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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产业创新平台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从“寿光制造”迈向“寿光创造”

□ 见习记者 张 蓓 郭继伟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周楠

借力院士搞研发

连日来，在寿光渤海工业园区内，山东
默锐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员们，正忙着对
“光催化污染物降解”项目进行产业化前的
中试。这一新技术问世后，将为我国的污染
物降解开辟一条全新途径。

默锐公司研发总监王德强介绍，“光催
化污染物降解”项目之所以顺利研发并转
化，离不开中科院化学所赵进才院士的技术
支持。赵进才主要从事低浓度、高毒性、难
降解有机污染物光催化降解及机理方面的研
究。2012年，“默锐综合院士工作站”获省
科技厅批复，赵进才成为驻站院士，双方就
有关项目展开合作。

在默锐总部四楼的走廊上，挂着诸多院
士、专家的介绍。目前默锐拥有驻站院士4
名，高层次专家技术人才37名。而默锐只是
寿光企业通过平台建设，吸聚人才、提升产
业发展层次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2009年山东蔬菜院士工作站成
立，成为寿光第一家院士工作站，之后，寿
光开始不断创建院士工作站。“我们借助专
家力量搞研发，培养创新人才队伍，增强企
业自主创新能力。”寿光市科技局党组成员
唐明涛介绍，目前寿光共有2家综合院士工作
站，4家企业院士工作站，共引进11名院士。
综合院士工作站全省共有10家，寿光占了1/5。
另外，寿光还建立了12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46家潍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潍坊
市级重点实验室。

与高校合作加快成果转化

寿光还通过和高校合作创建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推动高
标准产业创新平台建设。默锐公司与四川大
学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并聘任四
川大学王玉忠教授担任阻燃材料技术带头
人。2012年，默锐引进王玉忠获国家技术发
明二等奖的“典型高分子材料无卤阻燃化关
键技术及其应用”的核心技术之一的“聚烯
烃材料无卤阻燃化”，进行成果转化和专业
化开发，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

今年以来，寿光有关部门推动富康制
药、神润发、亿嘉农化、奥泰机械等与北京
大学、山东大学、中国农科院、中国农业大

学等在寿光共建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等机构。目前寿光大中型工业企业全部与国
内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

在建设国家、省发展战略重大平台方
面，今年1月潍坊（寿光）省级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示范区获省政府批复，正在积极申报创
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
至此，寿光已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工程研究
院、国家火炬寿光卤水综合利用特色产业基
地、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卤水高新技
术产业孵化基地、潍坊（寿光）省级农业高
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三蓝一黄”四个重大
科技创新平台。

在各类高层次创新平台的支撑下，寿光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逐步成为科技
创新的主体。据悉，近年来寿光共争取科技

计划项目174项，其中国家级47项，省级98
项，市级 2 9项，立项总数位居全省各县
（市、区）前列。127项科技成果获得潍坊市
及以上科技进步奖，其中省级科技进步奖17
项，富康制药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栽得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一批批
高层次平台的落户和高层次人才在寿光扎
根，得益于寿光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寿光
先后出台《关于实施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
“双百计划”的意见》、《关于加快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
的政策措施，专门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
金，从2009年起市财政每年拿出5000万元扶持
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2012年兑现科技政策
奖励943万元，2012年全市科学技术支出达到
2 . 2亿元。

免费培训 推荐项目 贷款支持

“创业导师制”
提高创业成功率

□见习记者 吴庆辉
通 讯 员 王 朋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如果没有创业指导培训，我恐
怕要走很多弯路。”9月11日，寿光市旺林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齐炳林告诉记者。

齐炳林是西北农林大学硕士毕业生，2009年7
月后回到家乡寿光。植物学专业毕业的齐炳林敏锐
地察觉到蔬菜育苗产业可观的前景后，注册成立了
公司。但创业之初，资金、市场、技术等各方面压
力一股脑涌到了齐炳林面前。于是齐炳林找到了相
关部门，并参加了创业培训班。培训结束后，齐炳
林重新制定创业计划，开始逐个突破面临的问题。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仅得到了信息支持还得到了
政府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小额贷款的扶持。

在创业培训班导师的指导下，齐炳林聘请了一
批农资经销商作为育苗基地的代理，由他们负责菜
苗销售，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现如今，位于寿光古
城街道的旺林农业占地近50亩，拥有大型智能棚4
个，冬暖棚5个，年育苗能力1500万株左右，年销
售额500万元，纯利润近80万元。

齐炳林所说的创业指导培训，寿光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已持续举办了6年。仅今年1至8月
份，就举办创业培训班6期，500余人参加，其中
319人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寿光人力资源管理服
务中心创业指导科的赵德华告诉记者:“寿光实施
创业导师制度，为有创业意向的高校毕业生提供政
策咨询、项目开发、风险评估、创业培训、融资支
持等全套服务，提高了创业成功率。”

在创业培训之余，从2009年起，寿光又开展了
创业助推“1+3”行动，即扶持一个创业典型，为
创业者推荐一个创业项目、协助落实一处经营场
地、帮助办理一笔小额贷款。同时积极落实小额担
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等各
项毕业生创业帮扶政策。对有创业愿望和能力的就
业困难人员，强化培训和创业服务。今年以来，已
为12名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创业者提供了小额贷款担
保服务，并发放岗位补贴36000元。为就业困难人
员自主创业发放小额贷款60笔，共计720余万元，
同时带动400多人就业。

2010年5月，寿光首家大学生创业培训基地成
立。2013年，寿光又申报一处省级规范化创业孵化
基地，积极引导有意向的大学生进入园区创业，目
前该园区已有196家大学生创办的小微企业。

“群众工作日”

解决实际问题8689件
□通讯员 刘振华 高燕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种了多少玉米？产量和价

格怎么样？”“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和计划？”“有
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吗？”……9月15日上午，在双
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寇家四村，寿光市委农工办主任
王学江正在与村民座谈交流。据了解，自今年开展
“领导干部基层群众工作日”以来，该市共召开群
众座谈会567余场，走访困难户1200余户，宣传方
针政策870余项，解决实际问题8689件。

今年，寿光将“领导干部基层群众工作日”活
动作为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
载体，每月15日，组织全市所有副科级及以上干部
深入基层，面对面与群众交流，切实解决群众最关
心的问题。

为充分发挥活动为民办实事的功能，该市不断
细化活动内容、严格活动要求。每次活动日开始
前，都提前与干部所包靠村居进行对接，提前3天
将活动行程在村居公告栏公示。活动日当天，包靠
干部一家一户走访，征询民意、受理诉求、结对帮
扶。同时，各部门单位“一把手”亲自带头参加，
对群众诉求和反映问题做好登记备案，能当场解决
的当场解决，不能现场办理的要列出台账，限期解
决。

“城市无车日”

让绿色出行成时尚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王萍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22日，寿光举行了以“绿色

交通、清新空气”为主题的第二届“城市无车日活
动”，市内部分道路7：00—19：00实行交通管
制，只允许行人、自行车、公共汽车、出租小汽车
通行，限制其他机动车通行。该项活动旨在推动交
通领域节能减排，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寿光不断学习借鉴先进城市的理念和
做法，对具备条件的新修改造道路同步建设步行和
自行车道，并启动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目前，
该市城区步行道总长度近200公里，专用自行车道
超过100公里，公共自行车站点达到60个，投放自
行车2000辆，形成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建设的
长效发展机制。2011年，寿光成为全国第二批步行
和自行车示范项目城市，2012年8月签订了中国城
市无车日承诺书，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无车日活
动。

寿光开通

社保缴费新模式
□通讯员 张永升 刘瑞全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12日，寿光市社保中心与建

设银行寿光市支行联合构建的社会保险费征缴系统
正式开通。寿光机关事业单位不仅可在社保服务大
厅缴纳社会保险费，同时也可以在规定缴费时间内
到建设银行各网点自行缴纳。此举消除了参保缴费
单位集中在社保大厅排队等候的问题，大大提高了
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缴费效率。

同时，该市社保中心还在协调开通工商银行社
会保险费征缴系统，为企业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提
供更大方便，提高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率，为各项社
会保险待遇及时足额支付提供有力支撑。

“赖”爹进家门，一养三十年
——— 记“寿光好人”李玉金夫妇

□ 见习记者 石如宽 郭继伟
本报记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韩佑铭 卢凯

已经过去快半年了，李玉金和马龙英夫妇
还清楚地记得老郭去世前的情景。

今年3月29日。老郭从床上吃力地坐起来，
摆着手，“你俩过来，说个事。”

马龙英赶紧喊住正准备出门赶公交车的
丈夫，一起走到床前。

“你俩很好，谢谢啦，我快……”老郭挥了
一下手，想说什么，但话已经说不出来。

李玉金心里一惊，“要不要让静波回来？”
老郭点了一下头。

1小时后，李玉金夫妇的儿子李静波赶回
家，拉着老郭的手，呜呜大哭，“爷爷，你想吃什
么？我给你买去。”老郭摇摇头。“想喝酒吗？”

“喝”，老郭努力吐出一个字。
静波将酒放在勺子里，放在老郭嘴边，老

郭啜了两口。
第二天，82岁的老郭走了。
老郭，大名郭延山，和李玉金夫妇并无血

缘关系。

“我就权当赖着你们了”

1980年，为照顾家人，李玉金从淄博调回
寿光清水泊农场一分场。他们一家和已在此工
作20多年的老郭成为同事和邻居。

1931年出生的老郭，是一名孤儿，年轻时
靠拉地排车、出大力为生，居无定所。1954年，
他被地方政府安排到清水泊农场。特殊的成长
经历导致他性格孤僻，终生孤单。

李玉金夫妇到来后，老郭只是冷冷地看着
这一家人，一开始并不搭话。

李玉金两口子也在观察着老郭，只见他买
一块五六斤的肉，洗吧洗吧，切成几大块，就直
接放在锅里煮，一吃好几天。下面条也是一下
满满一锅，几天才吃完。

看到老郭吃饭不正常，“好管闲事”的马龙

英在做饭时就多做一些，送给他。逢年过节，马
龙英做饭，总是留一份给老郭。两家慢慢熟悉
起来，老郭愿意和李家说话了。

据李玉金夫妇回忆，1983年春天的一天，
老郭走进李家，对李玉金夫妇说，你们心眼好，
脾气好，以后我跟着你们吃饭吧。当时李家第
二个孩子静波刚出生，家里条件也不行，夫妇
二人就婉拒了。到了秋天，老郭又提起此事，并
且似乎下定了决心，说你们吃啥我吃啥，跟着
你们吃就行。

从此，李家的饭桌上多了一副碗筷。每到
饭点，老郭都被按时叫上桌。仿佛是缘分，李家
的孩子都觉得老郭很亲。孩子一口一个“爷爷、
爷爷”地喊，让老郭笑容多了起来。不久，李家
建起了一个院子，老郭住在北屋，李玉金夫妇
住在西屋。老郭有时也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退休
金，象征性地交点饭钱。

1988年，农场建起敬老院。许多和老郭一
样的孤寡老人搬了进去。老郭觉得不好意思，
也住了进去。但住了不到半年，因患严重的静
脉曲张，老郭倒在了房间里。听说此事后，马龙
英和静波急忙赶到敬老院。“爷爷，你别在这里
了，咱们回去吧。”静波拉着老郭的手说。老郭
说好，我就权当赖着你们了。

此后，老郭再也没走。

“你们要好好待他”

老郭开始变了，头发理顺了，衣服整洁了，
鞋子干净了，走路有劲了……之前那个脏乎
乎、有异味的老郭不见了，原来骨瘦如柴的他
成了体重80公斤的胖子。

农场的其他孤寡老人都羡慕老郭，有一位
孤寡老人找到李玉金，想享受老郭的“待遇”。

“我们照顾不过来呀，你找别人吧。”李玉金帮
他找到了另外一户好心的人家。

得知闺女被“赖”上了，马龙英的母亲得空
就来看看老郭，给他包肉包子，炒几个菜。每次
吃完饭，老郭就会向邻居炫耀一番，说饭可好
吃啦。马龙英的母亲时常叮嘱李玉金夫妇，“他

跟着你们不容易，你们要好好待他。”
农场的人，要吃蔬菜、水果，得到集市上

买。老郭年纪大了，每天必须吃蔬菜，否则大便
就成问题。距离他们最近的集市也有10公里，
马龙英集集不落。这些年，为买菜，马龙英骑坏
了五六辆小摩托车。

在2012年的一次查体中，老郭被查出患有
糖尿病。有了这种病，老郭饭量大减，日渐消
瘦。李玉金夫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李玉金的
一个外甥在台湾定居，听外甥说台湾有一种治
糖尿病的药不错，于是他让外甥回来探亲时，
给老郭带来了大量药物。

老郭喜欢吃山楂，李家桌子上一年四季少
不了山楂。老郭房间里还放满了各种点心和零
食，大多写着无糖。

老郭行动不便后，大小便经常解在裤子
里。马龙英想了个办法，把老郭的裤子做成开
裆裤，外面再套上裙子，既方便又遮羞。

“没想着回报，俺自己愿意”

最近几年，老郭的身体每况愈下，光住院
就四次。2013年春节前，老郭一下子住了18天。

这段时间，李玉金因农场施工走不开。马

龙英一个人在医院忙不过来，想请个保姆，但
人家一听说要伺候大小便扭头就走。最后，一
天出到200元钱，也没请到一个保姆。于是，马
龙英和儿子、儿媳、孙子轮流在医院照顾老郭。

老郭的幸福生活让病友们羡慕不已。老郭
逢人就说，这是我儿媳，这是我孙子和孙媳妇，
他们可孝顺了。听到老郭这样称呼，马龙英的
眼睛也湿润了，这么多年来从未叫出的称呼，
实际上在他们心中早已存在。

“不是你们，他早就完了。”邻居们从心里
赞赏这种善行。但偶尔也有刺耳的声音：还不
是为了那点钱？老郭退休后，有1000多元的退
休金。“把钱都给你，你管他吗？”邻居一句反
问，那人无言以对。

多年的付出，场里领导也看在眼里，有时
问李玉金，有什么要求？“没啥要求，俺自己愿
意。”李玉金回答。

马龙英也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就要把
他陪到老。再说，多少年了，都有感情了。”

30年如一日，照顾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
老人，李玉金夫妇的事迹感动了寿光人。2013
年，李玉金夫妇被评为“寿光好人”。

“我们吃啥，他吃啥，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的付出。”李玉金夫妇朴实地说。

近几年，被认定为“国家
科技进步示范市”的寿光，重
点推动高标准产业创新平台
建设，提升核心竞争力，推动
企业全面转型升级，主导产业
逐步由“寿光制造”迈向“寿光
创造”。截至目前，寿光高新产
业产值占比达到37 . 23%，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出7 . 5 3个百分
点，实现4年翻一番。

“你们心眼好，以后我就跟着你们吃饭吧，权当赖着你
们了。”1983年春天里的一天，孤苦无依的邻居郭延山走进
李玉金家，要“赖着”一起过日子。谁知，这一“赖”就到了
2013年。30年来，李玉金夫妇无怨无悔地照顾着与自家毫无
血缘关系的“赖爹”郭延山，不是至亲却胜似至亲。

李玉金(左)在照料生前的郭延山(右)老人。

默锐科
技有限公司科
研人员在进行
药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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