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环泽 通讯员 张大东 报道
本报枣庄讯 枣庄市峄城区底阁镇蔬菜种植能手

刘兵，带头成立了强民蔬菜专业合作社，大棚数量由原
来的23个发展到126个，年收入达到800多万元，用工辐
射周边6个村庄。7月14日，记者从区委组织部了解到，
该区通过推广“协会+龙头企业+示范户”培训形式，切
实提高了农村实用人才增收致富技能，实现了农村实
用人才培养一个、带动一批、辐射一片的效果。

自2012年起，峄城在全区342个村居开展农村实用
人才资源调查统计，汇总整理了1500余名45岁以下农
村实用人才信息，并按照“种养殖加工、企业经营、村级
管理、实用技能”4大类，“种植能手、加工能手、专业合
作经济组织和协会带头人、农村文体艺术人才”等10小
类进行细分，一并纳入信息库统一动态管理。

峄城区农村实用人才协会对这些实用人才分类登
记造册、培训管理，将优秀人才从个体优势转化为农村
发展竞争合力，新发展种植、养殖、加工各类专业户205
户，形成了峄州庄园、绿康源蔬菜等一批规模合作社，
辐射带动400余人自主创业。

峄城实用人才

成农村致富领路人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刘 振 陈友祥 报道
本报新泰讯 7月13日，在新泰德普化工

科技公司会议室，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陈必强
等3位专家教授，正在与公司技术人员探讨植
物甾醇酯生产项目技术难题。“市里牵头帮我
们与北京化工大学、江南大学开展了多个生物
化工产品合作项目，为我们引进了包括6位教
授、11位博士在内的研发团队，大大提高了企
业的技术研发水平”。谈起产学研合作，公司负
责人卢伟说。

这是新泰市组织企业与高校开展产学研
合作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新泰市通过请进来、
走出去、搭建合作平台等方式，加强校地、校企
合作，大力引进各类人才，提升了企业的创新
能力。

“我们广泛组织开展产学研活动，为校企
联姻‘做媒’，帮助企业引进了大量的高层次人
才和科技创新团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人才支撑，也促进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新泰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桑民说。

为增强与高校院所对接密度和深度，新泰
市实施“科技合作月月行”行动，每月征集全市
重点企业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和技术需求项
目，与国内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积极联系，组
织企业与相关产业的专家教授对接交流，通过
聘请技术顾问、开展项目合作等方式，帮助企
业破解发展难题。

今年5月，新泰市组织大族再制造、清能创
新等8家企业，前往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
高校进行对接，现场听取了关于光机电一体
化、城市污染治理等最前沿的研究成果，达成

合作协议4个。在这次活动中，清能创新公司与
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王洪涛教授，
达成了城市生活垃圾再利用工艺研发与装备
制造项目的合作协议。“项目落地实施后，一定
能促进企业产业升级。”公司总经理张庆文说。

针对企业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新

泰市还邀请相关产业的专家教授，深入到企业
生产一线，进行现场把脉、会诊开方，一对一沟
通交流，帮助提出对策措施，促进企业技术改
造升级。泰安国泰拖拉机厂就尝到了专家会诊
的甜头。今年6月，新泰市邀请武汉理工大学孟
正华、刘艳雄等9位专家，对全市机械制造产业

的重点企业进行现场指导，在了解到国泰拖拉
机遇到的技术难题后，专家们结合国内农业机
械发展现状，对该企业拖拉机变速箱动力换挡
技术给出了升级方案，并达成了合作意向。

为发挥合作平台对人才的集聚作用，新泰
市鼓励和引导企业与高校合作共建高端研发
平台，引进了一批高端专家人才、一批高新技
术项目，大大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取
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山东泰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建立了张铁
岗院士工作站，引进高层次人才12名，合作实
施了“王家寨煤矿11煤层破碎顶板综合治理技
术研究”项目，取得科研成果3项，新增产值1060
万元、利税320万元。

今年年初，新泰市还与武汉理工大学合作
建设汽车零部件产业研究院，采取“大学牵头、
政府扶持、企业化运作”方式，集聚优势资源，
引进汽车零部件产业科技创新团队，形成了一
批引领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成果，转化了一批
先进技术。目前，武汉理工大学设计制造、山东
大学特种模具再制造用原料开发等6个科技研
发团队已进驻研究院，开展科研项目8项，签订
研发协议4项。

据悉，今年以来，新泰市共组织开展产学
研对接交流活动15次，组织43家企业与国内20
多所知名高校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达
成科技合作协议和合作意向64项，建立了技术
转移中心、专业实践基地等产学研合作平台6
个，全市共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160余人，其中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人，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外国专家27人，科
技创新团队14个。

新泰：政产学研构筑人才集聚高地
开展对接交流活动15次，引进高层次人才160余人

□记者 王福录
通讯员 吕晓滨 李荣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一株株鲜花竞相绽放、一片

测试绿苗诱发生机，这美丽的景色不在室外，
却是山东滨农科技有限公司省级智能生测温
室里的景象。总工程师徐家俊告诉记者：“我们
开发的高效低毒新农药产品，都要在这里的农
作物上进行反复试验，达到理想的效果才推向
市场。”如今，该中心的科研团队有117人，其中
硕士18人，是省发改委批建的农药清洁生产与

综合利用工程实验室。
“滨农”的快速成长，靠的是科技的肥沃

“土壤”。该公司主要生产除草剂、杀虫剂、杀菌
剂三大系列110多个产品品种，投入的研发资
金每年递增20%以上。分管公司财务的滨农科
技副总经理张茂贵说：“没想到这些‘无形’的
发明专利成果，居然真的能为企业从银行换来

‘有形’的真金白银。”在获得的发明专利项目
中，一种含有异丙甲草胺、特丁净的除草组合
物等5项发明专利，经过北京一家权威中介机

构进行评估，认定价值8700万元，可以用于质
押贷款，先后两次分别获得银行贷款5000万
元。去年，滨农科技实现销售收入22 . 5亿元，其
中出口创汇1 . 1亿美元，实现利税2亿多元，产品
出口到了50个国家地区。

“在科技创新方面，滨农科技是‘领头羊’。
经济转型必须突出创新驱动，科技创新能力正
成为提高国际国内竞争力的关键。”滨城区委
书记李家良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基于这一认
识，滨城区委、区政府把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

摆在首位，以发展新兴产业为抓手，以实施一
个项目、转化一项成果、做大一个产业、带动一
方发展为目标，不断培育高新技术产业新的增
长点，着力在提升企业核心创新能力、加快成
果转化上下功夫求实效，提升科技服务水平。

据滨城区科技局局长刘学军介绍，2014
年，滨城区专利申请总量1315件；其中发明专
利申请390件，同比增长133 . 6%。申请、授权总量
均列滨州全市第一位。今年1至3月份，滨城区
又申请专利332件。

滨城区还专门制定了专利权质押贷款管
理暂行办法，区科技部门先后3次组织10多家
企业参加省、市银企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座谈
会，组织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和知
识产权评估机构深入企业进行实地考察；积极
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试点。同时，开展了“专
家走一线”活动，共指导帮助企业73家，解答疑
惑150余项。2013、2014两年，滨农科技、良友防
水等2家企业质押融资贷款1 . 03亿元。

引领企业专注创新 利用专利融资解难

滨城区：“无形”专利换取真金白银

□李梦 杨秀萍 孟庆剑 报道
本报聊城讯 “门槛低，政府还能贴息补助，真给

我们农村年轻人创业帮了大忙了！”7月14日，聊城市东
昌府区闫寺办事处路庄村村民路宗强，对于政府实施
小额担保贷款促进农民创业就业的政策满是感激。

2011年，路宗强辞掉济南的工作回到老家，筹资
12万元承包了10亩荒地，购买了100头仔猪，建起了
猪舍。2013年底，一场疾病给他的猪场带来了很大挑
战。危难之际，东昌府区人社局小额贷款担保中心的
10万元借款，帮他渡过了难关。2014年，他的育肥仔
猪获利5万多元。

“这个政策太好了，贷款利息政府承担，相当于
政府拿钱支持我们创业啊！”侯胜旭2013年回乡创
业，在聊城城区开了一家中式快餐店，其积蓄在店面
装修上全部花完，营业1年，迫切需要上新设备，10
万元的创业小额担保贷款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为激发农民工回乡创业热情，东昌府区在用地、
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门槛，
搞好创业孵化园服务。积极实施小额担保贷款就是其
中一个重要举措。从2014年起，该区对包括农民工在内
的各类创业者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统一提高到10万
元，期限1年，对就业安置人员多、扶持效果好，还款及
时、无不良信贷记录的，允许再申请一次小额担保贴息
贷款。今年以来，贷款对象增加到9类人员，贷款额度由
过去单笔个体5万元、企业200万元提高到现在单笔个
体10万元、企业300万元。凡在该区从事个体经营、创业
企业的城乡各类劳动者，都可以申请创业政策扶持。自
业务开展以来，累计扶持414人，带动3070人就业，发放
贷款7565万元，支付贴息资金171万元。

东昌府区：政府贴息

助农民工返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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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言明 报道
7月10日，国家大学科技园·新泰市合作对接会现场，48家大学科技园与新泰市当地

企业进行对接洽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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