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今日关注2019年10月3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郭茂英 蒋兴坤 周艳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zbs@dzwww.com

让“第一资源”在最优环境中释放能量
我省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目前住鲁院士73名，认定聘任院士近70人

济宁优化引才管理服务放大科技副职桥梁作用

科技副职扩大县域经济“朋友圈”

□ 本 报 记 者 王浩奇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胡克潜

10月26日，位于汶上县的济宁亿臻服
装厂，8条智能吊挂流水线和2条跨线智能
吊挂在控制系统的指挥下，重复着车缝、
检验、整烫和包装等环节，一件件风格前
卫的休闲服装鱼贯而出。“我们的生产线
较传统生产模式效率提高了30%－40%，
年产量高达60万－70万件。”厂长雷晓江
说，“工厂投产2年就有这样的势头，还
要感谢当年的汶上县科技副县长杜劲松为
我们引进了智能吊挂系统生产线。”

济宁是全省科技副职工作试点，已累
计接收省派科技副职38名。科技副职的工
作，让不少企业念念不忘。

三顾“茅庐”请来归国博士

纺织服装是汶上县的支柱型产业，全
县纺织服装企业达到416家，年产各类服
装4亿余件，但也存在生产技术落后、大

而不强的问题。2017年，汶上县为提升纺
织服装产业核心竞争力，县委书记带队到
东华大学三顾“茅庐”，引来了留学归国博
士、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杜劲松，并
向组织部门申请由其担任科技副县长。

上任后，杜劲松首先邀请专家培训汶
上企业家，组织当地企业参观国内知名服
装企业，并在济宁爱丝公司设立东华大学
服装学院校外研究生实践基地。他借助产
学研项目，协助企业建立互联网生产协同
平台和数据库，提升企业生产信息化水
平；依托东华大学服装技术研发中心技术
力量，提升汶上县服装企业的研发能力。

像汶上县请来杜劲松一样，济宁市指
导各县市区围绕发展布局和优势产业，提
前摸排人才需求，精准对接科技副职人
选。而科技副职则积极发挥作用，先后与
59家高校院所建立合作关系，引进人才合
作项目89个，引进高层次人才201人，为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抓回“飞走的鸭子”

9月21日－25日，亚洲开发银行工作
团队赴嘉祥县对济宁西部全域供排水一体
化项目进行第三次现场考察，双方签订了
谅解备忘录。等亚行董事会对项目概念书
进行批复后，1亿美元的投资就能到位。
项目建设关系到嘉祥县千家万户的饮水安
全，对嘉祥县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和生态环

境提档升级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报名申请亚行投资贷款的期限已

过，况且每省限报一个项目……”去年9月，
嘉祥县发改局局长毛玉华无意间将因供排
水一体化项目进展缓慢而失去亚行投资机
会的惋惜，表露给了第一天报到的嘉祥县
科技副县长王元涛。亚行扶贫贷款项目利
率低，还款周期长，王元涛想全力再争取一
下。通过多方联系，王元涛一行被引荐到国
家发改委，得知项目名单还没有最终确定。
于是他们迅速采取行动，重新递交了申请。
王元涛带着毛玉华十余次赴中央、省、市发
改和财政部门专门汇报项目情况，经过不
懈努力，项目顺利通过市、省、国家发改和
财政审核鉴定，被列入亚行投资计划。

引入一名科技副职往往能够连接起一
个技术领域、一类要素市场和一群行业精
英。济宁市用足科技副职的“娘家”和“朋友
圈”两类资源，放大科技副职桥梁作用。各
县市区均与科技副职派出单位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签订产学研合作项目37个。

让科技副职挂实职负实责

9月23日，科技副职选派工作在邹城市
发生“连锁反应”。山东省农科院挂职邹城
市（镇）科技副职见面会召开，省农科院将
采取“1+3”的模式，选派1名专家挂职科技
副市长，3名专家挂职科技副镇长。

“是否能真正为地方发展插上科技的

翅膀，除了每位科技副职有勇于创新、脚
踏实地的工作之外，也要看当地政府能否
为科技副职开展工作扫清机制障碍。”在
省第四批科技副职、省寄生虫病防治研究
所副研究员刘功振看来，“邹城的做法可以
让科技副职在地方形成了一个工作专班，
能够实现上下联动，更好地开展工作。”

记者了解到，济宁市优化柔性引才管
理服务，在科技副职工作上不断探索，将
科技副职列入领导班子成员进行一体化管
理，合理安排工作分工，让科技副职挂实
职、负实责，不当“补位县长”“会议县
长”。按照每年每名科技副职10万元标
准，设立工作专项经费，统筹使用。同
时，将生活补贴提高到每人每月3000元，
最大程度提供食宿、交通便利，并享受市
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服务。

“我们和清华大学教授初步达成了在
智能制造方面的合作。从中药材的炮制、
提取到浓缩，实行自动化生产、信息化管
理，质量好了、成本低了，产品竞争力也
增强了。”山东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总经
理杜新磊介绍，这个智能制造的突破口，
他苦苦寻觅了很久。今年初，省高层次人
才促进会科技副职专委会和省派济宁民营
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一队举办高层次人才
暨科技副职走进济宁高新区专题对接会，
30余名科技专家、学者走进济宁高新区，
让广育堂这样的企业找到了突破生产研发
瓶颈的办法。

□ 本 报 记 者 张春晓 张依盟
本报通讯员 张明川

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金翔龙被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认定为长期在鲁工作的
聘任院士，享受住鲁院士有关待遇。截至
目前，住鲁院士共有73名，其中两院院士
55名，海外学术机构院士18人。另外，我
省认定的每年在鲁工作时间2个月以上的
聘任院士增至近70人。

而就在前不久，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
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公布，我省3位专家学者
入围，加上此前中国工程院公布的第二轮
候选人情况，我省今年共有8位学者进入两
院院士候选名单，入围人数历年最多。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院士是科技创新的“稀
缺资源”、科研人才的“金字塔尖”，是
山东创新发展最为倚重的力量。在院士人
才队伍的不断壮大、人才成果频出的背后，
是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院士工作，全力搭
建创新平台，全力创新支持政策，全力优化
创新环境，全力提升服务保障，让院士在山
东实现更大作为，共享发展机会。

透过今年以来一系列紧锣密鼓的部署
安排，能观察到山东重视院士、尊重院
士、礼遇院士的十足诚意：

4月8日，山东省政府与中国科学院、
北京大学在北京分别签署合作协议。5月7
日至8日，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北京分别走
访了科技部、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并举
行座谈会，交流合作事宜，共谋山东发展。

5月30日，第三届海外院士青岛行暨青
岛国际院士论坛在青岛举行，来自俄罗斯、
乌克兰、新加坡、韩国等20多个国家的百名
院士代表，国内500余家知名企业和金融机
构代表，20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代表等科
技精英、业界翘楚共聚一堂，共研科技创
新、共商创新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6月17日，2019山东省创新驱动发展
院士恳谈会在济南举行，重磅开启山东创
新人才建设的崭新篇章。116位院士齐聚
一堂，共同为山东创新驱动发展建言献
策、集智聚力。刘家义在讲话中说，我们
将努力打造好院士恳谈会这一平台，将其
机制化、制度化。

有诚意，有承诺，更见行动，对待最
优人才，就要提供“最优政策、最优环
境、最优服务”。

升级强化院士服务保障，力度堪称全
国最大。今年3月，省委组织部、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联合制定出台
《关于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充分发挥院士
作用的若干措施》，从加强直接联系服
务、提高保障水平等10个方面制定具体措
施。将院士生活津贴由每月1万元提高至2
万元，每年的科研经费由20万元提高至30

万元，新增住鲁院士科研启动经费由50万
元提高至100万元。在交通出行上，院士
凭院士证在我省乘车通过省管范围路
（桥），免缴过路过桥费。在医疗保健方
面，除院士本人享受副省级干部医疗保健
待遇外，首次将院士配偶纳入服务范围，每
年为住鲁院士及配偶进行一次集中体检。
2019年，共有16位院士和配偶一起在省立
医院进行了集中查体。

实行引进顶尖人才“一事一议”，用
超常规政策，引进超一流人才，对国际一

流人才团队实行“特事特办、一人一
策”，给予最高5000万元的创新研究综合
资助或6000万元的创业扶持。截至目前，
已遴选两批。

出台《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引进高层次
产业人才实施办法》，变“选人才”为“选企
业”，将引才话语权直接下放给企业，赋予
省级人才工程指标，支持面向海内外引进
急需紧缺人才。目前，已遴选三批50人……

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2016
年，青岛市引进我国自动控制领域著名专
家王子才院士及其研究团队。次年3月20
日，王子才院士牵头注册成立了青岛航讯
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是青岛市全职引进院
士创办的高科技企业之一。自落户青岛市
南区以来，市南区免费为青岛航讯提供一
千平方米的办公场地，发放团队的生活补
贴资金，并定期跟进项目进展，为公司落
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经过两年多的
发展，青岛航讯已获得多项知识产权和荣
誉资质，自主可控产品体系，获得业内高度
认可，前景广阔。

“金翔龙院士的加盟，让我们罗博飞
公司实现了腾飞！”青岛罗博飞海洋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秀芬如此描述引进一位
院士产生的巨大力量。青岛罗博飞海洋技
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水下机器人、传
感器、大数据技术的研发、生产、应用及
服务工作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与金翔龙
院士签订了十年的长期合作协议，自2016
年开始，金翔龙院士每年在青岛工作生活
10个月以上。他带领研发团队集中力量进
行技术攻坚，取得了高效水下运载平台技
术、物联网智能装备集成技术、海洋大数
据建设及应用技术等相关技术的突破，所
有产品的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

当前，山东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
期、动能转换的胶着期，比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科技引领，比任何时候都更依靠人才
驱动。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让山东形
成一种强烈的“磁场效应”，以院士为代
表的高层次人才纷至沓来，为创新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山东将继
续拿出爱才的诚意、聚才的良方、留才的实
招，让院士工作生活得更加顺心、舒心、
安心，汇聚高质量发展强大智慧力量。

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专家咨询服务活动山东行取得丰硕成果

解决眼下难题 着眼长期合作

泰安市政协原副主席谭业刚

受贿贪污案一审宣判
□记者 张依盟 报道
本报济济南南10月30日讯 今天上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

宣判泰安市政协原副主席谭业刚受贿、贪污一案，以受贿罪判处被告
人谭业刚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以贪污罪判处
被告人谭业刚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

济南中院审理查明：一、受贿事实：2005年至2015年，被告人谭
业刚利用担任中共泰安市委员会泰山风景名胜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泰
安市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主任职务上的便利，为17家单位和个
人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
相关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93 . 2万元。二、贪污
事实：2004年、2015年，被告人谭业刚分别利用担任泰安市科学技术
局局长、中共泰安市委员会泰山风景名胜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便
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人民币1175 . 85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谭业刚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受贿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对谭业刚所犯受贿罪、贪污罪应数罪并
罚。谭业刚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
的大部分受贿事实，系坦白，涉案赃款赃物大部分已退缴，确有认
罪、悔罪表现，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张春晓

“你觉得纳米纤维技术在民用领域的
难点在哪”“我看一下这个分子式”……
10月23日，在青岛国际院士港，来自全国
各地的院士专家，“围观”西拉姆院士的
静电纺丝纳米纤维新材料，不时与项目负
责人交流互动；已经75岁的王恩多院士，
在参观陈璞院士的项目时，盯着宣传册下
方的胃泌素17分子式看了很久，还频频与
技术负责人讨论研发细节。

10月22日至26日，参加中央人才工作
协调小组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的院士专家，
深入济南、青岛、烟台、临沂四市，开展咨询
服务活动。连日来，从指导宏观发展战略，
到提出可行性措施，探讨相关领域发展动
向，院士专家一路倾囊相授，指点迷津，
为当地政府和企业送上“金点子”。

“科技创新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强大引
擎。”浪潮集团副总裁高传贵把此次专家咨

询服务活动比作一场助推山东产业发展的
“及时雨”，“这次近距离接触对于院士专家
充分了解山东、促进后续合作效果非常明
显，对企业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大有裨益。”

新一代信息技术如何支持医药从研发
到市场的全流程服务，是中国中医科学院
针灸研究所主任医师房繄恭一直思考的问
题，这次他找到了答案。“接下来，我们将跟
浪潮进一步交流和合作，争取把双方的优
势集中起来，更好地为中医药事业服务。”

“眼下，山东积极推进省级大科学计
划和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达到20
个，但创新资源利用效率还不高，怎么
办？”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
共同体是很多部门和企业最关注的问题之
一。在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考察期间，院
士专家们建议，进一步破除制约科技创新
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推动管理机制创
新与技术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技术创新集
群式突破，才能为山东高质量发展注入不

竭的科技动力。
在临沂，26名院士专家分组到奥德能

源、华泰电池等38家重点企业，进行专业
对口咨询服务和产学研对接。奥德集团新
能源事业部总经理綦安训有“两大收
获”，“一个是从理念上，给当地政府、
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转变；另一方面，院
士专家们都是带着技术、政策来的，我们
完全有项目对接上。”

作为与青岛汉缆集团合作多年的专
家，陈维江院士在《对汉缆电缆产品的全
寿命周期管理的实施方案》中提出制造企
业需要改造升级，他还在现场再次表态：
将继续全力支持实施方案的推广，并配合
企业在转型升级上持续给予技术指导和支
持。在青岛前哨精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王华明院士与企业进行技术座谈，对企业
提出的孔隙率、疲劳强度等问题从尺寸、
材料、工艺三个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并
通过实验数据进行了论证。

5天时间里，院士专家们共深入全省
29个县（区），111个企业、院所、园区
等开展咨询服务，举办咨询座谈会33场，
提供咨询意见91条，指导技术难题85个。

“既要请进来，更要落下来”。借院士专
家来山东的机会，各地对接院士专家。杜彦
良院士团队看中济南创新发展的良好态
势，分别与中建八局二公司、山东建筑大学
加固研究院达成合作意向。青岛磊鑫集团
与东南大学签订了技术合作协议，共同组
建研发合作平台，并挂牌成立东南大学研
究生实习基地，东南大学每年不定期派遣
院士、专家教授到青岛磊鑫集团开展科研
实验工作，在混凝土相关领域进行深度合
作。在沂蒙老区，院士专家与临沂企业探讨
交流问题54项，纷纷表示愿在乡村振兴方
面为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多作贡献。在烟台，
13位现代海洋、医养健康、新能源新材料等
领域专家，共走访调研30家科研院所、园
区、企业，达成合作意向15项。

山东今冬“煤改电”
惠及30 . 56万户

□通讯员 郭轶敏 段德咏 鞠文杰 记者 张思凯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 “马上就到供暖季，插上电全屋就暖和，

再也不用老惦记着给炉子添煤了！”今天，淄博市博山区中石村村民
谢田芳提起“煤改电”，言语中流露出高兴之情。她是今年山东新增
的30 . 56万户“煤改电”清洁采暖用户之一。

记者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获悉，山东省今年的“煤改电”清洁
采暖涉及配套电网工程已于10月28日全部竣工，为山东新增3026万平
方米“煤改电”供暖面积。从2017年至今，山东省累计完成“煤改
电”清洁采暖用户62 . 43万户，累计面积6026 . 08万平方米。国网山
东省电力公司累计投入资金50 . 99亿元，用于“煤改电”用户配套电
网工程建设。

今年，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与国网山东
电力联合印发《关于有序推进电代煤工作的通知》，确立了“先城
市、后农村，先集中、后分散，先蓄热、后热泵”的“煤改电”工作
推广思路。为推进供暖“煤改电”配套电网工程建设，国网山东电力
细致做好电网规划设计，制订“煤改电”工程技术导则，开通了“煤
改电”配套工程绿色通道，有效确保了10月底前完成所有改造任务。

据了解，省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已先后印发《关于居民峰谷分
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开展清洁取暖用电市场化采购试
点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文件，对电采暖用户给予相应的电价优惠。山
东16个市中，有11个市出台了分散式电采暖设备购置补贴政策，8个
市出台分散式电采暖运行补贴政策，6个市出台了集中式电采暖初投
资补贴政策，2个市出台集中式电采暖运行补贴政策，促进各地电采
暖推广应用。

□记者 毛鑫鑫 通讯员 吴孝兵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30日讯 日前，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提出我省要
抓好稳定生猪生产、优化产业布局、夯实科技
支撑、严格疫病防控、提升加工水平、规范市
场流通、强化监管服务七项措施，加快构建现
代养殖、疫病防控、屠宰加工、市场流通、监
管服务五大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
生猪产业现代化。

《实施意见》明确了我省生猪产业转型升
级“两个节点”的任务目标：到2022年取得重
要进展，养殖规模化率达到58%左右，规模养
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5%以上；到2025
年，产业素质明显提升，养殖规模化率达到
65%以上，规模养猪场户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立足当前稳产保供，《实施意见》提出强
化产销监测预警，引导养殖场户及时调整产
能，努力避免价格波动伤农伤民。加快建立以
大型规模场、种猪场为引领，适度规模场为主
体，家庭牧场为补充的生猪标准化生产格局，
切实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另外，优化产业布
局，对临沂、潍坊、烟台等传统主产区，引导
提升标准化养殖水平；对东营、聊城、滨州、
菏泽等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加快推进产加销
融合发展。

着眼长远转型升级，《实施意见》突出一
体化、产业化、智能化发展，鼓励引导屠宰加
工企业就地就近发展养殖基地，支持规模养猪
企业就地就近发展屠宰加工，构建动物疫病区
域防控一体化和产业发展一体化格局。同时，
推进猪肉等畜产品精深加工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示范，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建设覆盖
畜禽生产流通全产业链、监管服务各环节的畜
牧业大数据平台，实现政府、企业、社会信息
互联互通，推动智慧畜牧业发展。

根据《实施意见》，我省要在共性举措上
走在前列，支持胶东半岛率先创建非洲猪瘟无
疫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设无疫小区，加快
推进全省免疫无口蹄疫区和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建设；严格出栏肥猪
点对点外调管理，认真落实区域调运监管制度，率先实现由“运猪”
向“运肉”转变；加快推进村级动物防疫员管理制度改革，2020年底
90%以上的县（市、区）完成改革。

另外，我省要简化规模养殖场户备案程序，取消证明材料。大型
规模化养殖场、养殖屠宰项目环评审批时限由35个工作日压缩到25个
工作日。加大生猪生产扶持力度，对规模养殖设施设备应补尽补、敞
开补贴，取消附属设施用地15亩的面积上限，养殖用地占用耕地的不
得收取土地复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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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严格疫病防控、提升加工水

平、规范市场流通、强化监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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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养殖、疫病防控、屠宰加工、市

场流通、监管服务

五大体系

山东升级强化院士服务保障

出台《支持重点企业加快引进高层次产业人才实施办法》，变

“选人才”为“选企业”，将引才话语权直接下放给企业，赋予省

级人才工程指标，支持面向海内外引进急需紧缺人才

实行引进顶尖人才“一事一议”，用超常规政策，引进超一流

人才，对国际一流人才团队实行“特事特办、一人一策”，给予最

高5000万元的创新研究综合资助或6000万元的创业扶持

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充分发挥院士作用的若干

措施》，从加强直接联系服务、提高保障水平等10个方面制定具体

措施

截至目前，住鲁院士共有73名，其中两院院士55名，海外学

术机构院士18人。另外，我省认定的每年在鲁工作时间2个月以

上的聘任院士增至近70人

□□资资料料：：春春晓晓 依依盟盟 制制图图：：马马立立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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