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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牛远飞

小诊所成监管盲区

目前，历下区共有医疗卫生机构430余
个，其中大、中型45个，其余为诊所、社区卫
生中心、村卫生院(所、室)、校办医院(所)
等。自2003年“非典”以来，公立医院所产生
的医疗废物已经得到规范化处理。而小型医疗
机构由于数量众多、分散广等特点，废物处置
情况不甚乐观。

历下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日
常巡查和各种专项检查发现，目前医疗废物主
要存在医疗废物暂存点与生活垃圾并排；个别
医疗废物暂存点未设警示标识或标识不规范；
对个别小诊所的医疗废物管理监督还不够完善
等问题。

济南瀚洋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是目前济南市
唯一可以处理医疗废物的企业，但长期以来，
该公司只与济南的各大医院签订了医疗废物处
置合同，与小型诊所很少合作。记者在一家名
为“永安”的诊所采访时，诊所负责人表示，
如何处理医疗废物一直是困扰他们的一个难
题，“我们这个诊所规模小，每天来就医的病
号不多，需要输液的病号更少，所以产生的医
疗废物不算多。但仅有的这点医疗废物也不知
该如何处理，有时也是一丢了之。”

历下区环保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与生活
垃圾不同，医疗垃圾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及
化学药剂，具有极强的传染性、生物毒性和腐
蚀性，是一类特殊危险废物。未经处理或处理
不彻底的医疗垃圾任意堆放，极易对水体、土
壤和空气造成污染，对人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
危害，也可能成为疫病流行的源头。医疗垃圾
处理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位列《国
家危险废物名录》47类危险废物中的首位。

44个暂存点

集中处理医疗废物

自去年7月份开始，历下区试点医疗废物集
中处理工作。历下区环保局的一位负责人介绍，

辖区医疗机构被分类划片管理，市政府为历下
区第三人民医院配备了一台医疗废物运转车，
负责运转收集附近17家诊所、社区卫生中心、村
卫生院医疗废物，并统一处置。经过试验，发
现此方法可保证医疗废物收集及时、程序规
范，因此决定在全区推广。

该负责人说，在总结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历下区在全区设立专门的医疗废物接收点，
集中处理由各医疗机构产生的医疗废物，尤其
是将各种小诊所、社区卫生中心等纳入监管中。
先期共确定了包括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济南
医院、山东省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在内的44
个医疗废物接收点，“之所以选定这44家，主要
是考虑到其对周边门诊的辐射性，让更多小医
疗机构能就近将医疗废物送去集中处置。”

“我们已经领到了收集盒，专门用于存放医
疗废物。”根据历下环保局公布的接收点，永安
诊所离济南爱容医院最近，诊所负责人告诉记
者，根据规定，用过的针管需要截成3段，用84消
毒液侵泡，之后统一装进收集盒中，收集点的工
作人员会在48小时内送到指定地点集中处置，

“我们的难题这下可解决了，再也不用担心医疗
废物没法处理了。”

山东省中医院东院区是此次确定的接收点
之一，记者在医院的垃圾处理间看到，该院的所
有的医疗垃圾都存在这里，用几个黄色的大垃
圾桶收集，每个桶里都是不同类型的垃圾。医院
医务人员向记者介绍说，该医院有东西两个院
区，医疗废物统一由后勤处管理，负责处理医疗
垃圾的公司每天都会来将垃圾运走清理。

泉城医院医务科薛主任表示：“我院主要负
责甸柳庄街道近十家小诊所的医疗废物接收，
医疗废物的妥善处理，有利于杜绝细菌滋生，预
防疾病的发生，为百姓解除疾病隐患和细菌威
胁，从而让百姓有个健康的城市生活环境，这是
每一个医院应尽的责任。”

□ 本报记者 牛远飞 本报通讯员 王敏

“孵化器”成科技创新主阵地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以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和创业
服务中心为依托，更大范围、更大力度地集聚核心创新要素。

沿着舜华南路往南，一幢气势磅礴的白色圆形现代建筑
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国家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自2007年
在高新区挂牌运行，历经6年开拓创新，创新园已经成为济
南高新区乃至整个济南市孕育创新梦想的“超级孵化器”。
作为济南高新区科技创新的核心载体，国家超级计算机济南
中心。山东省信息通信技术研究院、山东量子科学技术研究
院等国字号研发中心和技术支撑平台均位于创新园内。截至
2012年12月底园区入驻企业已超过1000家，销售收入达到
400亿元，从业人员达到5万人，形成了软件、集成电路、数
字化装备等五大主导产业，聚集了浪潮、航天软件、神州数
码等一大批创新能力强的知名企业。

济南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成立于1992年10月，作为国
家科技部首批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心拥有孵化
场地总计17 . 7万平方米，在建中试基地21万平方米，在建
产业园区22万平方米，累计孵化中小科技企业逾千家，转化
科技成果1000余项，创业服务中心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培育
留学生高科技企业300家。中心围绕生物医药产业以国家生
物工程与新药产业基地、“十一五”重大科技专项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平台、国家创新药物孵化基地为依托，在专利信息
利用、专利申请、知识产权维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等
方面为园区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在扶持企业尤其是科技型
中小企业方面日渐显现出重要作用。

济南市高新区的一位负责人评价说，创新园和创业服务
中心这两大载体平台，分工合作、有机融合，完成了从企业
孵化器、到企业加速器、到产业推进器的发展“蝶变”，成
为济南高新区加速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重要支撑。

让企业跃上自主创新前台

被评为2012年全国科技十大亮点之一的国内首台“神威
蓝光”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为“神舟九号”飞船的顺利发射保
驾护航的“一体化智能高清激光夜视仪”，概伦电子推出的具
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一代千兆级仿真器……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产业化项目在济南高新区诞生。

在济南高新区，科技创新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记者来到位于齐鲁软件园内的山大华天软件有限公司，
“由制造到创造，软件是个桥梁”这12个红色醒目大字最先
映入人们眼帘。华天软件自主研发推出的三维CAD/CAM系
统被应用于国内100多家知名企业，为国内制造业节省软件
采购和维护成本上亿元，并成为国内模具、汽车、航天行业
应用的主流软件。

在软件园四楼的一个角落，“隐藏”着一家名叫山东鲁
能智能技术有限公司的软件明星企业。该企业研制出了国内
第一台“变电站设备巡检机器人”和“架空输电线路除冰机
器人”。

在济南高新区，这样的明星企业举不胜举。在它们身
上，一条以企业为主体的研发体系和创新发展路径清晰可
见，自主创新已成为推动济南高新区发展的不竭动力。据统
计，仅去年济南高新区累计认定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达
182家，完成工业技术改造投入81亿元，实现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556 . 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65%。高
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济南高新区转方式调结构、加快自主创
新建设的生力军。

科技金融助推产业发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科技和金
融的结合是加快实施企业自主创新战略的基础和保障。

2012年8月15日，济南高新区与威海市商业银行济南分
行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威海市商业银行计划在5年内通过知
识产权或股权作质押，提供15亿元科技信贷资金，重点支持
高新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较强创新能力、较高技术水平和
较好市场前景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这也成为高新区积极探索
建立银企合作新模式，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不断加大企业科技投入力度，完善
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为加快企业科技自主创新提供保障。逐
步建立起多元化投融资体系，形成天使投资、创业投资、风
险投资、债权融资、上市融资等“梯形融资”结构，满足企
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拿出600万元，参与全市的科
技型中小企业金融风险补偿金，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
题。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奖励上，将分散在各个方面的
扶持政策捆绑起来一起兑现，放大投资效应，连续5年给予
企业超过亿元资金的奖励。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全区国家科技立项累计达439项，
省科技立项1073项，专利申请10411项，发明专利4175项。
拥有上市企业达到19家，启动新三板拟挂牌上市公司12家，
总数达到120家，成为济南市“企业上市示范区”，在全国
高新区中也名列前茅。

□见习记者 韩伟杰 通讯员 李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劳务派遣经营行政许可

工作日前正式启动。今后在济南经营劳务派遣业
务，需要向劳动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

根据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规定，经营劳
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应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未经许
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劳务派遣业务。这
是国家首次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要求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对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单位实
行行政许可。

申请经营劳务派遣业务的企业，应当具备下
列条件：一是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200万
元，二是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固定的场所和设
施，三是有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务派遣
管理制度，四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
件。在济南市申请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的单位，可
在济南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网站下载《济南市
劳务派遣行政许可办事指南》，了解申报材料的
具体内容和要求。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确定的劳务派遣行政许可管辖分工，在济南
市和各区（含高新区）内的许可，由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实施；在章丘市、平阴县、
济阳县和商河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劳
务派遣单位的行政许可，由县（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受理。

□记 者 牛远飞
通讯员 郭 勇 姜 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市国税局9月1日零点成功
启动“营改增”首个申报期纳税申报。记者了解
到，截至9月2日下午6点，济南全市共有1280户
“营改增”纳税人完成了纳税申报业务，其中一
般纳税人961户，小规模纳税人319户。

据了解，“营改增”试点纳税人申报纳税可
以采取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到国税部门办税服务
大厅进行申报；二是网上申报方式；三是小规模
纳税人也可到各基层局办税服务厅或自助办税服
务厅自助办税终端上自行申报。为了确保纳税人
首月顺利申报纳税，国税部门对“营改增”纳税
人首月纳税申报工作做出了周密安排，在逐户发
放培训资料的基础上，8月份共为全市纳税人开
展申报培训3 . 4万户次。同时，利用网站、QQ
群、微信、微博等渠道，及时向纳税人发布申报
指南和申报流程。

经营劳务派遣业务

启动行政许可申请

省城迎来首个

“营改增”纳税申报期

让医疗废物安全回收

自主创新：发展的“生命线”
——— 济南高新区发挥“科技辐射效应”加速发展

济南市高新区，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让人目不暇接，而一切的动力之源，均来自高
新区坚守的“生命线”——— 加快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创建22年来，各类创新要素在这里
积聚，涌现出一大批科技创新成果，成为高新区发挥科技辐射效应、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引擎。

◆8月29日，历下区环保局

在全市率先推行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工作，辖区各级医疗卫生机

构，都需按规定把医疗废物及时

送至特定的接收点，集中进行无

害化处理。

□王希文 新宇 报道
8月29日，章丘市明水

街道吕家村村民王红丽正
在展示她制作的面点。近
年来，该街道实行“群众
学艺、政府买单”措施，
大力开展农民技能培训，
先后培训面点师1500余人、
电焊工600余人、数控车工
300余人、职业指导师80余
人，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到
一技之长。

在家门口

学一技之长

▲一家小诊所的医生将医疗垃圾放入收集盒内，工作人员将上门回收，进行集中处
理。 （历下区环保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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