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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强省建设

威海市环翠区区长徐明代表：强化创
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威海将在提档升级
现代服务业上求突破，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医养健康等生活性
服务业；支持企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推动应用技术产业化；创新招商思路
和模式，通过抓项目引进、抓项目建设，向
招大引强要效益。

山东量子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赵勇代表：大力推进山东量子技术
发展和产业化，要围绕“聚集产业要素，构
建产业链条，形成产业生态”，抓创新源头，
建设科研机构；实施人才培养，推动创新创
业；抢占标准高地，形成产业链聚集力；引
入金融支撑、科技服务，促进产业配套服务
市场化；培育、引进核心企业，形成产业主
体，推进“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理事长
吴家强代表：人才是干事创业的主体。应该
既要培养人才，又要通过提高待遇、改善环
境、增进感情等留住高层次人才，让更多的
科技人才到基层挂职，为扶贫事业插上科
技的翅膀。

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张伟委员：推进高
校、科研院所、城市和企业实现“校所城产”
融合。通过搭建平台，使高校、研究机构、城
市和企业共同引进人才、共同培养人才、共
同使用人才，共享科技创新成果，这对高校

发展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都大有裨益。

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蒙阴县县长王丽云代表：乡村全面振
兴，要聚焦“如何建起来”，强化规划引领和
基础设施；聚焦“如何富起来”，加快培育美
丽乡村建设的经济支撑；聚焦“如何美起
来”，加强生态文明和人居环境建设；聚焦

“如何好起来”，让广大农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聚焦“如何统起来”，凝聚资源要素形
成强大合力，形成全环节提升、全链条增
值、全产业融合的发展格局。

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委
员：将乡村绿化与扶贫攻坚、环境治理、农
民增收、农村产业发展等有机衔接，把政
策、资金、资源更多投向乡村，尽快恢复绿
水青山，努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相关部门
应将乡村绿化美化与农民增收相统一，按
照“一镇一品”或“一村一品”的思路，着力
打造绿色发展特色乡村。

潍坊代表团郑思敏、徐林收、于英智代
表：健全农业新业态发展规划，引导鼓励社
会资本更好参与现代农业和乡村休闲旅
游、养老产业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在推
动产业扶贫方面的重要作用。强化基础设施
建设，加强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坚持
人才优先，制定保障性、支持性、促进性政策
措施，吸引更多人才为乡村振兴献智献力。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李玲代
表：在推进农村公路建设过程中，要做好顶

层设计，避免重复建设，特别应做好与产业
园区及乡村社区发展规划的衔接。应当根
据县道、乡道、村道的不同事权划分，层层
明确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切实落到实处。
进一步加强维护公路路产路权方面法律法
规的宣传教育，增强社会公众的遵法守法
意识，依法严肃查处破坏路产的违规行为。

枣庄市山亭区枣店香大红枣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孙印国代表：建议出台鼓励
农业院校、科研机构的专业人才到农村蹲
点帮扶的政策措施，实现校企、校农对接，
打造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工作队伍；
大力培育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加大对龙头
企业、农村电商培植力度，构建综合性、规
模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

深挖资源以文化人

泰安市泰山区区长王爱新代表：紧紧
抓住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机遇，
注重发挥“名山”效应，用好泰山“金字招
牌”，突出生态效益，保护绿水青山，打造

“金山银山”，紧密联系“一山一水一圣人”，
形成围绕大泰山、建设大济南、形成大生
态、展示大文化的良好格局

山东西城时光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李若冰委员：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
地，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并且经济基础
雄厚，建议建设中央文化区，推动文化强省
建设。山东具备条件和实力建设代表中国文
化的新高地、新标杆，当好文化“一带一路”

的排头兵，这对当下和未来都有重要意义。
东营市东营区龙居镇朱家村党支部书

记李连明代表：要积极开展乡村文明行动，
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深入
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和文化遗产。以完善农
村公共文化建设、组织文化活动为抓手，推
进思想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品牌和文化项
目，凝聚人心共同致富。

临清市博物馆馆长魏辉委员：实施“七
区三带”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加快山东段运
河文化带的建设。山东运河沿线城市要形
成统一规划，均衡发展，梯次推进，加大各
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重点加强各类文化
遗产的保护，加强文化艺术作品创作队伍
建设，努力推出更多精品。

滕州市市长刘文强代表：发挥齐鲁文
化资源丰厚优势，结合滕州实际，全面加快
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市内涵，建设生
态文化名城。更加注重夯实城市建设之基、
塑造城市文化之魂、激活城乡融合之源、彰
显城市生态之美。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志华
委员：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
事，需要资金支持，应加大对文化企业的扶
持力度，通过推出一系列迎合国外受众阅
读习惯的文化产品，让中华文明引领世界
文化风尚；通过组织高端文化论坛等活动，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进外国的主流
社会。

（□整理：刘一颖 张依盟）

强优势补短板 全面求强谋新篇
——— 代表委员观点

1 .“智慧海洋”

是指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新一代通信技术，实现对各类海洋资
源的全面整合集成和深度融合，实现对
海洋资源环境状况、开发利用水平和综
合管理能力的全面感知、信息的广泛互
联和系统服务的协同智能，是利用信息
化技术提升国家海洋综合实力的手段。

2 .“七区三带”重大文物保护工程

是指深入实施文物保护曲阜片区、

临淄片区、省会片区、黄河三角洲片
区、半岛片区、沂蒙片区、鲁西片区
“七个重点片区”和大运河（山东段）
文化带、齐长城文化带、山东海疆历史
文化带“三大文化带”建设，全面提升
我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能力水平，让
文化遗产活起来。

3 .“三环四横六纵”高铁网络

全省综合交通网发展规划和全省高速
铁路网规划确定，到2030年，全省建成
“三环四横六纵”高铁网络。“三环”，

即省会环、半岛环和省际环；“四横”，
即北部沿海通道、济青通道、鲁中通道和
鲁南通道；“六纵”，即京九通道、京沪
通道、京沪二通道、滨临通道、济南至曲
阜旅游城际通道和东部沿海通道。

4 .“思想强农”工程

是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重对
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引领，加强乡村道德
建设，深化乡村文明行动，弘扬中华传统美
德，培育新乡贤文化，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
活，深入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引

导农民群众爱党爱国、向上向善、孝老爱
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

5 .“内陆港”

是指没有水、没有船的陆地港口，海
关、检验检疫部门进入港区行使监管职
能，具备港口除装卸船以外的所有功能，
在内陆港即可办完一切进出关手续，货物
进了港就等于进了关，出港即是出关。

6 .独角兽企业

是指在中国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
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获得过私募投资且
尚未上市，估值超过10亿美元（以企业最
后一轮融资时估值为依据）的企业。

（□整理：刘一颖 张依盟）

诠释报告“新概念”

□记者 姜宏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级财政提前下达2018年重点生态功能

区转移支付资金9 . 49亿元，集中扶持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黄河三
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及省级重要水源保护区所在的54个县（市、
区），重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

据介绍，自2010年设立此项转移支付以来，山东省级财政结合中
央补助已累计筹资50 . 37亿元，对于增强山东省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
保障能力，促进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省级财政累计下达

重点生态功能区

转移支付50多亿元

□记者 刘一颖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山东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已覆盖企业31 . 4万家、职工1738万人，基本完成全国总工会
部署的深化集体协商工作规划（2014-2018年）任务。经全国总工会
调研督查组评判，山东落实规划情况在全国列第三位。

为规范企业工资集体协商，保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促进劳动
关系和谐稳定，2017年1月1日，《山东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正
式实施。《条例》明确，双方首席协商代表可以书面委托本企业以外
的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专业人员作为本方协商顾问。“条例
实施以来，我省各级工会认真组织实施，组建了400人的专职指导员
队伍，并实现了动态管理。”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已建工会组织企业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90%以上，建制企业职工对集
体协商的参与率达到70%以上，全省已培育10个企业、10个行业、5个
区域集体协商示范点。

山东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已覆盖企业31 . 4万家

□记者 杨润勤 通讯员 赵洪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前移关口防线，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建立起

全省统一的舆情监测处置平台，对食品药品安全舆情实施24小时监
测；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体系监测网络覆盖所有市，去年全省收集舆情
信息128 . 3万条，不良反应监测报告17 . 6万份，居全国前列。

记者了解到，我省守护“舌尖山东”多管齐下。精准监管，完成
586家大中型商超的公开评价，创建80家国家级放心肉菜示范超市、
8 . 3万家清洁厨房，实施“三小”帮扶规范9000余家次。“机器换
人”，提升监管效能，全省各级监管部门使用统一的许可审批、抽检
监测、食品监管、药品监管等业务系统，在线办理许可、检查、抽检
等，服务2万名、60万家企业。聚焦公众关切的突出问题和屡禁不止
的难点问题，统一开展“守护舌尖安全”等专项整治行动，全省共查
处违法案件43790件。

用创建破解食安难题，我省各级投入95 . 7亿元支持创建食品安全
城市，目前全省共有国家、省级食品安全创建市13个、县73个，农产
品质量安全创建市3个、县69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

“舌尖山东”让监管
“跑”在风险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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