组
织开展一系列政策、科技、金融、市场
等方面的专题培训与知识讲解，召开
行业沙龙、产业技术路线发展研讨
会、产业发展高峰论坛、技术成果推
介会、经验交流会，打造行业深度交
流的渠道，推动碳素产业链各要素之
间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合作。

产业联盟将积极对接各类展
会，协助成员企业进行市场拓展，提
升企业的市场话语权和核心竞争
力，推动晋中碳素产业向品牌化和
高端精细化发展。此外，产业联盟
还将引进风险投资和其他各类金融
机构，为企业量身定做融资解决方
案，并积极打造产业发展基金，为行
业自主创新及成长性企业提供强有
力支持。

“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希
望，抱团创造共赢”，刘冬的这一建
议也得到晋中碳素企业的响应和认
同，他们正按照产业联盟的定位和
规划达成共识，逐步形成产品结盟、
市场结盟、研发结盟、品牌结盟、资
本结盟，构建互利互惠、共进共赢的
发展格局，促进我市碳素产业高质
量发展。

握 指 成 拳 利 断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