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玉芝 赵芳苑

“要在菏泽开发区建设牛呼吸道合胞体病
毒及蛋白疫苗相关生物技术项目。”华盛顿旅
美科技协会咨询委员会主席汤斌博士的话语掷
地有声。

菏泽，一个位于山东省西南部的欠发达城
市，缘何能吸引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新加
坡等国的15位海外专家“凤凰”，并且成功达成
首个亿元的技术项目合作？在这背后，山东省科
协推出的“海智强鲁计划”功不可没。

筑巢引凤

助推企业转型升级

海潮效应是指海水因天体的引力而涌起海
潮，引力大则出现大潮，引力小则出现小潮，引
力过弱则无潮的现象。人才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
同此理。发挥人才的作用，推动社会的发展进
步，就要优化人才环境，吸引人才。近年来，山
东省科协认真开展五大计划，依托中国科协海外
智力为国服务平台，实施了“海智强鲁计划”。
“海智强鲁计划”以人才交流和技术交流为两
翼，以项目对接为抓手，创新思路，突出特色，
务实推进多领域交流合作。

为了增强对海外专家投资合作的吸引力，省
科协致力于加强海智工作国内外的平台建设。在
省内，经过认真评选，在东部的青岛、烟台、日
照，中部的潍坊，西部的临沂和菏泽建立了首批6

个省级海智基地，并有1个基地因工作成效突出，
率先晋升为国家级工作基地；与此同时，在海
外，加强与国外科技社团的工作协同，先后遴选
了近200位专家加入海智专家库。其中，2015年在
日本、加拿大新建海外工作站2个。海智工作平台
扎实推进，工作机制更加完善，人才和项目对接
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落地项目取得了新突破。

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拦路虎”，自
己却无计可施！为了帮助企业突破技术瓶颈，
2014年以来，各海智基地精选人才和技术需求信
息150多项，通过“海智强鲁计划”，与国外科
技社团、科技工作者进行对接。同时，向各基地
发布80多位海外专家的合作项目。“海智强鲁计
划”举办了3次大规模的“海智专家山东行”，
40多位专家来到菏泽、枣庄、济南、临沂、淄博
实地对接，达成1亿元投资项目1项，意向项目10
多项。

淄博市临淄区区委书记宋振波表示，“海智
强鲁计划”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项目合作、
技术引进、人才推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6
位海归博士到临淄区考察合作，坚定了临淄区创
新发展、跨越赶超的信心和决心。

山东省科协副主席纪洪波认为，“创新驱动
发展的本质是人才驱动发展，‘海智强鲁计划’
集聚国内国外优秀科技工作者、科技社团和企业
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协同创新生态圈，使相关
各方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10月份中国科协海智计划基地工作会议在广
东召开，会上表彰了2016年度海智计划工作先进

单位，山东省科协再获表彰，济南、菏泽被评为
全国先进工作基地。

资金资助

助力青年扬帆远航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
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
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身。”2014年为了
提升山东省科技社团和科技工作者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助力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成长进步，资助
我省科技团体举办对外学术交流活动和我省中青
年科技工作者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省科协创立了
“国际科技交流扬帆行动”(以下简称“扬帆行
动”)。

科技因交流而多彩，科技因互鉴而丰富。
“扬帆行动”每年平均资助10项对外科技交流活
动，支持青年科学家出国交流10人。从滨州科协
举办2016第二届中英禽病研究进展国际研讨会，
到菏泽科协举办中日韩农业合作论坛；从日照科
协举办国际护理管理论坛，到山东公路学会举办
永久性路面国际技术交流会议；从山东标准化协
会举办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学术论坛，到山
东省保健科技协会举办山东省围产期干细胞学术
论坛，都有着“扬帆行动”资助的身影。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
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今年，“扬帆计划”首
次增加了对青年创客出国比赛的资助，以更好地
引导科技工作者投身“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比如，资助玄园园参加在澳门举行的2016年海
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资助李光春走出国
门，前往澳大利亚参加第十八届国际机器人奥
林匹克竞赛。

搭台聚人

让科技工作者结缘成事

搭台聚人，结缘成事是“海智强鲁计划”最
简练的概括。立足服务海内外科技工作者，利用
科协组织优势，凝聚集中政府资源，科协建立了
“四库—两网—两会—两培—多联”的工作框
架，搭起了线上线下双平台。市、省、国家级海
智基地逐级覆盖，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网、国外高
科技项目视频连线、海智协同创新联盟微信群及
公众号多方互联，上下联动，多层次、全方位推
进促成海智资源与我省需求对接。

聚才聚智，谋多方共赢。科协搭台，海外科
技工作者热烈响应，产业领袖、行业专家、一线
创客共聚一堂，政产学研金介积极参与，项目路
演、会议论坛、政策宣传、互动对接……，海外
科技人员充分展示创新成果，为人才资源对接提
供了广阔的平台。加拿大崔鸿创新团队签约省科
学院，美国硅谷科创总裁张汝惟签约省内开发
区，与日本合作的国际专利运营联盟在青岛运
营，多位海智专家落户菏泽学院，海智专家入选
济南“5150引才倍增计划”等，平台的常态化、
精准化支撑，谱写了海内外科技工作者在山东合
作共赢的新篇章。

“平台+项目”双箭齐发
——— 山东省科协对外揽才引智工作见成效

□吕晓峰

鲁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总工程师张贵民，除去企业家的这一身份，
身上的光环还很多———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
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
专家、山东省优秀创新团队核心成员、山东省中
药制药共性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手性
制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哺乳动物细胞高效
表达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等。光环之下的张贵
民，对荣誉，反而看得很淡。在他看来，自己的
身份就是一名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企业管理者和
制药人。

做科研：博采众长，矢志不渝

1993年，福州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的张贵民
来到鲁南制药从事新产品研发工作。从那时开
始，23年来，他的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这里。他的
命运，也与这家企业紧紧相连。

参加工作以后，张贵民从最基层的技术员干
起，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创新。为了工作，
他可以加班加点，十几天吃住在车间，进行科技
攻关；为了工作，他可以常年出差在外，四处学
习求知；为了工作，他常常放弃休息日、节假
日，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一心一意把工作干
好。凭着刻苦不懈的努力，张贵民由一名制药工

人逐渐成长为组长、班长、车间主任、科研部
长、技术总监、总工程师，成为集团公司科研工
作的主持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张贵民率领团队先后完成
38个新药的小试、中试实验任务，27个新产品实
现产品化，多个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年销售收入破
亿元，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张贵民的带动
和努力下，他所在的中试车间、科研部成为科技
人才的培养基地和集聚地，通过发挥不同科技人
才的专业优势，打造人才高地，鲁南制药收获了
丰硕的科技成果。自张贵民负责集团的科研工作
以来，先后主持研发了50多个新药产品，其中30
多个产品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张贵民和他的团队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国家专利金
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奖6项，每年为企业新增
产值20多亿元。

做品牌：大国工匠，追求完美

2015年，央视新闻推出《大国工匠》系列
节目，讲述各行各业匠心筑梦的中国故事。也
是在这一年，长期负责鲁南制药技术研发工作
的张贵民接棒前任，担任鲁南制药董事长，成
为这个有11000名员工、8家子公司的大型综合

制药集团的当家人。
在张贵民看来，鲁南制药50年的发展史，坚

持自觉践行质量、创新、服务、文化的8字方
针，是鲁南不断成长的品牌基因。而这个基因的
成果，就是聚焦主业，专心做药的品牌理念。

张贵民认为，工匠精神追求的完美，首先体
现在对质量的追求上。传统意义上的质量标准只
是60分的及格线，鲁南追求的是100分。要跨越
这40分实现完美，就要在质量上下功夫。鲁南的
做法是，从产品研发、原辅料采购、产品生产、
出厂放行、贮存运输5方面严把产品质量“五
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科研
黄金台”是对创新文化最好的诠释。在张贵民的

主导下，鲁南制药建立了五大国家级研发平台，
建立了以“院士为顾问、博士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的自主创新体系。服务是质量和技术之外的
第三驾马车。鲁南制药建立完善的服务体系，设
有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客户服务中心等专职
机构，配备专人提供专业服务，保障患者权益。

做人心：药贵在民，止于至善

有“药王”之称的唐代名医孙思邈曾言“人
命至重，有贵千金”，故作医书《千金方》。对
于制药人张贵民而言，正如他的名字，药之贵，
在于关乎民命，止于至善。

张贵民常说：“我们造的药，每把质量提高
一点点，就可以给患者减少一些麻烦。对我们来
说，进步只是一点，但对患者而言，帮助却是百
分之百。”无论是做药品研发，还是发展制药企
业，张贵民的心里都有着一个宏愿——— 希望自己
造的药对患者有益，让患者用上质优价廉的国产
名牌药品。为了这个目标，张贵民一直在努力。

在“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健康中国”战
略上升到国家层面。张贵民认为，老百姓面临着
“看病难”、“看病贵”的困扰，存在一些家庭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随着科技进步
和时代发展，这些现象得以改善和缓解。在这方
面，鲁南制药责无旁贷。

对于企业的未来和自己的制药人生，张贵民
有自己的思考。他表示，“保持化学制药优势，
大力发展中药，做强生物制药”是鲁南制药发展
的目标，“今后我们将努力发展中药，做强化学
药，做大生物制药，以持续技术创新、创建百年
品牌，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健康中国’目标
的实现作出更大的贡献。”

泰安掀起科普热

□曹儒峰 武建堂

“早就想种植蘑菇，可是不懂技术总

不敢动手。”“我种的蘑菇成活率不高，

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等一下可要好好

向专家请教。”

日前，听说泰安市农科院食用菌研究

所所长安秀荣要来“传经送宝”，早早从

十里八乡赶来的乡亲们在东平县戴庙镇张

垓村大礼堂议论开来。

“菌棚要选择地势平坦、通风良好、

光 照时间短 、昼夜 温 差 大 的 田 块 搭

建……”前来授课的安秀荣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及图文并茂的形式，从选址、配料、

灭菌、接种、培育等方面对食用菌栽培作

了系统的讲解。

培训结束后，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

张垓村的张新亮拽着安秀荣到自己的香菇

基地去“开小灶”。

张垓村的科普活动只是一个缩影。泰

安市科协组建了由农业、林业、畜牧养

殖、医疗卫生、工程等130人组成的科普

专家志愿服务团，面向基层征集200余项

科技需求，通过专家指导、专家讲座、结

对帮扶等方式，年开展专家精准扶贫行动

50余场次。注重加强农村科普带头人培

育，通过提供信息、技术、资金支持等措

施，支持带头人创办科技示范基地或成立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带领群众发家致富。

目前，全市农技协达到109个，受到中国

科协、财政部及省科协、省财政厅表彰的

科普惠农示范项目65个。

近年来，泰安市科协以惠民为中心，

在硬件提升上下足了功夫。

在基层卫生院所、便民服务大厅、科

普惠农服务站等人员集中的地方，为老百

姓免费安装数字科普电视580台，群众通

过先进的数字传输系统学习各类优质科普

资源；泰安市科技馆加强规范化建设，充

实完善展品260件（套），实行工作日及

节假日无休开放，年接待社会各界群众及

中小学生达3万人次来馆参观；组织省流

动科技馆在6个县市区巡展，把“流动科

技馆”开到学校、社区；国家、省、市级

以上科普教育基地达到112处……

硬件上星，软件争优。泰安市科协更

加注重服务工作，引领全民提素。

发挥全民科学素质领导小组牵头单

位作用，积极推动科学素质教育纳入领

导干部(公务员)培训计划，实施系列农

民培训项目，强化技能人才培训，加大

未成年人科技教育，全市重点人群科学

素质显著提升。目前，全市参加五学科奥

赛、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活动的学校达

361所，占全市中小学校总数的49 . 3%，年

参与人数5000余人；开展未成年人科学素

质校本课程的学校522所，占全市中小学

总数的71%。先后组织200余名农村贫困学

生开展夏（冬）令营，免费参观省科技

馆、省博物馆、青岛海底世界等，培养农

村孩子特别是留守儿童的科技兴趣，感受

科普的阳光。

泰安市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青少年科

技人才。东岳中学刘小祎代表中国代表团

参加2012第64届IENA德国纽伦堡国际创

新发明青少年发明创新竞赛摘得金牌，荣

获金奖，泰安一中代表队代表中国赴澳大

利亚参加机器人FTC总决赛，500余名选

手获国家级、省级科技赛事一、二、三等

奖，26名学生通过参加科技竞赛被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高校自主招生提前录取。

“下一步，泰安市将深入推进四大重

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突出抓好科普基础

设施建设、科普信息化建设，积极争取财

政资金投入，逐步建立社会化融资机制，

确保‘十三五’末泰安市具备基本科学素

质的人口比例超过10 . 5%。”泰安市科协

党组书记、副主席张秀峰说。

□刘玮

盛夏时节，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正是放暑
假自由玩耍的时候。

对于今年刚刚获得“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称号的王克伟和他的学生而言，暑假
除了放松和玩耍，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无线电测向野外练习。这是王克伟作为科技辅
导员工作的一部分，而这份工作，这名33岁的
乡村小学老师已经做了近十年。

教学相长：千里马遇到伯乐

2005年，80后大学生王克伟从曲阜师范大
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毕业，放弃到大城市工
作的机会，回到老家临沂市罗庄区从事小学
科普教育辅导工作。起初，王克伟在村小学
工作。这里条件艰苦、经费不足、资料匮
乏、器材短缺。面对困难，天生一股韧劲的
王克伟没有气馁。

他从自制教具开始，结合自己的专业知
识，自掏腰包购买专业书籍和器材设备来制作
各种教学工具。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
王克伟自制了50多件展教具并在学校推广使
用。这些展教具点亮了课堂，将课堂中难以用
语言表述的科学现象直观、形象、易于表达地

呈现出来。在王克伟的手中，科学不再是枯燥
的公式和定理，而是一个个鲜活有趣的迷人探
究过程。

王克伟的努力得到了学生们的认可，也引
起了高都中心小学领导的重视。担任高都小学
乡村学校少年宫主任的孙其进，从事小学生科

普工作已近二十年，是高都小学学生科普创新
教育的开拓者。他敏锐地发觉王克伟身上的
专业能力和工作热情。2011年，在孙其进的建
议下，王克伟从村小学来到条件稍好的高都
中心小学担任专职科技辅导员。在这里，王
克伟这匹千里马奔腾驰骋的能量绽放出更加
夺目的光彩。

科技辅导：创新花开智慧园

作为一名农村小学的基层科技辅导员，王
克伟和前辈们将全部兴趣和工作热情投入到青
少年科技教育和科普宣传中，为提升农村青少
年科学素养作出了很大贡献。

2011年，在省科协的指导帮助下，高都小
学成立了临沂市唯一的无线电测向队，王克伟
和老师们悉心指导，利用寒暑假和日常休息的
时间，带领孩子们开展野外测向练习。经过努

力，测向队连续三年获得山东省团体冠军，结
束了临沂市没有青少年测向队参加省级比赛的
历史。2013年，王克伟带领11名学生参加“我
的中国梦”全国青少年航天科普大赛，获得一
等奖19项、二等奖7项的辉煌成绩。在他指导
参加全国劳技创新作品大赛的学生中，3人获
得国家金奖，3人获得国家银奖，5人获得国
家铜奖。多年来，王克伟指导的学生在各级
青少年科技创新发明创造活动中获奖无数，
先后有100多件作品在国家省市级比赛中获得
一、二等奖。

在学校的支持下，王克伟将创客教育引入
学校，在科技教育体系中打造了山东省农村小
学的第一家创客空间。学校先后投入数万元购
买激光切割机、3D打印机等智能控件，他又将
自己购买的数千元科普书籍全部捐献到创客空
间。依托创客空间，王克伟开发了系列创客教
育课程，以自主开发的创新辅助教学具，使学
生在游戏中掌握基本的发明创造方法，开发基
于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和智能控制技术的课程，
使农村孩子也能紧跟智能社会的脚步。

扬帆起航：科技光遍洒希望田

在高都小学校园一角，学校为学生们规
划了科学研究实验田。学生们按项目分配园

地，种植农作物并进行观察记录。与这片小
小的实验田里的作物一同茁壮成长的，除了
孩子们高涨的科学探究热情，还有王克伟自
己的努力奋进。

在指导学生的同时，王克伟一刻也没有
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为自己制订了严格的
学习计划，每天读多少页书、算多少道题、
写多少字的文章，一切都井井有条，雷打不
动。清贫的教学工作，也为他提供了清静的
学习环境。10年来，王克伟先后发表科技创
新论文100多篇，主持国家、省级课题多项，
研究成果《临沂高都小学科技系列课本课程
开发与实施研究》在山东省教学成果评选中
获得二等奖。由于在农村科技教育中表现突
出，王克伟先后获得全国十佳优秀科技辅导
员、山东省优秀科技辅导员、中国创新型名
师、全国航天科普优秀园丁、山东省科学研
修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在当选的第七届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王克伟，是为数不多
的小学老师。

在高都小学的教学楼上刻着这样一句话：
教育就是尽责，为家庭和社会力尽职责。对于
王克伟和孙其进们来说，他们是尽责的，是他
们播下一颗颗科学的种子，未来一天，这些种
子会在乡村少年的心间长成一棵棵参天大树，
科技之花必将开满希望的田野。

10月26日上午，山东省科协科普特效影院大篷车开进济南市长清一中校
园，吸引了来自全区8个中小学校的600余名师生前来参观体验。（左图）

当日，长清区中小学校创客节隆重举办，小创客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小科
技展品拿来展示，与大家一起互动交流。（上图） □刘玮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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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 宁静致远
——— 记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张贵民

他让科技点亮课堂
——— 记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王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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