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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会 常晓梦 尹延鹏 报道
本报聊城讯 9月1日，聊城市海外联谊会

一届四次理事会议召开，来自社会各界的联谊
会理事们共同谋划未来，为推动聊城社会经济
发展汇聚力量、凝聚共识。

会上，理事们一起集体观看了聊城市的推
介宣传片，对聊城的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有了
更进一步的了解。聊城市海联会与澳门山东商
会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并共同参观了诺伯特智
能装备（山东）有限公司、乖宝宠物食品集团
等企业。聊城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海联
会会长秦存华说，聊城市正处于产业转型升
级、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时期，对高层次人才、
高精尖技术项目需求更加迫切。希望各位港澳
台及深圳理事能借此机会多了解聊城，真诚地
邀请各位港澳台及深圳理事到聊城投资兴业。
同是中华儿女，肩负共同使命，希望广大理事
能共举爱国主义旗帜，共建和谐美丽新聊城，
一起书写民族振兴新篇章。

过去一年，在聊城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下，全市各级统战部门紧紧团结各位海外联谊
会理事，准确把握港澳台海外统战工作方向，
充分发挥海外理事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方面
的优势，全方位助力聊城做好新旧动能转换重
大工程，广交深交海内外朋友，为促进聊城经
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港澳繁荣稳定和推
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先后接
待澳门山东商会访问聊城，促成了澳门山东商
会有关企业与市人民医院的交流合作。会同聊
城市外侨办、聊城市留学人员联谊会等部门，
举办了以“归侨侨眷权益保护、留学咨询服
务”为主要内容的志愿公益宣传活动。成功召
开了市海联会一届三次理事会，壮大了市海联
会理事队伍，扩大了联谊范围，优化了理事会
结构，海联会自身建设得到了加强和提高。

市海外联谊会召开

一届四次理事会

□王兆锋 高田 曹原 程源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我认为，纺织行业发展方

向，要开发家居装饰等特殊领域的高端产品；
其次，要发挥全产业链优势，进行大规模的技
术革新；第三，要树立自主品牌。”青岛大学
教授马建伟，在考察了临清三和纺织集团的工
业园项目，包括智能纺纱车间、自动化印花系
统及研发设计中心后，提出了三点指导意见。

在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聊城市
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聚力新旧动能转换·服务
高质量发展——— 院士专家聊城行暨智汇水城高
端论坛”上，临清市积极协调多位专家与企业
对接。临清市共促成“千人计划”专家夏志杰
教授，青岛大学马建伟教授，山东大学张松、
杨华教授，山东理工大学马立修教授分别到宇
捷轴承有限公司、三和纺织集团，中瑞轴承有
限公司、新兴重工有限公司等企业指导工作。5
名专家学者分别对企业发展方向及存在的技术
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促进了企业的科
技发展。

其中，山东新兴重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
马立修教授进行了对接，就LNG设备冷能利用
技术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马立修教授对项目表
示了极大的兴趣，并到临清参观了公司生产现
场，参观结束后，双方就LNG冷能利用项目达
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临清市还邀请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生产
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的米歇尔-利科菲特等专

家，来临清进行专题培训、现场解答企业问题，帮
助解决企业痛点难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把技
术留在当地，提高轴承产业集群整体水平。

8月30日，记者从聊城市人社局获悉：聊城
市聚焦产业和企事业单位发展需求，面向国内
外高端人才，不断拓宽才智引进渠道，着力打
造“院士专家聊城行”和“海外高层次人才交
流会”两个招才引智品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
社会的发展。

聊城市连续三年成功举办海外高层次人才
交流会，邀请近400名外国专家来聊与企事业单
位进行现场对接，达成初步合作意向900余项，
长期合作意向400余项，现场解决技术难题210
余项，搭建起聊城企事业单位与外国人才智力
交流合作的桥梁，帮助用人单位破解了一大批
技术、科研等方面的瓶颈问题。2017年、2018
年，聊城连续两年举办院士专家聊城行活动，
邀请4名院士、90多名国内顶尖专家来聊服务，
达成合作意向58项，破解技术难题81项，收到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市级带动和支
持下，各县(市、区)先后举办专家博士团阳谷
行、百名博士对接高唐、院士专家东阿行等系
列活动，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聊城市不断加强创新平台建设，先后建成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14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6家、省级引智示范基地8家，增强了企事业单位
科研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企事业单位积极与省内
外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对接、成果

转化、人才联合培养，东阿阿胶、中通客车、祥光
铜业等企业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立研发中心，与

德、美、韩等国的科研机构合作开展项目研发，为
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技术和才智支持。

聊城打造“院士专家聊城行”和“海外高层次人才交流会”品牌

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借梯上楼解难题

□ 高田 林金彦 吴柯 赵守军

初秋时节，东昌府区堂邑镇肖庙村生态梨园
生机盎然，梨树下连片成方的大豆、花生长势旺
盛，放眼望去，满目葱茏。

这些梨树共4590棵、占地60亩，是今年春天
堂邑镇政府在肖庙村建设的围村林。围村林种植
果树，这背后有着深刻的考量。为何？“建设围村
经济林，既完成了‘创森’工作的围村林建设任
务，也探索出了一条发展集体经济、建设美丽乡
村的乡村振兴之路。”堂邑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靳
广力表示。

肖庙村位于329省道以北，170余户587人，土

地604亩，是个整村迁建村，多数土地位于村西20
里的马颊河畔，仅有70余亩在本村四周。“如何用
好、用活有限的土地，成为‘创森’工作的一个重
要课题。”负责肖庙村围村林建设的栾庄管区书
记田德成介绍，肖庙村距城区12公里，地理位置
优越，建设经济林、发展乡村旅游，是个切实可行
的方案。镇政府、管区和村“两委”多次调研、论
证，并先后召开支委会、党员大会和村民代表会
进一步商讨，确立了发展生态梨园的初步规划，
计划种植梨树5000棵。“这样一来，避免了‘年年
栽树不见树’的尴尬局面，也解决了发展村级集
体经济的难题，是个多赢之举。”田德成说。

但是，流转给村集体建设梨园所需的60亩土

地，分属于170余户，不少群众对土地流转不理
解。管区干部和村“两委”成员进村入户讲政策、
谈效益、绘蓝图。他们承诺，在生态梨园没有产生
收益的前期，给予村民1000元/亩补贴以保障村
民利益，让他们在不种地的情况下，收入不减少。
盛果期村集体与村民四六分成，收益共享。“在梨
园产生收益的前两年，我们又把土地流转给了4
户村民，让他们在梨树下种植大豆、花生等矮棵
植物，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田德成说。

田德成与村“两委”成员专程到山东果树研
究所进行考察。结合当地土质、果树特点，从山东
果树研究所引进了皇冠梨和丰水梨两个品种。

“根据专家建议，皇冠梨和丰水梨的比例为9：1，

异花授粉产量较高。梨园总共种植梨树5000棵，
成活4590棵，成活率90%以上。”田德成说，盛果期
后每棵树产梨100-150斤，按年产优质梨50万斤、2
元一斤来算，经济效益非常可观。

一棵梨树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乡村振兴生
态图景。根据规划，梨树进入盛果期后，肖庙村将
成立合作社，通过竞标方式对外承包，负责盛果
期后的梨园经营。根据市场需要，在梨园内种植
草莓等作物，发展观光旅游，每年举办两次采摘
节，努力把肖庙村打造成“春赏花、夏采莓、秋摘
梨、冬品树”的市民观光旅游、休闲采摘的城郊目
的地，进而增加村民和村集体收入，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让乡村振兴战略在肖庙村落地生根。

建设围村经济林 用活有限土地实现多赢

一棵梨树的带动效应

□张培月 王兆锋 报道
9月1日，贫困群众在阳谷县安乐镇恒晶光电“扶贫车间”内学习加工光学元件。安乐

镇整合建设扶贫车间36处，引导群众进车间就业，在家门口脱贫致富。

□孙亚飞 田志芳 王赛楠 报道
本报莘县讯 “微信扫扫码，就能了解大

棚种植知识，享受免费的技术服务，咱镇上这
个措施实在是太贴心了。”9月1日，莘县妹冢
镇牛庄村种植户程庆银说。

妹冢镇扶贫办联合聊城市科协、镇农技
站，组成了“科普扶贫联合行动队”，到牛庄
村进行现场指导培训。在讲解的同时，妹冢镇
科协主任杨素娥通过微信扫码的形式，让种植
户们加入了“妹冢镇农业技术交流群”，专家
在群里随时回答大家的问题，让种植户了解更
多的种植管理知识。遇到微信交谈不能解决的
难题，农家专家到现场指导。

微信“扫扫码”

服务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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