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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李静
本 报 记 者 袁涛

今年4月份，省委组织部、省发改委、财政
厅联合印发了《西部经济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
重点区域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目管理办法》。
办法集中支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重点科技攻
关、重点科技创新项目急需的人才，产业结构
优化、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和高新技术优势特色
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急需人才。

项目带动企业，人才团队则是项目的最
重要智力支撑。

10月下旬，记者赴菏泽、济宁，走访多家急
需紧缺人才项目所在企事业单位，感受到省里
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项目更加接地气，西部对
人才很有需求，经过一年的努力，人才对产业
的支撑和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高科技引领经济“新高地”

在位于菏泽市的玉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研发成果展厅内，记者见到了一款电池的
核心组成部分——— 电芯，一个20厘米长、13

厘米宽、不足10毫米厚的薄片，一块电池则
是由数十甚至上百个这样的电芯组成。

“别小看这个薄片，它可是决定了电池
的质量。”玉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成龙介绍，电芯作为储能装置，其性能直
接决定了电池的性能。相比传统动力电池，
这款快充型电池能量密度达到了135Wh/kg，
比市场上其它品牌高出近40Wh/kg，因而重量
大大减轻，以普通家用新能源轿车为例，这款
新型电池的重量不足传统充电电池的一半。更
为突出的是它在充电时间上的突破性革新，10
分钟充电至最大容量的80%，半小时充至最大
容量，正常使用充电次数可达3000次以上，数
倍于现在各种设备中的充电电池寿命，且续航
里程最高可达350公里—400公里。

“产品性能的改进源于基础原材料性能
的提升，这款快充型锂电动力电池最大的特
点就是加入了石墨烯。”赵成龙介绍，作为
目前发现的最薄、导电导热性能最强的一种
新型纳米材料，在电芯中加入石墨烯，可将
电芯内阻减小到最小，有效地解决了阻碍锂
电池产品快速充电的技术瓶颈，同时大大延
长了电池寿命。

自急需紧缺人才支持项目计划实施以
来，人才项目的评选条件更加贴近实际。据
了解，从申报到审定，历时4个多月，历经申
报要件和产业政策审查，项目查重，专家评
审，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和公示公告等
多个遴选环节。

“引进人才应具有较高的学术或技术水
平，从事专业与当地产业发展契合度高，具备
关键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人才所承担的
项目符合受援地产业发展方向。”这是人才项
目管理办法对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目的要求。

急需紧缺人才支持项目计划面向国内外
引进一批人才团队，支持受援地依托本辖区
内企业和事业单位，采取全职引进和柔性合
作相结合的方式，引进经济发展急需紧缺的
科技产业人才。赵成龙博士是该项目引进人
才，他向记者介绍的石墨烯，就是其团队
“高端动力电芯及石墨烯的研制生产项目”
重点 研发的高性能绿色电源材料，是新能

源新材料产业的先导之一。

企业孵化，高科技走出象牙塔

据统计，结合区域发展实际，目前，西
部经济隆起带区域内拥有国家级高新区4个，
培育建设了27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
和32个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了德州
体育装备等10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临沂
中药制药新技术等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8个国
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等“国字号”重大创新平
台，共争取863、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50个重大
项目，区域核心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今年是我省西部经济隆起带实施的第三
年。三年磨一剑，我省西部经济的“宝剑”
也正在崭露头角。产业发展作为区域发展的
核心和主要着力点，综合考虑发展基础、优
势和潜力，我省已确定重点培育现代农业、
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新能源、现
代化工等8个领域。

位于成武县的山东达驰电气有限公司是
清华大学的中试基地，分别与沈阳变压器研
究院、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等科
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科研院所里那些先进的专利技术，不能在
实验室老放着，不中试孵化不可能转化为生
产力。我们联手大学成立的试验大厅，就是
让企业直接接触学者的专利技术。”达驰公
司董事长马效坤告诉记者。

关键技术制约是最大瓶颈

在我省实现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

时期，加快急需紧缺人才建设，是我省激发动
力活力，完善全省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山东
长期发展后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选
择。

采访中，记者发现，关键技术制约依然
是当前要突破的最大瓶颈。在位于郓城县的
山东绅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引进的人才滕
葳研究员告诉记者，中国虽已成为世界上首
屈一指的肝素钠原料药生产以及出口大国，
但依诺肝素钠却仍大部分需要进口。

据介绍，目前，项目在执行过程中，面
临着科技人才资源总体不足，科技领军人才
缺乏，长远发展的人才支撑和创新动力不足
的问题。

“我们的生物类似药研发平台建设项
目，面临针对新药的致敏性、杂质、稳定性
以及新药开发等研究过程中的实验室基础设
施瓶颈问题，目前急需解决国内外高度关注
的仿制药研究、药物一致性评价和药理毒理
研究的问题研究不是很深，需要加大人才引
进、培养以及政府的政策资金扶持。”引进
急需紧缺人才项目单位山东睿鹰先锋制药有
限公司总经理尚中栋告诉记者。

2016年，我省对西部经济隆起带和省扶
贫开发重点区域人才项目资金扶持加大力
度。人才支持项目计划规定“重点项目每年
30个，资助额度为每个150万元；优秀项目每
年支持70个，资助额度为每个75万元，资助
资金总金额比上年度高出近4倍”。

市场的活力在产业，产业的主体在企
业，企业的生命力在人才和项目。随着我省
对西部人才和西部产业的愈发重视，西部经
济将持续加快发展。

我省集中支持西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攻关、科技创新项目急需人才

补智力短板，拉动“一带”崛起
◆2014年9月30日，我省发

布了《关于加强西部经济隆起带

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人才支持

的意见》，这是省委、省政府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助推西部经济

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建

设的重要举措。计划实施近一年

来，我省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带

来了哪些技术，又攻克了哪些关

键点，研发了多少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新产品？近日，记者走访了

部分企业。

□ 本报通讯员 李静
本 报 记 者 袁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是贯穿“十三
五”期间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条主线。围绕
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期，在省发改委举办的全省农经形势研讨
会上，德州、济宁、威海、新泰、诸城、宁
阳等6个市县，围绕高标准农田建设、生态保
护与建设、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种养结合等
领域分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济宁———

建设十项重大示范工程
在生态保护与建设方面，济宁市全面启

动了十项重大示范工程建设，一些主要生态
指标已提前完成了2016年预期目标，森林覆
盖率达到30 . 2%，湿地保护率达到86%，重要
河湖库水功能区达标率76%，城区建成区绿地
率36 . 5%，城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41 . 3%，城
市污水集中处理率97%，城区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10 . 4平方米。

规划引领，全方位推进示范区建设。济
宁制定出台了《济宁市市级公益林管理办
法》等10余项政策性文件。截至目前，向上
争取十大重点工程领域项目72个，获得省以
上扶持资金10 . 25亿元；利用专项建设基金项
目57个，申请贷款额度26亿元。争取省财政
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专项资金9000万元，占
全省的60%。强化耕地占补平衡，2016年已争
取耕地占补平衡规模2310亩。

建立示范区建设保障体系，强化“三条红

线”刚性约束管理，2015年底，济宁取水总量、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农业灌溉水利用系
数、重要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均超额完成省下
达的“三条红线”的控制指标。新增汶上、金乡、
任城3个省级水资源管理规范化建设示范县，
市级示范县总数达8个，创建率达到73%。

威海———

推动海洋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威海市深化蓝色经济区建设，

强化经略海洋意识，全力打造“海上粮仓”
建设核心区，积极推动海洋渔业大市向海洋
经济强市跨越。设立5000万元专项资金，组
建海洋产业基金，累计发放海域抵押贷款150
亿元，支持11家涉海企业在区域股权市场挂
牌。今年，争取省里重点支持威海海洋与渔
业44项工作，落实资金8亿元。

威海海洋优势突出，通过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2015年，威海专业远洋渔船达到352
艘，远洋渔业总体规模占全省的80%、全国的
20%。培植了海参、海带、牡蛎等6个年产值
过10亿元的养殖品种，其中海带产量占全国
一半，海参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成功打造
中国海参交易中心和渔具交易中心，海参、
渔具交易量分别占全国的1/4、1/2以上。

在远洋渔业方面，威海推行“船队+基
地”发展模式，大力培植远洋渔业龙头企
业，推进远洋渔业开发与合作，全力打造中
国北方远洋渔业基地；持续优化海水增养殖
发展布局，构建良种体系，集中打造国家级
综合性海洋生物遗传育种中心、10处专业性
育种基地；连续三年对休闲渔业项目进行奖

补，打造环千公里海岸线的休闲渔业产业
带。创建国家级休闲渔业示范基地17处、省
级休闲海钓场17处和省级休闲海钓示范基地5
处，延伸产业链条。

同时，通过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能力，打造院士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
40多家，全国唯一的浅海海上综合试验场和
海洋生物碳汇研发基地正抓紧建设。与中国
海洋大学、山东大学开展共建。实施了包括
海洋863、973等项目在内的科技项目300多
个。结合双岛湾科技城、东部滨海新城等重
点区域开发，威海规划建设了35个省级现代
渔业示范园区，渔业园区水产品产量、产值
分别占全市的37%、40%。

济南———

打造现代农业综合体
济南打造现代农业综合体是推进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范例。济南在南部
资源保护与高产优质产业带、中部章历特色
中药示范产业带、平阴南部山区传统中药材
生产基地、黄河以北中药材产业新生带等四
个优势产业带，推广了林药、果药和粮药间
作套种模式，一批专业化中药材生产乡镇及
药材主题园区加速发展，中药材、茶叶等特
色产业生产规模和品牌效应扩大。

实施片区化建设和组团式开发，济南重
点谋划以特色产业、休闲观光、都市田园、
高效渔业为核心的发展格局，集生产、生
活、生态功能于一体，一二三产业各领域的
全面拓展。

目前，济南已经建成休闲农业景区200余

处，推出“齐鲁风情8号线”等6大类60个精
品线路，形成了春赏花、夏纳凉、秋采摘、
冬健身、全年农家乐的观光休闲农业产业体
系。依托黄河风情农业带，重点培植稻米、
莲藕、水产养殖等主导产业，沿黄10万亩水
稻生产长廊和7万亩沿黄生态渔业产业带正在
逐步成型。

今年以来，济南加大现代农业综合体建
设力度，累计建成“一区六园”（市农高区
和6个县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和都市农业园区
200个，特别是围绕“一区六园”建设，累计投入
资金3亿元，扶持建成综合性园区6个、专业园
区3个，转化了一批农业高新技术成果，打造了
一批区域优势产业和品牌农产品。

但在发展过程中，现代农业园区同质化
竞争严重，主导产业不突出，链条短窄，品
牌意识不强的问题日益凸显，在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农业转型升级的步伐。因此，在推进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新形势下，济南
出台《关于推进现代农业综合体建设加快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意见》，启动现代农业综
合体建设项目。

新兴现代农业综合体加快落地。目前，
济南家庭农场注册总数达到1276家，农民合
作社5647家，实现了从无到有大发展；规模
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到536家，是“十一
五”末的1 . 5倍，实现销售收入469亿元，带
动发展“一村一品”专业村336个。新型农业
主体帮贫带富，有力促进了农民增收，提升
了农业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农
村产权交易、农业融资担保和产权信息管理
“三台共建”，目前，已经办理流转业务300
余宗，交易额1 . 1亿元。

济宁建设重大示范工程，威海打造“海上粮仓”，济南加快推进现代农业综合体落地……

山东深化农业改革创新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周建明 报道
根据新近获得的统计数字，今年前三

季度，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下线整车超过5万辆。

今年以来，该企业通过提高智能制造和
创新研发水平，自主生产的高端卡车JH6、
J6F等系列产品受到非洲、东南亚和国内市场
青睐，产销量同比增五成以上。图为位于即
墨市龙泉街道的一汽解放青岛生产基地内，
工人正在高端卡车生产线上作业。

□记者 袁涛 通讯员 李静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0月20日上午，省发改委党组书

记、主任王忠林带队，机关和委属单位部分党员干部
到省党史陈列馆参观了《伟大的壮举 英雄的史
诗——— 山东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展》。

此次展览全面展现了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和英雄壮举，展示了红军长
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和宝贵经验，以及长征在中国革
命史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通过参观展
览，大家进一步了解了长征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曲折
历程，理解了理想信念对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
要作用，更加清楚了长征胜利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
伟大意义，进一步感受到了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
感人力量。

□张中 杜文景 报道
▲10月16日，郯城县绿园花卉种植合作社

基地里，游客在拍照留念。
该花卉合作社在郯城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和

农商行的扶持下，投资60多万元，通过土地流
转，采取“合作社+社员”种植模式，成立了占地
100多亩的花卉“代种代管”繁育基地。

省发改委参观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展览

□记者 杜文景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海洋环境安全保障”重点专项2016年度项目
安排。在全国26个项目当中，中国海洋大学等5家
驻青单位承担的海洋仪器设备规范化海上试验等6
个项目入围，超过立项总数的1/5，项目支持经费
达到1 . 58亿元。

据了解，此次公布的重点专项紧紧围绕提升我
国海洋环境安全保障能力的需求，重点发展海洋监
测高新技术装备产业，将培育一批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创新基地，使仪器装备自给能力提升到50%以
上；重点发展全球10公里分辨率（海上丝绸之路海
域4公里分辨率）海洋环境预报模式，提供多用户
预报产品并实现业务化运行；重点构建国家海洋环
境安全平台技术体系，实现平台业务试运行，以支
撑风暴潮、浒苔、溢油等重大海洋灾害与突发环境
事件的应对。

青岛6个海洋环境项目
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枣庄讯 记者近日从枣庄市安监局获悉，

为了切实提高企业的本质安全生产水平，枣庄市开
发了“企业隐患自查自改闭环管理系统”，由政府
出钱免费提供给企业使用。

记者了解到，该系统通过信息化手段，让企业
按班组、车间、公司制订严格的班、天、周、月、
季、年等隐患排查制度，自主设定识别、响应、分
配、整改、验收的路径，配合微信功能，全方位排
查治理隐患，分工明确，责任到人，闭环管理。目
前枣庄已有703家企业注册使用了该软件，自查隐
患最多的企业达到1523条，平均每天查出和消除隐
患4—7条。枣庄市安监局副局长刘忠波介绍：“我
们力争年内高危生产企业使用率达到100%，规模
以上工贸企业达到80%。”

枣庄推进
“互联网+安全管理”

□崔巧玲 程昊 报道
本报平度讯 “葡萄能人”高竹亭在低海拔、

低纬度极限地区成功种植冰葡萄，酿成高档冰葡萄
酒；返乡大学生王聪通过网络销售葡萄，一年卖出
10万斤，并带动周边300多人网络销售农产品；
“土专家”綦博兴发明的大葱收获机登上了中央电
视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下，
平度市一批“农民创客”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引
领了农民创新创业的新风潮。

据了解，作为全省唯一入选的国家中小城市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平度市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为广大农民创新创业营造良好
创业环境，让更多农民加入到创新创业的行列中。围
绕农民创新创业，平度市开创了“农创+科技、农
创+品牌、农创+旅游、农创+电商、农创+脱贫”
的“1+5”模式，通过产业融合、先进带动、机制
联结，让农民真正享受到创新创业发展成果。

“农民创客”

引领平度创新创业新风潮

□甄再斌 报道
本报枣庄讯 今年，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以培

育新型工业化主导产业为统领，围绕镇园合一、产城
一体工作思路，采取“智力帮扶”的模式，尽心尽力为
企业发展做好信息、创新等方面的协调服务工作，积
极帮扶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品种扩张，推动项目配套
建设，力促工业转型升级，镇域经济蓬勃发展。

该镇重点项目发展办通过协调、引导帮扶枣庄
通晟实业有限公司创建国家级技术中心，依靠山东
大学开发新产品，打造鲁南锻造基地。同时，该镇
通过盘活落后产能企业、废弃砖厂、洗煤厂等存量
土地，储备城镇建设、项目落地的空间资源。该镇
着实培育新型工业化产业，大力引进新兴项目，主
动承接八一热电扩建的下游、配套项目。

陶庄镇“智力帮扶”
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

沂源土地确权成果应用
实现双赢

□通讯员 张琦 尚现军 报道
本报沂源讯 近日，沂源县北流水村沂源红苹

果现代化栽培示范基地，800亩苹果喜获丰收。
北流水村沂源红苹果现代化栽培示范基地，通

过土地流转采取果农入股的方式发展现代农业。果
农在参股分红的同时还能到基地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仅此一项农
民每人每年就能增加收入1万多元，实现了基地经营
效益和群众家庭收入的双赢。北流水村作为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成果应用试点村，依托村里
的润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沂源县农经局局长胡立波介绍，近年来，该县
按照省市要求，认真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
政策，有效解决了农村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了部
分土地规模经营，达到流转企业与农户双赢的目
的。目前全县土地流转面积达到8 . 4万亩。

■背景资料：人才项目计划自2015年以

来，共实施了2015年度、2016年度两批计划。
2015年安排100个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

目，其中装备制造25个、现代农业15个、新材
料16个、生物医药23个、化工6个、能源4个、
轻工6个、电子信息2个，资源综合利用2个，
现代服务业1个。共引进人才116人，博士以上
学位或高级职业技术资格105名、硕士学位或

中级职业技术资格11人。项目共研发关键技
术220项，力争新增国家发明专利、实用新型
专利141项。

2016年安排的100个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
目在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轻工等
方面拥有8项国际领先技术；在装备制造、生
物医药、新材料、现代农业、化工等领域填
补13项国内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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