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2月11日，新泰与山东大学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共同和齐鲁交通材料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山东大学新泰工
业技术研究院”。据悉，此次三方合作，是政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的
有益探索，为校企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搭建了新的平台，更为新
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新泰牵手山大

共建工业技术研究院

□本报通讯员 万照广 孙启迪 □本报记者 张环泽

12月6日，记者在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江南小区看到，一群穿
着红马甲的人在打扫卫生。居民介绍，他们是当地社工，正义务劳
动。“有了这些社工，现在整个小区干净整洁多了，他们功不可没!”
说起社工，69岁的杨建立老人竖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该区从2016年开始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探索
建立非行政化的社区服务新模式。目前，全区持证社工发展到42
人。他们充分发挥“酵母”作用，带动周边义工和社会志愿者，用自
己专业的知识和特长，开展扶贫济困、社区服务、扶老助残、婚姻家
庭情感疏导、留守儿童关爱等专业民生服务。他们融入社区，成为
社区邻里和谐的“调和剂”，成为社区邻里守望的一分子。

为破解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瓶颈”，该区还出台激励政策鼓励
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对考取助理社工
师、社工师职业水平证书者纳入“薛城英才”人才库，并每月享受一
定津贴。立足为全区社工搭建展示和交流的综合性平台，该区成立
了社会工作协会，200多名社会工作者加入，连续两年申请枣庄市
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10个，开展了“阳光成长”“婚姻加油站”“情
暖夕阳”等公益服务项目，直接受益对象300余人，惠及服务群众
2000余人次。目前，通过“全科”社工、“专科”社工加上志愿者、义工
的努力，薛城社区社工实现了全覆盖，城市和谐更有温度。

“社工酵母”

催生“温度薛城”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李新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20日，“海阳请你来、快乐在一起”城市

形象推介会在青岛举行，海阳向青岛发出热忱邀请——— 欢迎青岛
及周边地区的企业、人才到海阳创新创业，到海阳观光旅游、定
居养生，亲身体验运动之城的浪漫情怀。青岛市相关部门领导、
青岛商会代表、特邀访谈嘉宾、签约代表、部分海阳重点企业负
责人等200余人参会。

推介会在热情奔放的大秧歌中开场，海阳市委书记刘宏涛登
台讲述“海阳故事”。他从海阳的英雄气质、浪漫情怀、开放精
神、精致品位等方面进行了生动推介。海阳市市长林钰涛围绕
“机遇海阳”，用“2条铁路、3个园区、3大产业”向与会来宾
作了产业推介。其中，“2条铁路”是莱西经海阳至威海高铁项
目和青岛即墨至海阳市域铁路项目，两条铁路的建成将有力促进
海阳与青岛“同城化”，无论是高端地产开发，还是安家置业、
休闲度假，都是不可多得的“海阳机会”。推介会上，部分专家
学者和企业家还进行了现场访谈，深入交流产业优势及投资方
向。海阳市有关镇区街道和市直部门与意向企业举行了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29个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海阳在青岛举行城市形象推介会
29个项目集中签约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孙卓勇

11月21日，科技部公示确定了首批创新
型县（市）建设名单，全国共计52个县（市）上
榜，邹城市成功入选。

邹城围绕创新型城市建设目标，突出
“科技支撑产业发展”主题，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将科技创新融入新旧动能转
换，加强新兴产业扶持培育，完善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创新驱动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
目前，该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50家，
各行业发明专利达到446件，累计已有200家
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合作关系，全社
会研发经费投入达到29 . 45亿元，占GDP比
重达到3 . 04%。

人才聚集打造创新高地

玉木耳，是食用菌界名副其实的“新
贵”，其“白富美”的颜值及丰富的营养引发
了业界轰动。“这种木耳少筋、肉厚，口感清
脆，营养丰富，且产量较高，是替代黑木耳的
又一珍贵食用菌。”山东科创食用菌产业技
术研究院副院长李晓博介绍，在产业化推广
培育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销售收入就达一
千万元。而玉木耳就是山东科创食用菌产业
技术研究院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合作研
发、培育的。该研究院通过柔性引进院士，共
建院士工作站的方式，实现了“引进一个高

端人才、带来一个创新团队、催生一个新兴
产业”的目标。

邹城一直高度重视人才在科技创新中
的作用，先后召开了全市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暨创新驱动发展大会、全市人才科技创新大
会，出台了《关于实施“邹鲁英才”计划的意
见》《邹城市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引进管理扶
持办法》《邹城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等政策
文件，设立人才科技专项资金6000万元。同
时，创优人才工作生活环境，推出“六个一”
服务，按照省级标准建设了人力资源产业
园，为各类人才提供了全过程服务，实现“筑
巢引凤”。

截至目前，邹城市累计引进“两院”院
士、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37人。2018年3名人才获得省首届“创业
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优胜
奖，其中2人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全市获
得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28个，其中省重大
科技创新工程6项。3项成果获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其中一等奖２项。1—9月份，累计申请
发明专利364件，同比增长83 . 84％，有效发明
专利达到446件。

创新创业平台

筑牢产业发展根基
“这是陶瓷刀标准开刃工作站，属于国

内首家，主要是基于咱们自主研发的控制系
统，然后配合力控的功能对陶瓷刀进行开
刃，圆磨石能在仅有0 . 5毫米厚度的陶瓷刀
上‘绣花’，将其打磨到0 . 01毫米，厚度仅有
头发丝的十分之一。”12月14日，在邹城市中
心店镇机电产业园内的珞石（山东）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该公司应用技术工程
师石仙鹤介绍，它的技术特点是效率更高，
一致性更好，良品率更高，这项技术可以和

国际四大巨头ABB、发那科、安川、库卡媲
美，达到他们最尖端的技术。

珞石作为工业机器人制造企业，一直专
注于核心部件——— 控制系统的自主研发，它
如同“大脑”，对机器人的一切行动发送指
令。“我们的机器人外形相似，但我们是根据
不同行业，不同客户的定制化需求，通过修
改控制程序来实现不同的多种功能。”研发
机械设计工程师孙晨光解释说。

自2017年7月投产以来，珞石不断加大
科研资金投入和高端人才的引进，截至目
前，累计投入研发资金3000多万元，先后招
引科研人员60多名，并与清华大学、山东大
学等高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形成多方位、
专业互补的创新研发平台，今年预计实现销
售收入8000万元。

珞石科技在邹城能够迅速发展，得益于
该市完善的产业基础和浓郁的机器人发展
氛围。邹城不断完善平台建设，以机器人研
究院、大学科技园为代表的创新创业平台层
出不穷，经过探索创新，形成了源头创新有
产业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过程成长有科
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创新平台，终端
成果转化有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园区的完整
的创新创业孵化链条，科技服务水平实现了
快速提档升级，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起到了
重要作用。

目前，邹城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2家、众创空间3家；国家级企业创新平台4
个，其中国家级企业重点实验室1家，国家级
企业技术中心1家，国家级博士后工作站2
个；省级企业创新平台38家，省级产业研究
院6家。

科技计划项目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在第七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生物医药
行业总决赛中，经过激励角逐，山东艾孚特
科技有限公司脱颖而出，荣获行业总决赛三
等奖，这也是本届赛事山东赛区企业取得的
最佳成绩。

“此次艾孚特参赛项目为‘舒巴坦酸绿
色合成新工艺开发与产业化’，该技术可解
决传统工艺的三废量大、安全性差的缺点，
是当前行业急需的技术，对于推动新旧动能
转换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意义。”艾
孚特公司总经理周倜告诉记者。

以艾孚特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产业是邹
城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该市积极对接
省“5+5”产业和济宁市十大产业，在“6+5+
X”产业体系的基础上，高标准引育培植“2+
3+2”新旧动能转换特色产业集群，坚持传统
产业存量提升与新兴产业增量崛起并举，培
育发展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

科技型企业是科技创新最为活跃和最
具潜力的群体。近年来，邹城大力实施科技
型小巨人企业培育计划，不断完善从研发到
产业化应用的创新发展全链条服务，“保姆
式”培育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培育
出一批科技含量高、盈利能力强的小巨人企
业，61家企业通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评
价，珞石科技承担实施省厅市会商和新旧动
能转换重点项目1项，泰山玻纤公司创新成
果荣获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诺博泰
智能科技被认定为省明星科技型小微企
业。

邹城市科技局局长朱红卫介绍，在今
年的山东省中小微企业创新竞技行动计划
中，邹城市的艾孚特科技、天河科技、福
禾菌业等37家企业脱颖而出，获省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资金支持，优胜企业数占全省
总数的11 . 46%，其中，6个企业项目分获各
自领域第1名。

研发培育成功玉木耳，成立陶瓷刀标准开刃工作站，竞逐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邹城健步迈向科创之城

关键词：科技创新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张善伟

初冬时节，行走在五莲县街头镇东洪
河村大街上，一派现代化新农村的祥和景
象。街头镇是石材产业大镇，先前，村内
有些村民自主创业开起了石材加工厂，有
些村民在石材加工厂打工，都有一份可观
的收入，生活条件持续改善。

村民生活快速步入了小康，但是一直
以来，却有一件事让东洪河村党支部书记
李宜洋“上火”。此前，该村的用电线路
陈旧老化，村内只有一台400千伏安的变压
器坐落在村南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村民的生活用电量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电
压随着传输线路的延长而逐渐减弱，给村民
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村民们家用电器买得
起，可只能守着不能用。”李宜洋说。

不仅如此，电力不足还对村里的产业
发展造成了阻碍。去年，东洪河村引来一
个百亩蓝莓园项目，这为产业振兴打开了
新路子。但是，蓝莓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
苛刻，经常需要借用水泵灌溉或排涝。水
泵的功率较大，到了盛夏雨季也无法正常
运转。无奈之下，村里帮助其协调租赁了
村内个人安装的变压器，并对其给予电费
补贴，以解产业园的燃眉之急。

去年8月，五莲县被国家能源局列入“小
康用电示范县”项目名单，成为全省仅有的4
个县之一。项目完成后，五莲县将基本建成
管理先进规范、供电安全可靠的一流配电
网，城农网电力基础设施完成新旧轮换。

11月26日，五莲县小康用电示范县首批
项目全部竣工。东洪河村就在首批改造项目
之列，国网五莲县供电公司为该村新安装
400千伏安变压器一台，更新线路2300米，村
里的低压导线由原来的16平方毫米裸线更
换为120平方毫米的绝缘线。“近期我们还将
再为村里增加一台，三足鼎立环网供电，满
足该村未来5年的发展需求。”该公司小康用
电项目指挥部负责人王全华说。

五莲“电力红包”惠万千农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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