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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鹏程 申红

环境监管向精细化延伸

环境监管是评价环境质量现状，评估环境监
管效果，制定环境发展规划的客观保障与必然要
求。为此，济南市全力推进以微站建设为中心的
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市环保局在今年7月底全面
建成2000个微站，创新性地利用走航监测对道路
颗粒物进行排名考核，建成首个副省级城市大气
颗粒物公里级网格化监控体系。监控数据通过

“济南环境”APP向公众发布，对街区颗粒物污
染按“红橙黄绿”进行分级监控预警。

“微站的建设在全市的建成区，包括县城的
建成区，按照1×1公里的网格进行了布设，在全
市的敏感区域，则是按照0 .5×0 .5公里的网格进行
布设。”市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同时在前
期发现的13处热点网格范围内以及济南与淄博、
德州、滨州等的传输通道上也进行了布设。再就是
把市区外围的乡镇驻地，按照每个乡镇驻地两个
微站进行了建设，并且对前期发现的污染比较严
重的乡镇驻地进行了加密布设。”

同时，为了提高监管的精细化，济南市的空
气质量微站监控系统已配置应用到全市每1名
环境网格员，在市、区（县)、街(镇)三级大气污染
联防联动中得到广泛应用，建委、城管部门也已
将该系统数据应用到日常监管与考核，微站的
建成使用为实现全市大气污染治理向公里级网
格化精细监管、快速精准溯源、联动高效治理转
变，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了有效支撑。记者从市
环保局获悉，今年1-11月，济南市的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到175天，比上年同期增加8天，优良率
达到52 . 4%，市民蓝天幸福感指数大幅提升。

推进工业污染源达标提升

工业企业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也是大
气卫生防护工作的重点之一。为此，济南市组织
各区(县)集中开展燃气锅炉、生物质锅炉、工业
炉窑等污染源排查工作，编制了详细的污染源
清单。截至目前，共排查燃气锅炉706台3764蒸
吨；生物质锅炉16台481蒸吨；工业炉窑单位379

家。
为了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工作，济

南市组织开展汽车维修拆解、印刷、表面涂装、
有机化工行业废气专项整治行动，共梳理排查
汽修企业1330家。工业企业堆场整治方面，堆场
台账每天进行动态更新，目前全市共有298个工
业企业堆场，涉及200家工业企业。定期调度企
业堆场整改进展情况、现场抑尘设施运行情况，
以确保整改工作按时完成、现场设施运行到位。

同时，持续开展对散乱污企业的排查和清
理整治工作，今年以来，新发现的19家散乱污企
业，现已全部完成清理整治工作。开展厂容厂貌
综合整治。制定《重点工业企业厂容厂貌整治工
作实施方案》，严格落实重点工业企业高标准配
备环保设施的有关要求。

秋冬季工地扬尘治理方面，按照《济南市蓝
色环保企业清单管理办法（试行）》实行“蓝绿名
单”动态管理制度。保障民生、污染物排放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等企业按照标准分别纳入“蓝绿
名单”。纳入蓝名单管理的，非重污染天气可以
继续生产；纳入绿名单管理的，重污染天气也可
以继续生产。“蓝绿名单”实施扩减结合、动态管
理。

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措施

机动车排放污染同样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
源，为此，济南市发布并实施机动车排放检验与
维护制度（I/M制度）。记者获悉，全市的I/M制

度已于2018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通过I/M制度
的有效实施，逐步形成机动车排放检验、超标车
辆维修治理的闭环管理，有效减少机动车污染
物排放。

同时，为确保检验合法性，济南市加强了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远程监管。完成了机动车
排放监控系统省、市、区（县）三级联网，实现机
动车排放检验数据实时传输与共享，进一步完
善市机动车排放监控平台功能。切实加强检验
机构的远程监管力度，严查检验机构不规范检
测及违规违法行为。今年以来，共筛查异常检测
数据1000余条，发现存在涉嫌不规范检测行为
的检验机构57家（次），涉嫌车辆539辆（次），对违
规违法的单位进行依法处理。

另一方面，强化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现场
监督检查。一方面，按照国家、省、市统一工作部
署，健全与公安、质监部门联动联处机制，并开
展联合监督检查。另一方面，按照“双随机、一公
开”“两个100%全覆盖”的要求，持续加强对机动
车排放检验机构的监督管理。

“要继续细化济南市的工业结构、能源结
构、交通结构和用地结构调整优化措施，从源头
上提前对大气污染进行防治。”在12月14日召开
的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治理项目济南市跟踪研究
交流会上，来自北京的专家团队建议，“要将氮
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作为济南市重点管
控污染物，开展污染治理及全过程控制的科技
研究，以PM2 . 5浓度下降并最终达标、消除重污
染为首要任务。”

强化扬尘治理、工业污染源治理、机动车排放检测———

济南向大气污染“亮剑”

□ 本报记者 张鹏程

1998年，当申作伟辞去山东省城乡规划
设计院院长职务，毅然决然地成立一家建筑
设计公司的时候，恐怕谁都不会相信，20年
后，在他带领下的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卫国际”）摘取仅有
的国家设计金奖1项、全国优秀设计奖60
项、省级优秀设计奖200多项。2012年，因在
“新中式”建筑领域的独特贡献，大卫国际
从全国10万多家建筑设计企业中脱颖而出，
被评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百强名院”。

当年那个一意孤行的年轻人，目前已经
成为大卫国际的董事长，是“中国人文珍品
大院”的设计者，并依靠系列设计精品，成

为中国“新本土居住设计名家”“地标建筑
最具影响力设计师”和“城市建筑卓越人
物”。

1993年，申作伟升任临沂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兼总建筑师、临沂市规划局副局
长；1997年，被调到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任院长兼总建筑师。谈起当年的选择，
申作伟觉得这是对快乐的一种追逐，从来不
后悔。“从小我就对建筑感兴趣，大学也是
学的建筑专业，建筑设计给了我莫大的快
乐。但是担任领导职务后，那种快乐的感觉
没有了，骨子里还是希望创作出更多的优秀
建筑作品。”

就这样，申作伟毅然辞去了公职，在济
南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成立了自己的

建筑设计公司。创业伊始，困难重重。但随
着越来越多优秀作品的出炉，申作伟的大卫
国际逐渐在行业内打出了名头，站稳了脚
跟。仅在三年后，大卫国际就拥有了自己的
办公楼。临沂的陶然居、鲁南大厦、济南的
鲁能中心、东环国际广场以及阳光100、领
秀城、青岛海情大酒店……都是他的作品。

提起这么快的发展速度，申作伟告诉记者，
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最重
要的还是要拥有独特的风格与理念。申作伟说，
文化积淀城市的性格，思想决定城市的力量。

“建筑设计大师依靠无尽的空间想象力，在他的
设计作品里，要汇聚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的性
格，体现城市的思想和力量。”

经过多个作品的沉淀，申作伟在立足中

国本土文化的同时，融会了国际先进设计理
念，形成了“新中式”建筑的特色产品，创
出了自己的设计品牌。2004年竣工的北京优
山美地·东韵小区，荣获“中国人文珍品大
院”称号，在2006年10月获得建设部优秀勘
察设计一等奖，继而又在2008年荣获国家优
秀工程设计金奖。

“这是中国建筑设计界的最高奖项，是
建国以来获得这个奖项的首位山东建筑设计
师，也是近10年来，第一次由住宅项目设计
摘得这个奖项。”谈到这个奖项，申作伟难
掩自豪之情，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创立
的“新中式”现代庭院设计理念，得到了社
会的广泛认可。他表示，将在“新中式”建
筑设计创作的道路上一直探索下去。

不断探索“新中式”建筑设计创作之路
——— 访山东大卫国际建筑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申作伟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先行区“先行”先从改革创新

选人用人机制开始，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
委会公开“招人”了——— 12月17日，先行区管委
会对外发布《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
2018年公开选聘专业人才公告》和《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先行区管委会2018年公开招聘专业人才公
告》。通过选聘或招聘的被聘用人员将进入岗位
聘任管理，实行全员绩效考核。

这是先行区继大部制机构设置之后，在体制
机制改革创新方面推出的又一重大举措。记者看
到，先行区管委会“大部制”包括综合管理部、
产业发展部、建设管理部、综合执法部、社会事
业部等“五大部”，另外还有纪工委及投资促进
一、二、三部等。此次选聘和招聘职位也主要在
这些部门。

其中，公开选聘报名范围面向全市市直、县
区机关及事业单位在编在岗工作人员以及市委管
理企业中层副职以上人员、其他市属企业领导班
子成员，报名截止到12月23日。招聘工作面向全
社会各类专业人才，报名截止到12月26日。

先行区此次选聘/招聘工作主要流程包括：
报名、简历筛选与在线测评、资格复审与准考证
发放笔试、面试、成绩计算及发布、考察、体检
与公示。录用人员将进入先行区管委会工作，试
用期考核合格后，统一按照管委会绩效薪酬体系
发放薪酬待遇。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是山东省和济南市
按照国务院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建设总体方案》要求，在济南打造的以新旧动能
转换为主题的重点区域，直管区域包括大桥、崔
寨、孙耿、太平四个街道，共450平方公里。同
时也是济南拥河北跨，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从大
明湖时代迈向黄河时代主阵地。先行区管委会充
分利用省市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改革权、试验权和
先行权，实行无差别人力资源管理。本次公开选
聘/招聘工作，打破以往政府机构选人用人机
制，有利于更大范围选拔招揽各类优秀专业人
才，助力先行区高质量发展。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管委会“招人”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李斐然

让科研成果

快速有效转化为生产力

张成如与山东的缘分源自其求学经历。
上个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的热潮急剧升温。
当时国家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星火计
划”“火炬计划”也相继付诸实施，他意识到，
迅猛发展中的中国，迫切需要众多学业有成
的高科技人才参与经济建设，于是决定留在
国内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在科研上，张成如是名副其实的“学霸”，
他边学习边任教，边搞科研开发，作为重要成
员参与了国家攀登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扶持的中国基础科学方面的一些重大攻关项
目的研究。但张成如并不满足于实验室中的
纸上谈兵，如何使科研成果更快速更有效地
转化为生产力成了他的新目标。

1996年初，张成如在济南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注册成立了“济南开发区星火科学技
术研究院”，真正开启了其将“学”和“研”转化
为“产”的第一步。创业之初也有过一段艰苦
的时期，以至于身为博士、教授的张成如不得
不挨家挨户地推销餐洗净。

转机出现在1997年，当时星火科学技术
研究院研发的汽油柴油添加剂能显著提高油

品的品质，降低能耗，市场前景广阔。张成如
正愁如何将它转化为生产力时，济阳的一家
闲置工厂吸引了他。经与当地政府协商，张成
如开出了以技术换51%的股份的条件。没想
到，这次“吃螃蟹”竟然成功了，这也让张成如
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模式。随后10年间，张成如
不断“复制”这种模式，联星集团迎来了发展
的高峰期，“1997年至2000年，联星集团实现了
连续4年的百分之百增长”。回顾当时的情景，
张成如不无感慨地说,。

市场是“指挥棒”

人才是“强力针”

谈及成功的经验，张成如表示，市场是他
的“指挥棒”，自己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根据

市场需求，开发别人不能开发的技术，然后给
技术找到一个能变成商品的市场。基于自身
的科研优势，联星集团的科研开发走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路子，即“资金—技术投资—以技
术参股实业—获得高额利润”，张成如解释
说：“我们是生产技术的，然后销售技术。我们
的研发经过引进、模仿、改进、优化，就成了自
己的知识产权，然后再参股、入股。”

联星集团因此彻底改变了脱离市场搞科
研的状况，从被动地跟随市场转，到科学预测
市场搞开发，真正做到了“生产一代、研制一
代、储备一代”，从而引导“消费”。自建院以
来，该集团科研成果转化率近100%，盘活存量
资产近亿元，生产销售收入近百亿元，解决了
近3万人的劳动就业问题，。

根据民营企业的发展形势，该集团目前
致力于打造产品型企业、平台型企业，进而形

成企业生态圈。“我们目前正在艰苦探索中，
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实现传统产业的新改造，
这将成为我们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对
联星集团来说更是如此”。张成如自身的经历
使他深刻体会到，个人的知识和才能是有限
的，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高科
技人才资源的优化组合，强大的开发能力和
转化能力才能促进成果转化，引领企业创新
发展。“针对基础管理层面，我们实行阿米巴
模式的激励机制；待企业上市之后，针对高层
管理层面，我们将推行合伙人机制，这也是我
们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加快实现

“新业态新模式”转换

如今，联星集团还研发了新的低温常压
高效脱硫技术。张成如神采奕奕地表示，“这
项技术投资额小，安全性高，脱硫效率高，目
前已经实现了小规模产业化。该技术和装备
的投产和推广，将成为重要的利润突破点，成
为公司阔步前进的‘开路先锋’”。

创新永远是企业发展的生命力所在。该集
团在发展规划里也提出了“十三新”的概念。民
营企业一定要抓住‘创新’二字，不仅仅是技术
创新，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发展模式、管理模
式、商业模式的创新，立足山东，整合全国乃至
全世界的资源，而模式创新正是山东发展的关
键所在。”谈到此，张成如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
例子：“一根稻草绑在白菜上卖的是白菜的价
格，而绑在大闸蟹上卖出的却是大闸蟹的价格，
这充分说明了技术转换模式的不同带来的巨大
差距。”而这也正是联星集团进入平稳发展期后
的又一个发展目标，在打造技术与金融相结合
的产业模式的基础上，加快实现“新业态、新模
式”的转换，引进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带领企业往更高层次发展。

山东联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成如———

创新驱动企业向更高层次迈进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一直是各地的
一场强力攻坚战。12月13日，针对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出现的重污染天气过
程，济南市发布了重污染天气橙色预
警并启动了Ⅱ级应急响应。作为全市
环境保护的主管部门，济南市环保局
在守护省城的蓝天碧水时究竟如何
“亮剑”？就此，记者走访了济南市
环保局，了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一应
措施。

11月27日，张成如在实验室里同研发人员交流项目的最新进展。

□记者 晁明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7日，济南市城乡建设委

发布《2018年建设扬尘治理督查巡查第四十五周
情况汇总（12月10日—12月16日）》，仍有22个
项目扬尘治理措施落实较差或重污染天气应急响
应落实不到位，施工现场不同程度地存在大面积
裸露渣土未覆盖、施工道路未硬化、施工现场积
尘积土严重、建筑垃圾不及时清运等问题。

通报称，本周累计出动检查组47组次，检查
人员165人次，检查在建工程项目280个，覆盖了
11个县区。其中，大柿子园村房地产开发项目
（一期）等258个建设项目扬尘治理措施基本落
实到位，重污染天气期间应急响应措施按要求执
行。

对问题严重的龙奥九号北侧闲置土地地块、
金科澜山公馆B4-1地块、芙蓉路管廊及综合道
路提升工程、碧桂园 凤凰城三期一区、文昌街
道办东王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地块一标段、
文昌街道办东王社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地块三
标段、龙域天城23#/24#共7个项目进行曝光、
通报批评。

对其余15个问题项目进行点名批评。这些项
目包括海信九麓府A5房地产开发项目1#-11#号
楼地下车库及设备用房，海信九麓府A6地块房
地产开发项目，公共租赁住房项目（二期工程）
公租房换热站项目，济南万科南北康B11地块项
目，山东财经大学圣井校区扩建一期（园林绿
化），白泉古村项目工程，文昌街道办东王社区
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地块二标段，商河状元府邸
住宅小区4#、9#-20#、地下车库A轴-AE轴，鸿
源学林苑项目（南地块）二期1#临街商业楼、
幼儿园及地下车库，济阳盛世翡翠郡项目，龙域
天城10#、11#、17#、18#、22#，龙域天城15#、
16#、19#、20#、21#，祥生中央华府城市之星1#
-6#、C车库、6#商业，祥生中央华府城市之星
10#-18#、A/B车库，济南中信泰富中央商务区B
-1、B-2地块开发项目等。

对上述所有问题项目，扬尘治理督查检查人
员现场约谈参建各方负责人，下达限期整改通知
单，并将检查结果计入本月度挂牌考核。

22个在建项目

扬尘治理不力

被“点名”
山东联星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

知名清洁能源生产销售和科技型创新企
业，始创于1998年，前身为山东星火科
学技术研究院，下辖21家子公司，旨在
打造科技创新研发、成果转化的投融资
及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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