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侯刚 石勇 田彬 报道
本报齐河讯 11月7日，中国中小城市经

济发展委员会、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等
单位发布2016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
齐河县连续第三年入围，并在去年跃升10个
位次的基础上，今年再次跃升5位，上升至第
80位，两年提升了15个位次。从2014年首度跨
入“百强”，到近两年连续争先晋位，齐河
“百强”路上成功演绎三级跳。

与此同时，该县还入选2016年度中国最
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县市、创新创业
（双创）百强县市、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
市，分别名列第23位、第22位和第43位。

“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虽然我
们蝉联‘百强’，但是仍在后位徘徊，必须
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不断增强争
先晋位的强劲势头。”齐河县委书记孟令兴
说。齐河始终以协同发展战略统揽全局，认
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制定既要跳脚够

得着、又要符合齐河发展实际的长远目标，
确保“十三五”期间跻身全省发展20强、全
国百强县50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用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圈一带”等战略机遇，实行更加积极主
动的开放战略，着力打造承接京津产业转移
的最佳服务区。以“山东省会北城”为定
位，全力打造30分钟航空出港、20分钟高铁
进站、5分钟上高速、铁路连四站（济南、济
南东、晏城、潘店）、高铁连三站（济南
西、济南北、潘店）、轻轨通省城的基础设
施大格局，建设济齐一体化生活圈。围绕壮
大园区经济、促进集约集聚发展，培育形成
了经济开发区、黄河国际生态城、齐鲁高新
技术开发区、济北高铁枢纽经济协作区等四
大经济增长极和华店、潘店等乡镇特色园区
竞相发展的局面，构筑起了齐河近期、中
期、远期经济发展的立体框架。

将改革创新作为最强动力，齐河着力突
破科技、高端人才、资金、用地等瓶颈制

约。建成国家级科技孵化器——— 齐鲁科技孵
化器，已经签约落户美国硅谷（齐河）科技
创新中心、中法生物创新研究中心等10多个
高新技术项目。持续完善齐鲁高新技术开发
区建设，打造“高新技术研示园、新兴产业
聚集地、创新创业先导区，经济发展增长
极”，中关村海淀园齐河科技城、百多安生
物医学科技园等一批高新产业项目先后签约
落地。继续实施“一企一平台”工程，支持
企业自主建设或联合组建一批企业科技创新
平台和产业技术联盟。目前，全县市级以上
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8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和工程实验室等各类创新平台达到66家，
预计今年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将超过90亿
元，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33%。

另外，齐河还从创新人才管理体制、构
建更加灵活开放的引才用才机制、加强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等7个方面，对企业自主创新、
人才创业、单位引进人才等制定了25项扶持
新政。目前，齐河已经引进两院院士、泰山

学者、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65人，其中两院院
士、千人计划和德州市现代产业首席专家10
人。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做大股权融资，布
局债券市场，已帮助11家企业在“新三板”
和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牌，发行了双创孵
化专项债券筹集资金15亿元，建设齐鲁科技
企业孵化器、SOHO创业中心、创意工坊、综
合服务楼、研发中心等项目。

该县把招商引资作为培植发展新优势的
必由之路，成立3个专业招商公司，两个驻外
招商办，深入实施招商引资百天引进资金百
亿元的“双百会战”和“百人进京、百亿落
地”招商工程，迅速隆起铁路装备制造、绿
色煤炭及化工、新能源汽车、文化旅游、现
代物流等十大现代产业集群。

今年以来，齐河县地区生产总值、地方
财政收入增幅均在两位数以上，连续8年稳居
德州市首位，实现平稳健康有序发展。在
2016年德州市下半年协同发展督查评议活动
中，齐河再夺第一名。

连续三年入围 两年提升15个位次

齐河：“百强”路上演绎三级跳
□记者 赵德鑫 通讯员 朱雨桐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正愁招聘不到人呢，你们就来

了。”济宁市珠江体育文化发展公司人事部门的刘女
士说道，“我们公司条件受限，吸引力不足，很多体
育高校的毕业生都招聘不到，有了新区在人才引进方
面的政策扶持，可以帮助我们缓解一下困局。”近日，济
宁市太白湖新区为了促进企业与人才的有机融合，建
立企业人才需求目录，精心组织人员有针对性地对区
内规模以上企业进行走访，把服务送到企业门口。

对于太白湖新区内的国有大型企业，新区积极树
立人才引进典型模范，保证相关人才优惠政策的落实。
为给传统企业做好服务，新区在关键技术支持上引进
柔性高端人才扶持，不断提高传统行业技术质量。同时
吸纳当地富余劳动力，特别是精准扶贫对象，促进当地
人在本地就业。在新兴技术企业方面，新区针对高层次
人才需求较大情况，积极展开企业与人才的对接。

太白湖新区助力企业引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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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桥 赵秀峰 赵辛磊 报道
本报惠民讯 一种叶片宽厚翠绿，茎秆嫩黄呈节

状，酷似笋尖的蔬菜，谁能想到它的钙含量每百克高
达331毫克，是牛奶钙含量的3倍，是普通蔬菜钙含量
的10倍以上。惠民县新东方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佃惠，就将这种从东北引入的高钙菜选育成功，并
发展到了1000多亩的规模。

“我们研发培育并命名的景天元七(TM)养心菜在
国家权威部门进行了多项检测，检测报告证实其营养
和药用价值均优于普通的高钙养心菜。”刘佃惠说。

与普通蔬菜不同，高钙养心菜种一年，可以连续
10年收获新鲜茎叶，就像韭菜一样随割随长。高钙养
心菜亩产量在7000公斤左右。按照目前市场价，除去
成本，亩产值5000元左右。目前，公司已引导农民种
植高钙菜，成熟后进行合同收购，增加农民收入。

惠民成功选育高钙菜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一直盼望着有个社区老年食堂，今

天终于开张了，真好，高兴得要命。”11月1日，家住青岛
市市南区江苏路街道信号山路31号的86岁老人张淑华
说：“孩子住的远，上班忙，我一个人在家吃午饭，以前
都是凑付。街道开了老年食堂，太方便了。”

当天，江苏路街道老年食堂正式投入运营，为管
区内近百位老年人提供就餐服务。老年食堂位于信号
山路2号甲，面积约200平方米，设有配餐区、就餐
区、休息室，可同时容纳60余人就餐。除双休日和法
定假日外，每天提供午餐服务，主要面向辖区内居住
的60岁以上老年人。每餐提供一荤两素一汤，仅收取
10元餐费。为控制好每天饭菜的数量，避免浪费，采
用购买月卡制度，老年人持就餐卡就餐。

社区老年食堂是市南区推出的一项立足老年人现
实需求、深化基层社会服务的民生项目。截至目前，
市南区建成社区老年食堂16处，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
为老年人提供经济实惠、便捷卫生的配餐服务，解决
了1500多名社区老年人午饭难的问题。

青岛市南区建成

老年食堂16处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刘国伟 报道
本报郯城讯 在郯城县李庄镇美丽的沂

河之滨，有一家名为山东麦德盈华科技有限
公司的企业。“麦德盈华”，就是“Made in
China”的音译，它寄托着刘继国博士的“中
国制造PET”之梦——— 中国人也能造出世界
级的大型医疗设备。

PET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的英
文缩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医学分子
影像设备。和传统的CT和MRI等成像设备相
比，PET能更早发现肿瘤、心血管和神经系
统的病变，从而挽救患者生命，被称为“生
命雷达”。长期以来，PET的生产一直被跨
国企业垄断，一台PET设备的价格高达2000万

元，单次扫描费用达上万元，超出了大多数
病人的负担能力，严重阻碍了PET设备在国
内的应用。

刘继国博士曾在美国休斯敦安德森癌症
研究中心留学，先后参与研制了世界上最高
灵敏度的小动物PET和分辨率最高的人体
PET研制工作。学成后，他毅然放弃国外优
厚的条件，回国创业。郯城县了解此事后，
立即同刘继国博士进行对接，组织专人提供
服务，在办公厂房、研发场地、企业融资、
项目申报等方面提供最大的便利和支持，协
助他注册成立了山东麦德盈华科技有限公
司，并提供200万元启动资金，保证了企业顺
利在郯城县高科技电子产业园落地并投产。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刘继国团队终于完成了

小动物PET的产品开发，设备通过了业内专
家的技术鉴定，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填补了国内空白。

刘继国博士团队只是落户郯城的众多高
科技人才团队的一支，仅今年上半年，就相
继有“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美国籍陈冬
岩博士、“六盘山友谊奖”加拿大籍刘海波
博士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窦少彬博士3个博
士创业项目入驻郯城高科技电子产业园。郯
城县千方百计引进高端人才，创新服务留住
人才。该县设立了500万元的人才工作专项经
费、5000万元产业发展引导基金。着力打造
高端产业聚集区，先后开发建设金谷博士创
业园、高科技电子产业园、医药产业园、大
学生创业园等高科技创新创业园区，为各类

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便利条件。
为增强内生动力，郯城鼓励支持企业建

立各类科技研发平台载体，进一步吸引和留
住人才。2015年，山东鲁南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功申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实现了郯城县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零”的突破。2016年4
月，化工产业园区与北京化工大学研究中心
共建化工产业孵化器，进一步提高项目承载
力。目前，郯城县已建成国家级科研平台1
个、省级平台5个、市级平台28个。该县计划
用3至5年打造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引进
20个博士创业团队进驻，到2020年，建成长江
以北重要的高科技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吸引
更多高层次人才到郯城创新创业。

郯城靠政策吸引人才，凭服务留住人才

小县城造出世界级医疗设备

□记者 董卿 隋翔宇
通讯员 高林 李兆恒 报道
本报蓬莱讯 蓬莱的小葡萄园里最近来

了一位大专家。近段时间，在蓬莱南王街道
徐沟村的葡萄基地，总能见到国家“千人计
划”专家卢江的身影，与当地农户交流种植
技术成为他的一项重要工作。

作为蓬莱今年重点引进的人才，卢江教
授在葡萄抗病和新品种培育方面造诣颇深，
他把几十年的技术经验带到蓬莱，并迈出了
回国创业的第一步。近期，他在蓬莱成立山
东金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葡萄苗木研发中
心，专门致力于适应性新苗种的培育。

“四年内年生产规模达到200万株，满足
产区对高品质、新品种、新株系苗木的需
求。”这是卢江确立的短期愿景。接下来，他将
大力推广抗寒、抗旱、抗病、抗虫等优势嫁接种
苗，进一步提升蓬莱葡萄及中国葡萄酒的整体
水平。“还要力争把蓬莱打造为中国最好的葡
萄苗木培育中心。”卢江信心十足。

一个人才带来一个项目，甚至开拓一片
产业。同为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的北京大
学教授梁子才，是国内小核酸制药领域的开
拓者，他选择在蓬莱创业后，牵头创立了从事
核苷单体和小核酸生产的瑞博生物制药（蓬
莱）有限公司，将其核心技术逐渐向蓬莱转移。

“未来不仅将成为蓬莱生物医药产业的新龙
头，还可带动基础核苷、核苷单体、药物研发、
DNA测序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该市生物
医药产业办公室负责人表示。

既多方引才，又人尽其才。蓬莱在招才引
智活动中对引进的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扶持
力度空前。对来蓬创业人才，最高给予500万元
的初创扶持资金，创业人才所创办的项目或企
业，可获得20—200万元不等的产业化配套资
金；提供贷款贴息优惠政策，最高给予50万元
补助；同时，对高层次人才在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方面提供充分保障，分别给予20—100万
元、2000—10000元不等的补助补贴。

高层次人才人尽其用，招才引智的后发
效应逐渐显现。今年以来，蓬莱在招才引智
活动中先后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41名，其中
省级以上创业创新人才6人，签订产学研合作
协议18项，设立教学实践基地、产学研基地等6
个。“泰山学者”、二级教授在蓬成立集研究农
业技术、生物技术开发、农机技术服务多角度
为一体的专业化农业项目，为当地现代农业发
展提供全方位支持；国家“万人计划”专家与蓬
莱本土企业开展仿生新型海洋防污涂料项目
合作，扩大了新材料产业规模。同时，在谈各类
高层次人才28人，其中“千人计划”创业人才4
人,“泰山学者”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1人。

小葡萄园牵手“千人计划”大专家
蓬莱招才引智催生“智慧变现”，带动产业升级发展

□李剑桥 曲琳 张志刚 报道
11月7日，在滨州市滨城区秦皇台乡东石村的200

亩盐碱涝洼地里，村民正引领着收割机收割丰收的水
稻。据悉，过去这片盐碱涝洼地都是种植小麦、玉米、棉
花作物，产量极低。今年秦皇台乡帮助农民试种水稻成
功，亩产量在1200斤左右，收入是过去四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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