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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总理曾向十几个国家推销中

国产品，推销成效立竿见影，总理也被亲

切地称为中国最强“推销员”。我们也一

直在想，如果有机会，李克强总理是否能

够帮忙推销一下振华重工的产品。

机会就这样来了。当振华重工的黄

庆丰总裁在上海自贸区遇到正在参观的

李克强总理时，主动提出了请求，希望总

理能够“帮忙推销”振华重工自动化码头

装卸系统。总理虽然点头回应，但他对

“代言”的产品要求非常严格，必须要保

证产品的质量过硬。对于产品质量这一

点，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毕竟振华重工

的产品在世界上也是响当当的。

在参观现场，李克强总理给予了振

华重工积极评价。总理近些年出访，经

常到访一些国家的港口、码头，而这些港

口和码头，绝大多数都已经被振华重工

的产品拿下。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总理

作为最强“推销员”，对于中国产品走出

去、树立良好品牌形象会产生极其深远

的影响。

说到“代言”，振华重工的产品不是

第一次被“代言”。

2013 年，奥巴马演讲时吹落的国旗

下出现“上海振华”的字样，被世界媒体

广为报道，对于振华重工而言，这就是

极具影响力的代言。但那是振华重工

的“龙头产品”之一的岸桥，这种设备已

经具有非常大的市场与影响力，截至

2016 年年底，振华重工的港机产品已经

进入全球 95 个国家和地区、200 余个码

头，产品占据全球 82%以上的市场份

额。相比之下，全自动化码头装卸系统

属于公司的新兴业务，虽然将来一定能

做好，但就目前的形势，非常需要总理

帮忙推广。当然，这个系统本身就具有

非常显著的优势与先进性，是未来港口

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仅体现了“中国制

造 2025”的国家战略，也是“中国制造走

出去”的有力途径。因此选择这个系统

作为被“代言”的对象，非常具有实效性

与前瞻性。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国有企业，

我们积极执行“走出去”、“一带一路”等，

履行好国家使命和企业社会责任，树立

良好企业品牌和形象，这样我们才有资

格要求总理帮我们“推销”产品。

（报送单位：中交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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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而遇中国最强“推销员”

谭广仁

在山东沂水县北 30 多公里的沂水

河西岸，有一个叫张耿村的村庄，村旁

有一片树龄几十年的翠柏长得郁郁葱

葱，翠柏下面有 81 座坟茔，长眠着 81 位

抗日英雄。不，是 84 位！其中有 3 位烈

士未能找到遗体而没有坟茔。

当年，他们是八路军鲁中军区2团1

营 2 连的 85 位壮士，为掩护大部队和群

众转移，在歪头崮孤军抗击 3000 多日伪

军，血战至弹尽粮绝，宁可跳崖也不当

俘虏，他们当中，除一人生还外，其余全

部壮烈牺牲。而这唯一的幸存者，就是

当年 3 排 7 班副班长亓荣友，老人已经

94 岁高龄，在中远海运集团离休后生活

在大连……

这是我在电话采访中所了解到的一

段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亓荣友老人的女

儿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老人每年都会

到张耿村歪头崮战斗烈士陵园祭奠牺牲

的战友，年年不落，而且每次去都会大哭

一场，直到前年，扫墓回来的老人终因伤

心过度且年事已高，瘫痪在床。

可即便是这样，老人家还是告诉子

女“我去不了，你们替我去，每年都要

去！”

自打那时起，亓荣友老人的子女便

承担起祭扫烈士的责任，年年如此、风雨

无阻……

其实，在策划、创作抗战主题系列报

道过程中，我所接触和采访到的像亓荣

友老人这样的抗战老兵还有很多，无论

是编辑《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无名英雄》、

《父辈们的抗战岁月》还是《七十年的坚

守与传承》、《白山黑水血脉相传》等文

章，他们同样记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的

先辈们参加抗战的峥嵘岁月，缅怀英雄

们的丰功伟绩，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作为编辑记者，我

们有必要更有责任全方位多角度回忆、

整理、创作、歌颂抗战的中流砥柱，继承

和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以此凝

聚和平发展正能量。

“回顾·1945”，抗战路上，每一个脚步

都变得如此坚定与厚重。那些在战火硝

烟中顽强抗战的身影，他们的精神凝聚

在中国远洋海运集团这个大家庭，汇聚

成一股奔腾不息的洪流，激励着后人劈

波斩浪、奋发前行。

（报送单位：中国远洋海运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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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集团是干水电起家的，在长江

上，三峡人筑起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实

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创造了人类

历史上的新奇迹。承载着从三峡工程中

积累的经验和豪气，三峡人在金沙江上

继续实现着自己的水电梦，溪洛渡、向家

坝、乌东德、白鹤滩四座巨型电站，以两

倍于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正在将西南

水电基地的蓝图一步步的变成现实。

在后水电时代，三峡集团秉承打造

国际一流清洁能源集团的愿景，以强大

的企业实力在新能源开发领域大展手

脚。在各类新能源项目中，海上风电是

三峡集团除了水电主业外，致力打造的

第二主业。海上风电源于欧洲，中国起

步较晚，但三峡集团致力成为中国海上

风电的引领者。而我们采访报道的响水

近海风电项目，正是三峡集团这个引领

者的引领项目。

2015年12月初，苏北平原已进寒冬，

黄海边的滩涂上温度已经到达冰点。此

时，我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来到盐城响水，

正是要用我们的镜头和笔，去见证和记

录三峡集团的第一个海上风电项目，在

历经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后，到了收获的

时刻。

刚赶到响水便奔向海边码头，不顾

舟车劳顿乘船出海。在海上，我们记录

下了首批机组中最后两台风机的吊装过

程。组装风机、整体运输至指定位置、起

吊、法兰对接，每一个镜头，记者都不想

落下。为了取得最佳的拍摄角度，摄影

记者在风浪中要爬至船舶的最高处，顶

着大风进行拍摄。而为了获得不同时段

的景致，白天黑夜即使技术人员交接班，

我们的记者却始终坚守着。

响水风电是我国在建的最大海上风

电项目，它的成功与否，对海上风电这种

新能源在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响水风电公司我们了解到，项目建成

后，预计每年上网量约5亿千瓦时，按国

家发改委提供的火力发电标煤消耗量测

算，每年可节约标煤17.2万吨。据环保部

门相关测算数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7.38万吨，减少灰渣4.35万吨，减少

烟尘0.25万吨，减少其他废气排放如二氧

化硫673吨，氮氧化物1690吨。此外，每

年还可以节约用水170万立方米，并减少

相应废水和温排水，环境效益十分显著。

谈到这里，我们感受到，三峡人在长

江上建设巨型水电工程，和在黄海之滨

建设中国最大的海上风电项目，其宗旨

都是一致的。三峡人要在保护青山绿

水、碧海蓝天的同时，为共和国的发展供

应巨大的能源，为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

发展贡献三峡人的力量。

（报送单位：三峡集团）

记录三峡人从江河走向大海

孙荣刚

写《探秘核电“宝贝”华龙一号》一文

的起因非常有意思。那是在2015年6月

初的一个中午，同事们一起在食堂吃午

饭，闲聊时一个编辑问了我一个问题，什

么是“华龙一号”？

当时有个背景，国家同意批准依托

中核集团福清5、6号机组和中广核集团

防城港核电站 3、4 号机组建设“华龙一

号”国内示范项目。2015年5月7日，“华

龙一号”国内首堆——福清 5 号机组开

工。

在那段时间，对于“华龙一号”的消

息报道可以用“铺天盖地”形容，几乎每

家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但由于

核电技术专业，普通读者对于核电、对于

“华龙一号”都是一知半解，不太熟悉。

同事问了我这个问题后，我就想如

何能够用最简单的白话把一个具有如此

重大意义的核电技术介绍给她。那天午

饭后，我把几个同事拉到我的办公室，拿

出我珍藏的核电站的模型，用我积累了9

年“跑”核电的知识，以及多次深入到核

电站采访的经历，给他们从什么是核电，

核电的发展历史，以及“华龙一号”为什

么而生，什么原理构成一一介绍了一遍。

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都听懂了，并且

觉得很有意思。编辑说，你把这些都写

出来吧，写成稿子，我们保证篇幅，读者

应该能看懂，喜欢看。正好我刚到“华龙

一号”建设现场去采访回来，又采访了很

多专家，材料充裕。就这样，这篇稿件就

完整地呈现在了《经济日报》的版面上。

写这篇稿件时，我使用了大量白话，

对于技术问题尽量采用比喻和拟人的写

作技巧，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读者能读

得懂、看得明白。

从2006年工作至今，我一直从事一

线记者的工作。从当记者那一天起，我

就在思考，什么样的稿件是好稿件，什么

样的记者是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经过多年的摸索尝试，个人认为可

能写些对读者有用、有帮助的稿件是我

写作的目标和追求。在工作中我特意加

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对自己的第一个要

求就是，写的内容要让读者看得懂。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企

业创新技术的报道方面更为困难。首先

记者要把一项复杂难懂的技术，先吃透

自我消化、弄清楚，再讲给读者听，让他

们了解技术的原理意义，让他们知道企

业这么做的原因目的，让他们明白这些

与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想，让读者从作品中获得有效的

信息，这就是一个记者的使命担当。如

今，我还在这条道路上不断的努力奋斗

着。

（报送单位：经济日报社）

写作首先要让读者看得懂

齐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