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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志泰

“总投资6亿元的岱银纺织马来西亚
公司二期12万锭特种纱生产线项目正在紧
张建设中；新上的3万锭智能化、数字化
特种纱项目将于年底建成投产……”11月
20日，在岱银新宇工业园区，山东岱银纺
织服装集团董事长赵焕臣向记者历数园区
新开工的大项目。

今年，岱银集团前九个月实现销售收
入25 . 3亿元，上交税金1 . 02亿元，同比增
长26%。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今年年
初，泰安市政府以1号文件形式，出台大
力培植“三强”企业的实施意见，着重培
育一批区域拉动性强、行业竞争力强和财
税贡献力强的“三强”企业，在全市逐步
形成大企业拉动、骨干企业支撑、众多成

长型中小科技企业多点撬动的梯次发展格
局，欲打造泰安经济发展升级版。岱银就
是“三强”企业之一。目前，已有40家企
业被确定为全市“三强”。

当地政府为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融资慢”等问题，由市财政筹措和整
合各类资金，联合省财金集团出资，拟组
建 2 5亿元的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母基
金），引导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设立60亿
元的文化旅游业发展投资基金、20亿元的
实体经济产业投资基金、70亿元的战略性
直投基金。

“利用这个产业投资基金群，把市场
‘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有机结
合起来，从政策扶持起步，从资金支持入
手，对“三强”企业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精
准培植。”泰安市经信委主任黄正玉说。

在对市政府确定的首批10个项目开展
调查后，基金首次确定了宁阳华兴集团海

斯摩尔公司等的基金投资方案，拟投资总
额7 . 5亿元。眼下，3个项目共5 . 5亿元的投
资已经到位。

“有了资金群的支持，‘三强’企业
在面对困难时，腰杆更直了、科技转化底
气更足了。”华兴集团海斯摩尔副总经理
朱新华说。

拓宽渠道，争取资金支持是泰安培植
“三强”企业的有力举措。截至目前，市
经信委突出“三强”企业，实现对上争取
资金近亿元。

如今，当地又在优化服务环境，提升
服务质量上下功夫。市委、市政府积极推
进建立市领导联系“三强”企业制度、培
植考核、工作督查、日常调度等工作推进制
度；市经信委推行党委委员联系“三强”企
业制度，每个党委委员联系一个县市区，每
月联系一次企业，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同时，协调在政务中心设立“三强”

企业综合服务窗口，专门受理“三强”企
业各环节申报材料，对企业提出的难题建
立详细台账，实行“信息收集、分类处
理、跟踪调度、办结销号”闭环式工作模
式。至今已先后梳理汇总“三强”企业存
在问题及需求222项，现已办结178项。

这一系列有力举措，正促进当地一批
新动能的崛起：泰丰集团建成国家级众创
空间，与清华大学合作成立启迪之星孵化
基地；峰松物流的“无车承运系统”项
目，在取得全省资质的基础上，获得全国
试点；华鲁锻压历时5年，研发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6000kN复杂曲面数控液压
渐进成形机”，项目水平国际领先……

据统计，1-9月份，有统计数据的37
家重点培植“三强”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803 . 5亿元，同比增长20 . 81%；实现利润
62 . 6亿元，同比增长31 . 94%；实现利税
75 . 3亿元，同比增长40 . 26%。

□记者 方 垒 报道
本报济宁11月25日讯 今天，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施芝鸿、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一行到济宁市调研油用牡丹产业发
展情况。副省长于国安参加调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了济宁市任城区安居街道四季园等现场。于
国安指出，山东是牡丹产业大省，是全国面积最大、品种最多、花色
最全的牡丹栽培中心和生产、科研、观赏、出口基地。下一步将按照
“产业链、产业带、产业群”的发展思路，搞好良种示范和标准化生
产示范基地建设，培育特色品牌，努力把油用牡丹产业发展成为促进
全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精准扶贫的特色产业。

油用牡丹兼具观赏价值和经济价值，在我省济宁、菏泽、聊城等
市均有一定规模种植。目前，全省油用牡丹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牡
丹籽总产量近5600吨。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田常力

8月22日晚7时许，殷树山离开了奉献
一生的人世，享年92岁。老人去世的消息
一经传出后，威海网友纷纷留言：“那位
无私奉献了一辈子的老人，走了！”“在
老伴刘彩凤逝去120天后，殷树山老人也
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两个温暖这座城市
的好人相继走了，但他们把光热留在了人
间、留存在我们心中”……一段段饱含感

情的文字，表达着人们对失去这位老人的
哀痛，感怀着他令人高山仰止的品行，寄
托着对他的无限思念。

殷树山、刘彩凤夫妇竭其一生为民服
务，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给予无数处于困
境中的人们以希望，给予众多身边人以温
暖。奉献，即使生命终止也没有停息，在
他们逝去之后，双双捐献出遗体。

殷树山1944年参军，参加过大大小小
十余次战斗。最惨烈的一次是1947年的胶
县玉皇庙战斗，300余名战士被1700多敌
人围剿，突围之后幸存的战士仅剩40余
名。作为幸存者的殷树山，毕生难忘牺牲
的战友。他常说，“现在大家的幸福日
子，都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

殷树山时刻把身边群众疾苦放在心
上，慷慨解囊，有难就帮。2013年，威海

市慈善总会首次推出个人(家庭)冠名慈善
基金时，殷树山夫妇就第一时间捐款5000
元，成立家庭冠名慈善基金。据粗略统
计，这对普通的老党员一生中各类捐款总
额达100多万元。

两位老人一直牵挂着困难群众，逢年
过节，都会给他们送去温暖。殷树山的大
儿子殷汉文苦笑道，几十年来他们从来没
有在节日当天和父母一起过过节。因为，
这一天父母要么陪着社区老人，要么看望
福利院的孩子，要么慰问部队官兵。

1981年，殷树山一家刚住进同心路5
号楼时，这里既没有社区组织，也没有居
委会。殷树山先是义务担任小区楼长，后
又担任网格党支部书记，他和刘彩凤扑下
身子做社区的义务清洁员、绿化员、巡逻
员、治安员、联络员、党建指导员，把社

区里的杂事几乎全包了。
1998年，为了给居民提供一处读书看

报的文化场所，在殷树山的倡议下，塔
山社区居委会收回了对外出租经营的门
面房，成立了社区书屋。塔山书屋成立
之初设施不全，殷树山和老伴就利用一
家工厂装修剩下的木板订成了书架，又
从家里搬来沙发、桌椅。书籍存量不
足，他们就拿出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
又自费订了十几种党报党刊，同时积极发
动居民捐书。

在塔山书屋，一面红艳艳的“中老年
志愿者团队”队旗十分惹人注目。在殷树
山的组织发动下，社区一群平均年龄65岁
以上的老人组成了这个志愿者团队。殷树
山夫妇带领团队队员们，每周至少开展两
次志愿服务活动。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曲阜11月25日讯 今天，首届全国儒家文化国际传播（曲

阜）论坛在曲阜举办，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山
东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的6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的儒家文化
国际传播”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论坛由济宁市委、市政府和山东大
学主办。

本次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基于国际传播的儒家文化当代
价值”“儒家文化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构建”“儒家文化国际传播的
载体建设”“儒家文化国际传播与讲好中国故事”“儒家文化在一带
一路沿线的传播策略”等议题开展研讨，探讨儒家文化国际传播的载
体、思维、方法、策略等问题。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在各地区、有关部门（单位）推荐人选的基

础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遴选确定了411人入选2017年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我省推荐的人
选中共有11人入选，列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前五位。另有中
央驻鲁单位通过中直部门（单位）推荐的3人入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由原国家人事部会同财政部、国家科协等七
部门自1995年起组织实施，现每年选拔一次，每次选拔400人左右。
重点选拔培养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能引领和支撑国家重大科技、关键
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高层次中青年领军人才。截至目前，我省共有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76人。

□记者 刘一颖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25日讯 今天上午，全国第五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经验交流大会在济南开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孙
庆聚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省政协副主席孙继业出席活动。

举办此次活动，正值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曲阜、发表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四周年之际，是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深入总结全国各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经验的重要
举措。本届大会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文明传承联合会、山东省文化
厅、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山东省社会组织联合会主办，来自全
国30个省市区的700余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爱好者、践行者参加活动。

努力把油用牡丹产业
发展成为特色产业

全国第五届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验交流大会开幕

首届全国儒家文化
国际传播（曲阜）论坛举办

泰安着重培育区域拉动性强、行业竞争力强和财税贡献力强的企业

“三强”带动构建梯次发展格局

我省14人入选2017年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慷慨捐款逾百万，带头志愿服务，无私捐献遗体，殷树山———

奉献，生命终止也不停息

11月24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2017
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
能大赛山东省“栋梁杯”选拔赛正式启动。
据悉，本次大赛为省级一类大赛，是我省
举办的级别最高的智能制造类技能赛事，
也是2017年省级技能大赛的收官之战。

我省选拔赛设两个赛项，分别是切削
加工智能制造单元安装与调试，对应数控
机床装调维修工；切削加工智能制造单元
生产与管控，对应加工中心操作工。

职工组项目第一名推荐申报“山东省
技术能手”。参赛选手理论知识和实操成
绩均合格者，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
发相应职业（工种）的技师（二级）职业
资格证书，已取得技师（二级）资格的，
晋升高级技师（一级）资格。学生组参赛
选手理论知识和实操成绩均合格者，由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颁发相应职业（工
种）的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张春晓 报道）

2017省级技能大赛

收官之战启动

日前，第十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决赛在上海大学
落下帷幕，青岛农业大学参赛项目《秧果
兼收型花生联合收获机》荣获特等奖。据
悉，全国共有39件作品获得本届“挑战
杯”特等奖，青岛农业大学摘得的这枚特
等奖为我省唯一。

“挑战杯”被誉为当代大学生科技创
新的“奥林匹克”盛会。《秧果兼收型花
生联合收获机》项目开创了花生收获方式
的新领域，填补了我国机械装备领域花生
收获方法的空白。它集花生挖掘、夹持、
输送、秧蔓-果根分离、摘果、秧蔓装箱
功能于一体，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推广应
用前景广阔。（□王亚楠 报道）

“挑战杯”全国决赛

青岛农大摘得特等奖

□ 李晓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这需要我们继续发扬“吃螃蟹精
神”，敢于破除旧体制、旧观念、旧做
法，增强敢闯勇气，加强会闯本领，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

发扬“吃螃蟹精神”，拓展改革的广
度和深度，实现更充分发展。全面深化改
革，既要做好关键领域的攻坚问题，又要
做好全面推进文章。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

等传统关键领域改革的同时，注重更广范
围更加微观层面的改革，敢碰硬、出实
招，彻底克服当下机制体制中存在的诸多
痼疾。这要求我们必须拿出“吃螃蟹”的
勇气，充分释放各方面的活力，激发全民
族创造力，让实现充分发展的要素竞相迸
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发扬“吃螃蟹精神”，统筹城乡、区
域，实现更均衡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社
会经济、国民可支配收入都有显著提高，
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依然存
在。让十几亿人民共享改革红利，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共同过上高质量的生
活，在人类历史上尚无经验可循。这就需

要我们发扬“吃螃蟹精神”，敢闯、敢
干，勇挑历史重担，研究好相关政策、方
针，既往上看，也往下看，做好结合文
章。

发扬“吃螃蟹精神”，推动社会全面
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解决
温饱问题，过上小康生活，对“被尊重”
“价值实现”等精神层次的需求更加迫
切。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服务型政府
建设，加快各项基于人民需求、基于百姓
共享的制度建设，必须发扬“吃螃蟹精
神”，敢于尝试、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不忘初心再出发，承载着伟大梦想的航船
一定能到达光辉的彼岸。

需要“吃螃蟹精神”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姚晓双 金新文 刘 勇 报道

瓦日铁路首列万吨重载列车抵达日照港
11月25日14时10分，满载煤炭的“南55005次”列车经过日照南站进入日照港。这是瓦(塘)日(照)首列万吨重载货物列

车，也是日照港自开港以来接卸的首个万吨大列。
根据铁路总公司安排，济南铁路局于11月24日—12月1日在瓦日线进行单元万吨重载货物列车试验。试验成功后，瓦日

线将成为继大秦线后全国第二条拥有万吨列车的铁路运输通道。今后，万吨煤炭列车在日照港将成为常态，“大进大出出”的
铁路运输优势进一步凸显，对于巩固提升日照港的煤炭输出港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重要的物流枢纽作作用具
有重要意义。

瓦日铁路全线运营后，加上既有的新菏兖日铁路，日照港成为全国唯一一座拥有两条千公里以上干线铁路直通港区的沿沿
海大港。

记者从德州市教育部门了解到，德州
通过集中投入，集中建设，集中开展均衡
验收攻坚战，3年多的时间里，教育建设
总投资达129亿元，超过前20多年学校建
设的总投资额。日前陵城区、乐陵市、平原
县、宁津县、庆云县、武城县、夏津县、临
邑县等8个县市区达到国家规定的评估认
定标准，顺利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县评估认定。（□张海峰 报道）

德州3年集中投入129亿元

办教育

（上接第一版）是聊城市当前的工作难点、重点和痛点，也是共建的
发力点。

聊城还有213个贫困村8 . 01万名贫困人口，他们不愁吃、不愁穿
的“两不愁”基本不成问题；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
保障”需要下“绣花”功夫。

本着缺什么送什么、需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共建支部充分发挥主
体作用，找准各自优势和特点，因势利导，因人帮扶，因事施策，共
建效果明显。

聊城农商行梁水镇支行党支部与东昌府区篙庄村党支部形成共建
关系后，很多村民用上了贴息贷、家庭亲情贷。家底不厚实的刘本坡拿
到5万元家庭亲情贷款，建起6亩蔬菜大棚。“行情好的时候一亩能挣1万
多；行情一般也能收入6千多。弄好了一年就能回本，两年就能致富。”

茌平县职业教育中心对共建村剩余劳动力进行家政服务、机电维
修、创业培训，促进社区20多名年轻人创业；聊城卫计委党支部组织
全市医院党支部强化乡村医生培训，帮包因病致贫户；市级新型组织
中的党支部与农业、养殖、光伏等特色经济村支部确立共建项目……

开启上下联动的“动力阀”

在推进共建活动中，机关、事业单位党支部也历练了自身加强组
织建设、统筹发展的能力。

聊城市财政局51名党员与临清市刘垓子镇党支部开展共建行动
中，对乡村医生补贴、乡村教师待遇、村支部成员工资发放有了深刻
理解，表示制定财政政策、拨付财政资金时将努力向最基层倾斜。

“‘1+1’好支部共建，既是各级党员干部的应尽之责，也是机
关干部向基层学习、在实践中锻炼自我、实现提升的重要机遇，对广
大党员干部成长成才非常重要。”刘清章认为。

“1+1”好支部共建行动开展以来，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走在先、
干在前，在创建文明城市、脱贫攻坚、环境整治等大事要事中，到处
活跃着广大基层党员干部的身影，形成了城乡各类资源共享、功能互
补、双向受益、协调发展的工作局面。目前，这项为期3年的共建行
动，正在全市1 . 5万个党支部、30万名党员中全面铺开，深入推进。

□李剑桥 樊 飞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记者从滨州市第四届资本对接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29家参会银行机构共签订信贷合同项目2883个，签约金额1355 . 89
亿元，比上届增长7 . 9%。其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签订信贷合
同35个，签约金额746 . 8亿元。

此次资本对接大会，滨州市1000余家企业参加对接洽谈，与29家
参会银行机构共签订信贷合同项目2883个，签约金额1355 . 89亿元，比
上届增长7 . 9%；滨州市人民政府与山东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签订了战
略合作协议，签约金额300亿元。

发布会上，齐鲁股权交易中心为滨州市10家中小企业进行了集中
挂牌。

滨州市资本对接大会

签约资金1355 . 8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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