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王晓根 报道
本报威海讯 7月19日，记者在威海南

海新区管委了解到，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肖
加奇在此成立威海海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致力于可燃冰的勘探开发工作，和他
一起携手合作的，还有4位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以及其领衔的科研团队。

肖加奇等5名专家在可燃冰领域的研究
各有侧重，研究方向基本涵盖了可燃冰勘
探研发的大部分重点环节。5名专家早就萌
生了合作进军可燃冰勘探开发领域的想
法，在创业环境的考察上，他们费了不少
心思。人才最关心的是找到发挥自身才能
的“着力点”，产业链就是最具吸引力的
“着力点”。“当地政府必须得全力支持

这个产业的发展，更关键的是还得有一定
的海洋工程产业基础，这样才能对我们的
研发和生产起到支撑作用。”这是肖加奇
列出的找合作对象的标准。

近年来，威海南海新区海洋产业发展
进入快车道，自主设计研发了“威海南海·
海梦”号海洋资源调查船。经过实地考察
和深入了解，肖加奇看到了威海南海新区
发挥海洋优势、深挖海洋潜力的决心，更
看到了威海南海新区海洋经济的实力和潜
力，当即决定在威海南海新区成立山东蓝
海可燃冰勘探开发研究院，几个月后成立
了威海海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产业招人才，为产业聚人才，只
有围绕产业链打造人才链，才能吸引来更
多的专业对口高端人才，才能让引进的高

端人才与本地产业发展完美契合，让人才
有用武之地。”威海南海新区管委负责人
说。

作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新区，涉海产
业是威海南海新区的主打产业，涉海产业
链上的“人才链”自然也颇为庞大。截至
目前，威海南海新区海洋资源开发、海洋
装备制造、海洋生物科技等涉海产业中，已
经聚集了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泰山学者、泰
山产业领军人才、省“外专双百计划”专家等
省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12名，还有一大批博
士创业团队。现在，威海南海新区还加快与

“两院”院士合作，积极筹备“2018国际海洋
碳汇论坛”，深入开展海洋碳汇技术研发，全
力打造国家第一个蓝碳示范开发区。在石墨
烯、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

业集群中，威海南海新区也依靠逐步壮大的
产业集群，引来了10多名高端人才及创业团
队。

“高端人才关心的除了‘有没有适合
自己的产业’，还有‘有没有能够施展才
华的平台’。”在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蓝色创业谷负责人赵明波看来，引进的高
端人才也需要高端的施展平台。目前，威
海南海新区建设起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蓝色创业谷、华山金屿双创孵化园、北京
高科威海科创城、中铝职教园等创新创业
平台，总面积达110多万平方米。威海南
海新区还建立了离岸协同孵化中心，与多
所高校院所对接合作，搭建外地科技成果
与本地优势产业高效对接桥梁，实现“异
地孵化、南海转化”。

产业链拉动“人才链”
威海南海新区涉海产业链聚集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12名

□记者 董卿 杨秀萍
见习记者 刘畅
通讯员 孙智谦 报道
本报海阳讯 “海阳毛衫”是名副其

实的“母亲产业”，她用一针一线的编
织，哺育了这一方水土上生活着的69万百
姓。

作为“江北毛衫名城”、中国北方最
大的毛衫加工生产基地，在荣获了中国毛
衫名城、中国针织毛衫创业基地、国家级
出口服装质量安全监管示范区的基础上，
如今的海阳，正以毛衫产业创新园建设为
抓手，用“海阳毛衫”集体商标擦亮海阳
制造品牌，积极推进毛衫产业结构向研发
设计和品牌营销“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走出了“抱团集聚”的创新发展之路。

6月9日，在位于海阳市城市新区的毛
衫产业创新园设计师小镇里，来自广东东
莞的服装设计师欧衍杰正忙着打样。欧衍
杰从事服装行业已有20多年了，之前一直在
东莞，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海阳
信诚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军海，并经其介
绍，于去年7月注册海阳泽运服饰有限公

司，正式进驻海阳毛衫产业创新园。
“相比于广东那边的密集工厂，这里

的园区、厂房比较宽敞，而且都是免费
的，还有专门的门店，配套设施也比较完
善，我从去年开始常驻海阳，还带来了广
东那边的1 0名技术人员，年可产服装2 5
万—30万件。”欧衍杰告诉记者。

在海阳毛衫产业创新园里，像欧衍杰
一样进驻设计师小镇的外地服装设计师并
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一些候鸟式服装设
计师，他们与当地的毛衫从业者一道，支
撑起一个特色产业的大格局。

海阳毛衫产业创新园运营经理刘志超
介绍，海阳毛衫产业创新园自去年8月开工
建设，一期工程占地267亩，总投资约5亿
元，规划建筑总面积约14万平方米，汇集
56个设计师创意单元、112个产业展厅、4个
快速打样中心、68家快反工厂、1万平方米
的品质检测车间、3万平方米的智能仓储、
17层4 . 5万平方米的电商大厦、三步一景的
电商摄影基地，是一个集毛衫研发设计、
质量检测、展示营销、物流运送、公共培
训、时尚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公共服务平

台。项目建成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
利润1亿元，税收超3亿元，辐射带动海阳
毛衫总产值突破180亿元。

在国家大力提倡“互联网+”和“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发展方向的当下，海阳
毛衫产业创新园还对毛衫产业链进行细致
分析和改造，将“互联网+”理念渗透入全
产业链，通过“互联网+研发设计”“互联
网+原辅料采购”“互联网+生产加工”
“互联网+市场营销”等四个方面，打通产
业链上下游，将设计师作品直接挂靠知名
品牌，形成订单，使园区毛衫智慧供应链
实现小批量、快速反应的柔性生产，形成
产业闭环，力争打造集毛衫研发设计、生
产、物流、培训、文化、旅游、时尚交易
等功能于一体的毛衫生态园区。

建设毛衫产业创新园，搭建起研发、
生产、展销、物流、品牌打造、人才培
训、电子商务等完善的产业链条；拿出专
项资金推广“海阳毛衫”集体商标，宣传
展销集体品牌；制订支持毛衫产业发展规
划，举办毛衫产业高层论坛。站在转型升
级的“十字路口”，海阳市紧紧抓住新旧动能

转换的有利契机，一种新模式正在稳步推
进，那就是将散户进行集中，由企业统一管
理，实现“农户+企业”的生产模式。

这种集约化发展的思路，犹如一池活
水，给毛衫产业发展带来了新思路和新希
望。据了解，这项举措使企业各项生产要素
平均优化30%以上，原材料损耗下降5%，日产
能同比提高200%。同时，实现了专业化分工，
由“单兵作战”转变为“抱团发展”，既很好地
解决了企业用工问题，又大大促进了劳动就
业，企业规模迅速膨胀。

“海阳毛衫产业以智能化、专业化为
发展方向，汇集国内外毛衫行业最先进的
软硬件设备及系统，通过‘候鸟计划’吸
引国内外优秀设计师进驻园区进行产品研
发设计，提供包括流行趋势资讯、纱线原
料、样品制作等全方位的服务。”海阳市
经信局副局长董京寿介绍，下一步，海阳
市将以“海阳毛衫”集体商标注册成功为
契机，以毛衫产业创新园建设为载体，加
快新旧动能转换，软硬件建设双管齐下，
真正打造好“海阳毛衫·毛衫海洋”品牌，
建设国际有影响力的毛衫产业基地。

从“单兵作战”到“抱团集聚”

海阳毛衫迎来又一春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张庭源 报道
本报兰陵讯 日前，当记者走进兰陵县向城镇佰盟蔬菜基

地时，发现原来田间地头随处堆放的黄瓜秧、辣椒秧等蔬菜废弃
物都不见了，昔日焚烧起来乌烟瘴气、堆在路边臭气熏天的景象
不复存在。一位菜农告诉记者：“菜秧子都被收了变成肥料了。”

这是向城镇招才引智、探索蔬菜废弃物循环利用新模式的
结果。“千人计划”专家王志伟博士在兰陵县向城镇实地考察
后，与兰陵县佰盟合作社达成了合作协议，建立了农业废弃物
生化处理制肥站。通过对大棚作物废弃物一次高温发酵腐熟灭
菌和二次低温灭菌腐熟，并植入有益作物生长的功能菌群，将有
机肥的氮磷钾和有机质的含量分别提高到7%和60%以上，远大
于普通堆置的土杂肥。今年上半年，向城镇回收蔬菜废弃物1 . 2
万吨，增施有机肥0 . 8万吨，取得了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于明志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作为村里的后备干部，我已经参加了4次村

‘两委’会议，对村情村务、议事流程都有了初步了解。”7月18日，
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杨古村后备干部、村卫生室医生王昆说。

“村级后备干部”是当前周村群众热议的高频词。在今年村
“两委”换届选举结束后，周村区实施了村级后备干部“雏鹰
计划”，即通过为每个村“两委”班子储备2名左右年龄不超
过45周岁的后备干部，解决部分村干部队伍老化、整体素质偏
低以及换届中暴露出来的“用而未备、急用现找、后继乏人”
等问题。截至目前，全区首批选取的49个村共推荐选拔后备干
部124名，平均年龄39岁，其中中共党员92名。

后备干部选拔主要面向政治素质好、遵规守纪好、道德品
行好、工作本领好、群众评价好的“五好”乡村人才，包括村“两
委”委员、企业家、种植养殖大户、文化能人、技能人才等各领域
各行业人才。周村区对后备干部采取集中培训、导师结对帮带、
轮岗挂职锻炼、择优发展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等方式进行培育，
提升他们的政策理论水平、联系群众意识和服务基层能力。

周村区壮大

村级后备干部生力军

向城镇万吨蔬菜废弃物

变身有机肥

□李剑桥 贾海宁 王建彬 报道
滨州市沾化区冯家镇海上党支部是滨州市首个海上党支

部，共有17名渔民党员。伏季休渔期间，海上党支部利用涉海
党员回港休整时机，开展“海上党旗红”专题党课活动，让全
体渔民党员“伏季休渔不休学”。图为海上党支部“送学小分
队”成员崔浩(右一)在上主题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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