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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晁明春 张鹏程

“此次由济南市财政局会同市委组织部、
市科技局出台被称为‘高校20条’的《关于促
进高校和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和成果产业化的若
干政策（试行）》，将同此前出台的‘人才30
条’一起，组成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政策方
阵。”济南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财
政部门拟安排1亿元专项资金并从教育产业发
展基金中安排部分成果转化基金，促进完善高
校院所校地合作机制，加快科技成果就地产业
化，实现外地高校院所引进来，本地高校院所
活起来。

济南“高校20条”突出“三个面向”，即
面向所有驻济高校院所、面向京津等国内外高
校院所、面向济南市新旧动能转换，全面对接
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供需双方，进行全球布
局，实施“精准扶持”“精准引进”。

支持高校院所来济筑巢引凤

记者看到，“高校20条”首先支持高校院
所筑巢引凤，建设服务新旧动能转换的高端研
发和成果转化机构。

这其中，主要是支持驻济高校院所建设高
水平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平台体系。对新批准
认定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
以及省级科技创新基地和一流学科，分别给予
最高500万、200万元补助。对高校与济南企业

联合新设立的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分别
最高给予30万元的项目资助；对新增国家级、
省级技术转移转化机构，分别最高给予100万
元、50万元补助；对高校院所在国际领先的优
势学科和技术领域新组建的创新团队每年给予
50万元项目资助，连续三年扶持；对新独立组
建或与济南企业联合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产
业科技园、协同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载体，分
别最高给予100万元的补助支持；对新独立建
设或与济南市各区（园区）、企业联合共建孵
化器和众创空间，最高给予100万元支持；对
符合条件的科研带头人工作室给予50万元项目
资助。

同时，支持驻济高校院所引进国内外高水
平教育研发和成果转化机构。对国内知名高校
院所来济建立分院或共建二级学院，分别最高
支持3000万元；对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在济设立
的研发、成果转化机构，分别最高支持500万
元，对引进的创新团队最高资助200万元；对
国际知名高校在济南市建立特色学院的最高给
予3000万元支持。对国际高端研发机构在济南
市建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等国

际合作平台，最高给予500万元支持；支持高
校院所深度参与国际科研交流与合作，分别最
高给予300万元项目支持。

此外，济南还积极吸引国内外“大院大
所”来济设立研发或成果转化机构。对各县区
等引进国内外“大院大所”来济设立研发或成
果转化机构的，最高给予3000万元的补助；对
在引进国内外高校院所工作中起重要中介作用
的第三方法人单位及个人，分别最高给予200
万、100万元的奖励。

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

济南市新出台的“高校20条”中，最重要
的一块还在于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促进
科技成果服务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包括：

建立高校院所与济南市企业产学研协同创
新和成果转化“一张网”管理平台。对接高校
院所研发平台以及济南市企业等创新资源供需
双方，实施线上线下服务。

支持高校院所和济南市企业协同创新。设
立研发专项资金，采取补助、“借转补”等方

式，择优扶持高校院所和济南市企业联合研发

并在济南市成果产业化的项目，一般按项目投

资额的10%支持，最高1000万元。

支持高校院所科研成果在济落地转化。设

立驻济高校院所科技成果产业化基金，同高校

院所研发专项资金实行联动扶持，对驻济高校

院所设立的成果转化基金或产业引导基金，可

按基金总规模的一定比例进行参股设立子基

金，专项用于支持驻济高校院所科研成果在济

落地转化。

建立全球人才“柔性引进”和科技成果全

球购买机制。对驻济高校院所和企业以“柔性

引进”方式与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联合科技攻

关、合作研发，且研发成果在济南产业化落地

的项目，给予研发专项资金和科技成果转化基

金政策的联动扶持。

支持高校院所及社会中介机构科技成果转

化。对促成省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向济南市

企业转移的在济南市注册的独立法人技术转移

中介服务机构和驻济企业，分别按不超过技术

合同中实际发生技术交易额的1%给予补助，单

项补助额分别不超过200万元。

支持高校院所开展技术转移转化等服务。

对在本地转化的年度技术合同交易额3000万元

以上的高校院所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按照不超

过年度技术合同交易额2 . 5‰给予补助，最高

不超过200万元；对高校院所组织的科研人员

服务企业活动，每年最高给予30万元支持。

知名高校院所来济建分院，最高支持3000万元

“高校20条”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
今后国内知名高校、科研院所来济南建立分院或共建二级学院，国际知

名高校在济南建立特色学院，各县区等引进国内外“大院大所”来济南设立

研发或成果转化机构，最高都可以得到3000万元的支持。11月9日，记者从

济南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 本报记者 晁明春

“从今年4月开工建设到9月12日通过评审
专家的技术验收，中国首个商用量子保密通信
专网——— 济南市党政机关量子通信专网完成了
数百公里光纤、数百台设备方圆数千平方公里
的布设，创造了大规模量子通信网络建设的速
度纪录，未来可连接国家量子保密通信‘京沪
干线’。”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负责人从设在
高新区的实验室通过视频实时介绍。

“这台电脑大小的量子激光雷达向天空扫
描一圈，就能精准抓取半径15公里内的大气污
染排放点及污染排放构成。有了这个空气探测
‘神器’，大气污染源将无处遁形，治霾的精
准度将大大提升。目前该技术受到了美国宇航
局等高度关注。”国耀量子雷达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夏海云说。

……

11月2日下午，在长清大学科技园的齐鲁
创新谷，参加2017年济南市重点项目建设督查
评议活动的人员，面对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展
示的各项“黑科技”，无不亲身感受到科技成
果蕴涵的无穷潜力和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带来的
巨大推动力。

“区域经济的比拼，归根结底拼的还是科
技研发实力和创新驱动能力。只是济南像在量
子技术的实用化和产业化方面占得先机、处于
世界最领先地位的科技成果还是太少了。”不
少与会者感叹。

据了解，济南市拥有驻济高校48家、科研
院所83家，但多年来，济南市却一直没有系统
制定支持高校院所的政策，尚未形成校地合作
协同创新机制，驻济高校院所成果就地转化率
较低。

对此，济南市政府主要领导更是有切身痛
感：

“长清大学科技园梦翔小镇聚合了15个孵
化创新产业基地，进驻了6所高校孵化中心，
水下机器人、无人机、高端家用电器等一大批
研发成果已经成形，可惜的是，很多成果已经
‘花落他家’……

“10月21日，中国重汽集团与中国工程院
院士李德毅工作团队联合成立智能网联汽车研
究中心暨院士工作站。可李院士说‘这是一个
迟到的项目’，因为两年前他就前来济南寻求
过合作，只是知音难觅，空手而归……”

好在这一切都在改变中。“济南的创新创
业环境每天都在改善。”在齐鲁创新谷督查评
议现场，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山东大
学科研院副院长黄波告诉市委主要领导，“自
2015年7月，济南市政府、省科技厅和山东大学
签署共建山东工业技术研究院框架协议以来，
山东工研院面向济南市十大千亿产业需求，调
研了30余个技术团队、50余项技术成果，推动

了14个协同创新中心建设，助力近20项前景广
阔的科研成果在济南转化或落地。”

“这其中，济南市给予工研院的支持功不
可没，包括每年投入至少1亿元支持重大平台
项目，专设200个事业编制作为人才‘蓄水
池’，吸引更多科研人才来济等。”谈及此，
黄波满怀激情地向济南市委主要领导表示：
“作为济南市科教和人力资源最为密集的地
区，山东工研院产业基地既是研发基地和孵化
器，更是成果转化加速器，我们很乐意把凝聚
心血和智慧的成果在济南转化，把科研人的生
命印迹镌刻在济南大地上。”

“感谢教授和专家们的辛勤努力和对济南
市的信任支持。”济南市委主要领导上前握住
黄波的手说，“我还要加上一句话：济南的创
新创业环境只会更加完善，济南有足够的空间
承载科技成果转化，请放心！”

话音未落，现场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济南有足够空间承载科技成果转化

□记者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市民家中的暖气

片陆续热了起来。与传统供热不同，山东大学
兴隆山校区与历城一中则是采用的新能源供
暖。记者通过走访了解到，自2016年这两地拆
除了燃煤小锅炉后，在非极寒天气的情况下，
仅靠吸收空气中的热能就能稳定供暖。据悉，两
项目使用新能源供暖后，每年可减少排放二氧
化硫14 . 554吨、氮氧化物54 . 831吨、烟尘3 . 8605吨。

据了解，去年济南市强力推进建成区35吨
/时以下燃煤锅炉淘汰，去年9月底就全部完成
了131台共计2012吨的淘汰（改造）任务，其中
就包括山大兴隆山校区2台20蒸吨的锅炉和2台
10蒸吨的锅炉。

记者看到，校区内共安装了3台燃气锅
炉、32台空气热源泵和4台冷螺杆机和1台能源
塔等设备，在天气还不算很冷的时候，靠空气
热源泵、风冷螺杆机等新能源供热方式就可满
足学校供暖。

“它们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空调，风扇吸收
空气中的热能，经过处理加热水温，再通过管
网送至教室，能源塔打开还可吸收热能用作储
存。”济南能源集团山大项目负责人刘明远
说，而在极寒天气时，配备的燃气锅炉就会启
动，实现与新能源供热方式的相互补充。

山大兴隆山校区总建筑面积约为40万平方
米，采用分布式热泵和燃气锅炉相结合的技术
方案，对校区内60蒸吨燃煤锅炉进行淘汰替
换，项目总投资约4000万元，将建成为节能环
保型、经济可靠、可操作性强的分布式能源供
热示范项目。

据悉，项目实施后，每个供暖季可节约
3304 . 37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 . 101吨、
氮氧化物排放27 . 056吨、烟尘排放3 . 677吨。下
一步，济南能源集团、济南能源环保科技公司
在分布式供热制冷和光伏发电等其他新能源利
用上，将和高校紧密结合、资源共享，与校方
共同将原有燃煤锅炉房改建成新能源研发中心
及学生创业创新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推动节能
减排工作相关研究。

不单是山大兴隆山校区，位于济南市历城
区仲宫镇的历城一中校区采用了新能源进行供
暖。历城一中燃煤替代热力提升改造项目在历
城一中校区内以真空燃气热水锅炉及空气热源
泵等设备代替传统燃煤锅炉系统，项目总计供
热改造面积约11 . 3万平方米。

据悉，历城一中原有供热管网为学校自建
管网，采用燃煤锅炉取暖、制取生活热水，设
备能耗较高，大气污染十分严重，供热效果较
差，而且每年光烧煤就得花200多万元。同

时，由于热水管网建设时间较长，管道老旧、
腐蚀严重，导致运行时经常漏水，锅炉无法保
证及时补水，以致经常停炉，极大地影响了供
暖质量。经研究决定采用新能源进行供热制
冷，以满足学校人员采暖制冷需求。

自从去年委托济南能源集团进行热力提升
改造后，将校内部分与校外宿舍楼拆分为两个

供热区域，采用清洁能源供热替代现有燃煤锅
炉供热，校内部分采用空气热源泵和燃气锅炉
作为热源以解决校区供热需求，空气热源泵作
为冷源解决校区制冷需求；校外宿舍区单独设
立热源点，采用空气热源泵和燃气锅炉作为热
源。改造后，每年花费160多万元，不仅供热
效果好，还更加环保清洁。

新能源供暖进高校节省燃煤3300吨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郑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1日，2017年山东省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中职学生组的会计技能赛项在济南
三职专顺河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7地市的20所职
业院校的优秀选手展开激烈的技能大比拼，分别
参加会计信息化、会计手工（团体协作、翻打传
票、点钞）竞赛项目的角逐。

比赛中，选手们积极投入，充分发挥自己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娴熟技能，在紧张而激烈的气氛
中切磋技艺、展现才华，顺利完成比赛项目。大
赛的成功举办，对引导和促进中职院校会计专业
教学改革，激发行业企业关注和参与会计专业教
学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全面提升中等财经职
业人才培养工作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此次大赛由省教育厅、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等
单位共同主办，是全省职业院校学生切磋交流专
业技能的最高规格赛事，同时也为2017年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优秀选手。济南三职专首次
承办省赛会计项目，各部门通力协作、精心筹
备、周密部署，全面做好后勤、安保、技术保障
等工作，以有温度的服务确保了大赛顺利进行。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会计技能赛项举行

□记 者 田可新
通讯员 杨元伦 夏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14日，济南市社保局对外
发布，自11月1日起，再次上调失业保险待遇标
准，由每人每月1000元上调至1080元。这是自
2007年以来，该市连续第11次调整失业保险待遇
标准。11月开始，该市将按新标准为失业人员发
放失业保险金。

市社保局介绍，职工因合同到期不再续签或
被单位辞退导致失业，先由单位办理社会保险减
员手续，并从济南市社会保险交费平台进行失业
保险待遇申报，审核通过后，单位打印出《失业
保险金申领登记表》并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
系证明》，个人携带《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证
明》、《失业保险金申领登记表》和身份证、户
口簿，到户口所在街道人社服务中心办理失业登
记后，再到户口所在县区就业办失业保险科领取
失业保险金(银行卡)，自次月起由失业保险科按
月将失业保险金打到本人银行卡上。申报手续必
须在减员后60天内办理完毕。失业人员领取失业
保险金的期限，根据失业前单位与本人交纳失业
保险费的年限计算。累计交费时间一年至四年
的，每满一年领取3个月；累计交费时间满五年
不满十年的，领取18个月；累计交费年限满十年
及以上的，领取24个月。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满的，重新就业后交费时间重新计算；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未满、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可
以继续申领其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
保险金，但累计交费期限必须满一年。

本月起济南市上调

失业保险金标准

山大兴隆山校区空气热源泵。（资料片）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周小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1月8日，历下区第二届社区

公益项目创投大赛决赛在历下创益园举办。来自
13个街道的39个社区项目在经过7日预赛的激烈
角逐后，最终产生了进入决赛的25个项目。通过
决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10名，三
等奖12名，优秀奖14名，其中来自千佛山街道历
山名郡社区的“郡爱友伴，益路同行”社区营造
服务项目、大明湖街道县东巷社区的“灯塔榜
样”党员志愿楼宇自治委员会项目、智远街道济
炼社区的公益学校组建项目表现优异，获得了本
次大赛的一等奖。

历下区第二届社区公益项目创投大赛于今年
10月份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赛以“多元主体参
与，创新社区治理”为主题，以“社区是居民
的，我们共同行动”为核心行动理念，本着以赛
促建的目的，培育扶持充满活力的社区公益性社
会组织，用创新项目为居民提供公益服务。历下
区通过举办社区公益项目创投大赛，不断推动历
下区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朝着专业化、社会化、
规划化的方向发展。各社区通过创意出项目，培
育组织，引导更多居民参与，整合连接社会资
源，提供更加精准的社区服务，从而不断增强社区
的综合功能，切实提升社区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据悉，本届大赛项目主要分为志愿类、互助
类、治理类三大类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类型。相较
于首届大赛，本届大赛在参赛主体仍旧以社区居
委会为主导的同时，更加强调了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志愿者和社工的参与，真正实现了四社联动
下的社区居民自治与创新社区治理。

历下区举办第二届

社区公益创投大赛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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