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潘 伟 陈国伟

杨云春、尹学军、余海斌、戴立忠、
杨光辉都是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德国
的鲍尔博士还是国家“外专千人计划”专
家，手中都有让各地眼红心跳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然而，他们的生产研发中心
去年以来无一例外都落到了名气不算太大
的青州经济开发区。

元旦刚过，德骏电磁驱动项目工地一
片繁忙。欧盟超导材料首席科学家鲍尔博

士从德国行色匆匆赶到现场：“中国在超
导电机研发方面水平相对落后，将于今年
10月投入使用的青州国家级特种电机生产
研发基地，就是要尽快改变这种现状。”

鲍尔博士主导的德骏电磁驱动项目，
从德国引入研发工程师，团队拥有中美欧
授权专利82项。“2年内达到规模化生
产，3年产值达到10亿元，上缴税收6000
万元；5年产值达到30亿元，上缴税收2亿
元。项目建成后，还将在青州建立高效节
能电机、机械传动系统和自动化设备产业
联盟。”鲍尔博士对记者说。

1月4日，在科而泰减震降噪项目生产
车间，中国减震降噪领域领军人物尹学军
博士告诉记者，“流水线上这批高铁减震
产品将发往东三省，必须赶在春节前交货。
看起来这些金属板并不起眼，但高铁拐弯

时要想不产生刺耳的声音，不可或缺。”
尹学军在德国学习、工作13年后回

国，致力于减震降噪、建筑消能等领域的
科技创新，解决了轨道交通领域重大世界
性难题，成果包括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的
迷宫式约束阻尼轮轨降噪板、新型谐通扣
件、高铁钢桥防护垫板等，广泛应用于三
峡水利枢纽工程、岭澳核电站、港珠澳大
桥、上海世博会、北京地铁和一汽大众生
产线等。

引就引高端的。近年来，青州市建成
院士、博士后工作站9处，引进“两院”
院士13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9位，市级
以上创新研发平台达到了107家。

这被称为深化创新驱动，高端招商引
智的“青州现象”。

“青州现象”秘笈何在？市委书记韩

幸福告诉记者，8个字，精准发力，搞好
服务。专家项目落地缺什么，我们就尽心
尽力补什么。缺资金，就设立创业扶持基
金、创业带动就业专项扶持基金和创业平
台种子基金；缺产品转化平台，就提供厂
房、车间和办公楼；缺人才，就引入智联
创业孵化中心、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中关村+青州经济开发区创业服务中
心，满足企业发展各阶段的用工需求；缺
高端配套设施，就引入国际医院和北师大
国际学校。

“你好！这是耐威科技无人机。”1
月9日，在“千人计划”青州园，形象萌
萌哒的解说机器人一边冲记者打招呼，一
边介绍园内项目和产品。

“我们的无人机产品广泛应用于智慧
城市、石油巡线、 （下转第二版）

“千人计划”专家为何扎堆青州
◆“引就引高端的”成就动能转换 ◆去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长16％

□记者 魏 然 报道
本报肥城讯 1月13日，省政协主席刘伟到肥城市走访慰问城乡

困难老党员、困难职工和贫困户，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并致以新春
的祝福。

刘伟先后来到肥城市新城街道古店村困难老党员朱保安、边院镇
小王村困难群众聂兆连、公共汽车公司困难职工张丰玲、山东云宇机
械集团有限公司困难职工石立新家中，仔细询问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
况，了解他们的家庭收支、社会保障情况和实际困难，听取他们的意
见和诉求。

刘伟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最牵挂的就是困难群众，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强调“在
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形成了
全党全社会合力促脱贫的良好局面。我省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确
保一系列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落地落实。我们要按照中央、省委要
求，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采取更加有力举措，实实在在
为群众解难题、为群众增福祉，千方百计帮助困难群众排忧解难，使
他们真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对老党员、老干部为党的事
业和基层组织建设作出的贡献，尤其不能忘记，要为他们安享晚年创
造良好条件。要集中力量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在
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上下功夫，在着力提高脱贫攻坚成效上下功
夫，切实把困难群众的民生“保障网”织密扎牢。全省政协组织和广
大政协委员要践行履职为民理念，深入基层一线听取民声、反映民
意，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和民主监督工作，推动脱贫攻坚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让城乡困难群众早日过上幸福生活。

省政协秘书长张心骥，省委组织部、省民政厅、省总工会、省政
协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同走访。

刘伟在肥城市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时强调

织密民生保障网

助力困难群众脱贫

□记者 姜宏建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4日讯 全省财政工作会议昨天召开。会前，省委

书记姜异康，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
分别作出批示。

姜异康指出，过去的一年，全省各级财税部门在推动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我省实现“十三
五”良好开局作出了积极贡献。新的一年里，希望认真落实更加积极
有效的财政政策，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强化责任担当，主
动扎实作为，依法理财，依法治税，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财税工作的领导，为财税工作开
展创造良好环境。

郭树清指出，去年全省财税改革继续保持走在全国前列的态势，
成绩来之不易。今年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落实好中央更加积极有
效的财政政策，以更大力度推进财政体制和税收征管体制改革，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把经常性支出和建设性支出区分开,财政资
金要优先保民生、保经常性支出，建设性支出要多途径开辟融资渠
道。

会议要求，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坚定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有限的财政资金更多投向有利
于补短板、增后劲、提效益的领域，投向有利于促进新经济发展、新
动能培育的领域。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财税制度创
新红利。要全面加强财政管理，依法科学民主理财，不断提高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全省财政工作会议召开
姜异康郭树清会前作批示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刘昌勇 孙大伟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记者日前在威海南海新区了解到，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开展的临港产业区水土保持方案区域化评估政府采购项目已开标，
中标单位开始对临港产业区进行水土保持方案制订，2个月后报告便
可出炉，评估成果将实现区域共享。

“中标企业以16万元的价格对临港产业区实行区域化评估评审。
如果单个企业申报，这个价格还不够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费用。”南海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王书武介绍说，处在同一区域的项目评估评审
方案大同小异，但原先每个进驻项目建设之前都要完成水土保持、地
震、地灾等的评估评审，这需企业花费大量资金和时间。

为了打造更优投资环境，威海南海新区拟定了临港产业区为试点
园区，在62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展水土保持方案区域化评估评审工作，
拟利用两个月时间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并取得主管部门审核，评估结果
区域共享，进驻企业无需单个申报。“临港产业区可容纳200多家企
业，区域化评估评审可节省几千万元，每个企业可节省2个多月的时
间，进一步保障了项目尽早落地、尽早建设、尽早投产。”王书武
说。

下一步，威海南海新区将总结临港产业区水土保持方案的经验，
将把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压覆重要矿产资
源调查、考古勘探和文物影响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等6项评价纳入区域化评估评审。

威海南海新区率先
试水区域化评估评审

可为落户企业节省两月时间数千万资金

□ 本报记者 李子路

在省直选派的第二轮第一书记中，有
一对“夫妻档”，他们就是来自省外办的
张纪习和省立医院的宋开兰夫妇。

回首两年来的第一书记工作，既有帮
包村发生巨变、村民快速增收带来的喜悦
与欣慰，也有不为人知的艰辛与苦涩。近
日，记者跟随两位第一书记的脚步，来到
滨州沾化区古城镇李彦村和东明县焦园乡
郭堂村，探访变化，感受他们的苦与乐。

“治穷病要找到穷根”

当被问及当初为什么报名第一书记
时，两人都提到了自己的家乡——— 临沂。
到村任职前，省直选派第一书记的集中培
训正好也在临沂。“在家乡培训，特别有
感情。我们俩都是从穷地方走出来的，知
道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是多么盼望着过上好

日子。”宋开兰说，“沂蒙精神深深感染
着我，每次看到农民用小推车支援前线的
画面，一股热流就往上涌，就迫不及待地
想为贫困地区老百姓做点什么。”

等到真正走马上任，两人感觉肩上的
担子沉了起来。

宋开兰所在的郭堂村祖祖辈辈以种粮
食为生，一年下来一个农户也就收入几千
块钱。“治病首先找病根，治穷病首先要找
穷根。”学医出身的宋开兰喜欢用这句话来
比喻自己的工作方法。她经过一番考察之
后，决定动员村民种葡萄。她从龙口、蓬莱、
莱西这些葡萄种植区请来了专家，化验分
析当地的黄河滩涂土质，确定种植品种，并
成立了葡萄种植合作社，统一技术指导和
销售，使村里的葡萄种植实现规模化、标准
化。很快，郭堂村家家户户种上了葡萄，还
间作套种大蒜、西瓜、辣椒等经济作物，每
亩地收入是前些年的四五倍。

村民毕玉洲老两口有三亩地，全种上

了葡萄，还套种了大蒜和辣椒，今年秋季
一算账，每亩地收入近万元，比种粮食翻
了好几番。他高兴地对记者说：“可比以
前收入多啦，照这个干法，后年就有钱盖
好房子啦！”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张纪习所在的李
彦村。

来到李彦村，记者看到，虽然天气寒
冷，村民们却在地里忙着用水泥柱和竹杆
搭建冬枣大棚。沿途两边，这样的冬枣大
棚每隔一段儿就会出现几座。张纪习说：
“这两年来，李彦村最大的变化，就是建
冬枣大棚。”

李彦村有1500多亩枣树，村民大多植
冬枣，收入水平比郭堂村稍强一些，但随
着近两年陕西冬枣在市场上走俏，沾化冬
枣受到冲击，行情一年不如一年。村民们
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张纪习到任不久就带领村民到临近的
下河乡青城村考察，那里的冬枣大棚起步

早、收益高。2015年5月，利用30万元省
产业扶贫资金，李彦村引进了冬枣大棚技
术，为14个贫困户建起了30亩冬枣大棚。

村民王仲祥就是其中之一，他种了4
亩枣树大棚。“原来大田枣每亩能挣3000
元左右，现在大棚枣每亩收入翻倍。”王
仲祥说，“我还不是挣得多的，有些户每
亩能挣上万元。”看到冬枣大棚挣钱，
2016年村里又有120多亩枣树覆盖上了大
棚。靠冬枣大棚，李彦村110个贫困户基
本实现脱贫。

“把劲使到老百姓心坎上”

“咯噔一下，我就醒了。”宋开兰向
记者描述第一次到郭堂村的经历，她引用
司机的话说，“从省道拐进村，车只要一
颠簸，就知道‘到站’了。”

当时，郭堂村和李彦村都是土路，下
雨时泥水、污水横流， （下转第二版）

来自省直单位的一对夫妻，分别到东明和沾化农村担任第一书记，驻村两年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克服种种困难，尽心尽力为群众办事———

第一书记“夫妻档”的苦与乐

□ 责任编辑 张鸣雁 江昊鹏

去年山东6县市区财政收入过百亿
◆过10亿的有124个，过30亿52个，过50亿27个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860亿，支出8750亿
 相关报道见2版

六种山东常见树种

猜树名赢百兆流量

我省发布树种“百科全

书”，特有13种珍贵树种，看

看你认识吗……
新锐大众客户端

我省高层次人才

可优先持有服务绿卡
出台多项政策助力人才改革试

验区，鼓励在允许人才兼职兼薪

等方面开展试点……

2 要闻

检察机关：严惩

暴力伤医犯罪
2017年政法机关便民利民“任

务清单”梳理出炉，将加强治理

校园欺凌……

3 今日关注

今年我省棚户区开工改造76万余套
老旧小区改造1900个项目，惠及居民65万户

●2016年，商品房去化周期

降至14个月，其中商品住

宅去化周期降至10个月

●2016年前11个月商品房

每平方米销售均价5858

元，同比上涨4 . 8%，低

于全国平均增幅

●2017年，商品房库存去

化周期控制在9-16个月合

理区间，使新建商品住宅

价格涨幅低于城镇居民人

均收入增幅

130个试点项目全

面完成，1727个计划

项目全部开工，惠及老

旧小区居民85万户

年内改造1900个项

目，惠及居民65万户

●2017年将开工项目

1505个、76 . 36万套，

为历年最多，10月底前

全部开工

●提高棚改货币化安

置比例，商品房库存

量大、市场房源充足

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

基本实行货币化安置

楼市去库存 棚户区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

2016年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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