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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培俊
本报通讯员 赵 洁 陈友祥

近日，记者走进山东润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科技负责人张弘治指着正在
有序运转的生产线介绍：“我们公司创新
性地采用发酵法绿色制造先进技术生产氨
基葡萄糖，现拥有年产10000吨氨基葡萄糖
生产线，是目前国内同类产品最大的生产
线，全球唯一一家实现氨基葡萄糖全产业
链的绿色生产企业，去年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2 . 06亿元。”

张弘治所说的发酵法生产氨基葡萄糖
是其自主研发的一项国家级发明专利，并
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鉴定为“国际领先水
平”。“我们将继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和
产品创新力度，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在发展
中的重要支撑作用。”他说。

近年来，围绕从“新泰制造”到“新
泰智造”，新泰市坚持以创新增活力，着
力在主体培育、平台建设、要素集聚、服
务提升方面下功夫，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扶
持力度，全面落实各项扶持政策，驱动县
域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新泰在《人
民日报》发布的2019年全国科技创新百强
县中居34位。

经济插上创新翅膀

彩色杯子，浇注热水后瞬间神奇变
色；香水卡片，用手轻轻摩擦能闻到不同
香水味道；看似普通的雨伞、衣服却能在
阳光下变换颜色……近日，在山东掘色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董事长王勇向
记者展示他们潜心研发的“稳定的变色墨
水”技术。

作为国内专业投资色彩新材料的高科
技公司，王勇的“稳定变色墨水”先后在
美国、欧洲、中国获得发明专利，具有极
强的市场竞争力。谈起下一步打算，他
说：“提高传统产品附加值，我们要把变
色材料向各种传统产业延伸，提高产品竞
争力，未来引领世界。”

坚持科技创新，是新泰许多企业在激
烈市场竞争中取胜的一大法宝。该市制定
企业分类标准，建立科技企业培育库，对
入库企业实行分层分类递增培育。通过实
施一般企业“雏鹰”培养计划，遴选全市
200家中小微企业,做好创新引导和孵化服务,
使其尽快成长为科技型企业；实施科技型
企业“助飞”计划，对成长性好、成长潜
力较大的科技型企业给予全方位支持，帮
助尽快成长做大做强；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头雁”计划,建立高新企业信息库，对入
库企业采取“一企一策”、全程定向服
务，培育成为具备产业创新引领和区域核
心竞争力的龙头领军企业。

截至目前，全市共培育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42家，高新技术企业46家，科技企
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创新活力和创新能
力不断提升。

为给县域经济插上科创的翅膀，新泰
通过强化政策保障、物质奖励、表彰激
励，出台各类政策文件11项，对企业引进
人才、设立创新平台、取得科技成果等17
个要素给予财政扶持。同时，设立人才工
作、招才引智、自主创新3个千万元专项工
作资金，研发补助在省基础上再增加5%，
定期召开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大会，隆重
表彰各类创新企业、成果、团队和人才，
2019年政策奖励达到1600万元。同时，实施
以100项关键技术研发、100项急需成果转
化、100个科研团队支持为内容的“三百项
目”突破，推动企业创获科技成果386项，
承担计划项目87项、经费2 . 82亿元。2019
年，润德生物“生物催化合成氨糖关键技
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等四个项目列入省

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支持。
新泰西张庄镇坚持发展特色毛呢产

业，年产值4 0亿元，产品销往1 0多个国
家；羊流镇通过起重机械产业转型升级，
成为山东省首批特色小镇；新甫街道通过
发展电子商务产业，让放下锄头，摸起鼠
标的农民迅速走上了致富的新路子……这
些在全国颇有名气的乡镇，借创新的大潮
让科技扎下牢固的根基。

七成小企业设立技术中心

“多亏了杨黎明教授和他带领的科研
团队，今年我们自主研发的500千伏海缆附
件，在国际上率先通过了相关鉴定实验并
实现应用。”近日，记者在特变电工昭和
(山东)电缆附件有限公司见到副总经理赵尊
华，谈起公司今年参与的世界首条电压等
级最高的500千伏联网输变电工程，他充满
自豪。据介绍，该工程克服了海水腐蚀强
度高等世界性难题，创造了十四项世界纪
录，一举奠定了中国海洋输电技术的世界
领先地位。

特变是新泰通过构建“六个一”平台
体系，向科技创新要速度要质量的典型代
表。新泰按照“顶层设计、全域布局、重
点推进”的原则，构建“六个一”创新平
台体系，通过探索高校+政府、高校+政府+
企业、企业+高校、企业+专家四种模式，
建成生物化工等12家产业研究院，引进各
类创新团队56个，实施成果转化106项，实
现了“一个产业一个研究院”；以启迪之

星综合孵化器为“1”个核心，结合园区布
局建设“N”个专业孵化器，构建“1+N”
孵化网络，建成省级以上众创空间、孵化
器5家，实现了“一个园区一个孵化器”，
助推新泰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矿山设备再
制造示范基地、全国第二大起重机械制造
基地；通过采取自建、共建、异地建等措
施，实施分类管理、分层培育，推动“一
个企业一个技术中心”建设，全市规模以
上企业、70%以上的小企业都设立技术中
心。

同时，为推进产学研合作和企业孵
化，新泰还建设“4+N”创新高地，按照创
新链建设东、西、南、北四大科创小镇，
打造创新创业高地；按照产业链建设N个创
新支撑平台，通过与大院大所名院名校合
作，共同搭建高端科技合作平台，相继建
设中关村信息谷、泰安中德智能制造技术
公共服务平台、浙江大学新泰材料创新中
心、山东大学新泰工业技术研究院、“一
带一路”国际创新发展研究院。

为创新要素集聚提供保障

“以前对企业科技创新的支持奖励，
各部门、各乡镇是‘自成一套’，‘五根
指头’虽全却无法形成‘一个拳头’的合
力。现在我们将创新资源‘化零为整’集
中用在刀刃上，进而撬动全社会创新投
入。”据新泰市科技局局长崔玉军介绍，
为破解科创资金瓶颈，新泰统筹财政、基
金、社会、银行等资金，专门设立1000万

元科技创新专项资金、1亿元的人才专项资
金；引进20亿元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
等5只基金；与邮储银行、泰安商行等开展
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扶持各类研发、成果
转化项目120余项。

新泰坚持把破解“人才、技术、资
金”瓶颈、补齐短板作为重要工作来抓，
为创新资源要素集聚提供保障。为给企业
创新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该市通过
采取筑巢引凤、引巢借凤、技术联姻、
“梧桐树栽在凤凰身边”等方式，刚柔并
济引进两院院士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
次人才300余人。聘请15位专家担任市政府
科技顾问，选聘引进102名专家兼任乡镇、
部门、企业科技副职，参与研发项目143
项、联合申请专利128项、参与建设科技平
台89个。

新泰充分利用创新平台、攻关项目、
扶持政策等载体，形成多主体、多要素参
与技术转移转化的局面。该市通过长效开
展科技合作“月月行”等活动，每年组织
精准对接10次以上；联合企业、学会、协
会先后举办中国起重机械技术学术创新发
展大会、中国新泰LED显示高峰论坛等12
场次，100余项技术成果在全市推广应用。

同时，新泰通过搭建“O2O”服务体
系，不断提升服务新职能。线下，借助启
迪之星孵化器，引进法律、财会、知识产
权、科技咨询等专业机构，开展专业化服
务。线上，建设科技创新服务云平台网
站、开发“新泰科技通”手机APP，实现
“创新即时通，服务零距离”。

科技创新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

从“新泰制造”迈向“新泰智造”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在疫情期

间，俺们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等
形式联系农业专家帮助解决病虫
害等相关问题。”一大早，在新
泰市翟镇兴隆屯村的一处村社共
建大棚里，兴隆屯村党支部副书
记刑云东通过网络连线农业专
家，结合农时和农户生产技术需
求，在线指导农户搞好农作物病
虫害防治等田间综合管理工作，
帮助农户解决种植难题。

推行“不见面”技术服务、
管理服务及作业服务，是新泰市
在疫情防控期间为满足群众需要
推出的一项重要举措。针对当前
新冠肺痰疫情防控形势，新泰市
不断加强以蔬菜为主的“菜篮
子”保供和以农业生产资料有序
流通正常供应为主的春耕备耕生
产，通过线上推行“不见面”技
术服务，线下推出送物资上门服
务等一整套组合拳，确保疫情防
控和农业生产两手抓、两不误。

农时不等人，为满足农户春
耕备播需要，新泰市农业农村局
一方面特别成立了4个以党组成
员为组长、专业技术人员为成员
的农业生产包保工作小组，对全
市20个乡镇农业生产经营进行巡
回督查和现场指导，确保全市分
阶段搞好农业生产管理。建立农
产品生产供应日调度制度，每天
调度全市各基地的蔬菜生产和农
用物资储备情况。

新泰市农业部门组织农业科
技力量在线开展生产指导和技术
服务，积极开展电话预约、网络
预约、线上指导等远程电子服
务，创新农资营销、配送方式和
服务方式，加强对种植大户、农
民专业合作社、新型经营主体和
农户等的技术指导和物资供应。

充分发挥供销合作社为农服
务中心、庄稼医院、智能配肥站
点等生产服务平台的作用，为农
户提供技术推广、测土配方、田间诊断、农机作业等服务，积
极推进农资供应与技术服务的有机结合，通过成立春耕农资供
应工作专班，因地制宜制订农作物春季管理技术方案，切实保
障农业生产物资充足、农民高效科学施肥用药，为全年农业丰
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采取土地托管、代耕代种、联耕联
种、股份合作等多种农业生产服务方式，为疫情期间农业生产
提供了有力保障。

“我的棚里主要种植西红柿、辣椒、土豆、菠菜，每天供应量
约2000公斤，销路不愁。”近日，新泰市农业农村局派出农技人员
到翟镇华能南区蔬菜大棚，调研指导春季农业生产情况，大棚种
植户于伟指着自己棚里长势喜人的蔬菜，信心十足地说。

为确保农产品产得出、卖得掉，新泰市建立镇超直接对接
销售模式，搞好农产品直供直销，协调办理运输通行证；同时
建立农产品产销应急调度机制，制订农产品供销应急响应预
案，若出现物资短缺或滞销现象，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对提出
请求和需要帮助的企业和个人，及时帮助解决。

“我们供销社有限公司仓库现有化肥库存2600余吨，可以
充分保证春耕备播。在没解除疫情的情况下，只要老百姓有需
求，通过电话预约，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送
到田间地头。”新泰市供销社农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风礼告诉
记者。

为做好春耕备耕农资供应，保障农业生产资料正常流通秩
序，供销社指导系统内农资企业在扎实做好防疫用品准备、工
作环境消杀、人员防疫管理、原料物资调运、农机装备维保等
复工复产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发挥农资供应的主渠道
主力军作用，组织力量对全市供销系统农资商品库存及保障情
况进行全面摸底核查，加强农资供需情况监测调度和调剂调
运，做好肥料、农药等物资储备工作，确保农资供应数量充
足、价格稳定、服务到位。针对当前疫情时期，农户采购种
子、农药和化肥等农资较困难的情况，推出送物资上门服务，
打通农资运输“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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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李秀波

2月15日，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与市
住建局党员突击队3名党员冒着风雪和严
寒，主动上门为山东易天健化工有限公司
送施工许可证。原本不到2小时的车程，他
们足足走了大半天。

“眼看项目开工前期准备都做好了，
就差这个许可证了，你们，亲自把证送上
门来，真是雪中送炭！”企业负责人胡永
文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山东易天健医药中间体精细化工项目
位于新泰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是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点项目，工艺流程先进，市
场前景好。项目达产后，年产医药中间体
及各类制剂2 . 2万吨，可实现产值9 . 5亿元。

为保证工程尽快施工，新泰市政务服
务中心住建局窗口加班加点，与时间赛
跑，创新审批方式，窗口一线党员全部盯
上靠上，综合运用远程代办、容缺受审、
网上审批等方式，帮助企业准备施工资
料，快批快办，解除项目后顾之忧，让企
业安心复工复产。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阶段，
如何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服务群众工作？
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践行初心使命，战
疫情，保服务，通过网上办、掌上办、自
助办、咨询办、全程代办，实现审批“不
见面”、服务“不打烊”，既做到疫情防
控有力度，又保证服务群众有温度。

网上办。统一网上申请渠道受理入
口，实行专人负责、即时转办、限时办
结，办件结果立即反馈，确保外网申报业
务不压件、不落件，目前全市943项依申请
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受理。

积极发挥自建系统“保底”作用，明
确社会保障、医疗保障、企业注册、纳税
服务等高频服务事项专网办理路径，发布
“不见面”在线服务目录，推出网上办事操
作指南。据统计，当地282项业务依托14个业
务系统实现在线申办，“网上办理”率达
到95 . 3%。截至目前，网上办件量4865件。

掌上办。全方位宣传应用“新泰人
社”“泰安医疗保障”“山东税务”等微
信公众号以及“泰安人社”“个人所得
税”“泰安医保”等移动客户端，推行社
保服务、医保服务、纳税服务随时随地办。

推广全程电子化登记，通过网上申
请、手机签名、人脸识别、远程认证，免
费寄递，实现企业注册全流程“不见
面”。截至目前，“掌上办”事项54项，
其中社保服务37项、医保服务项6项、纳税
服务11项、市场准入5项。企业群众通过手
机提起业务申请2167次，全部按期办结。

自助办。充分发挥市政务服务中心24
小时自助服务区功能，利用好配备在全市
20个乡镇街道、52个重点社区（村）的74台
“新泰好·泰好办”自助服务终端，切实把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新泰电视台
“政务服务帮您办”栏目、《今日新泰》
专刊以及“政务通”微信公众号等传播平
台和媒介，宣传推广自助服务终端，提高
知晓率、使用率，鼓励引导企业群众在
“家门口”办事。

截至目前，自助服务终端24小时“不
打烊”，累计服务群众10000余人次，让企
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

咨询办。利用倡议书、通知通告等多
种方式，对外公布市政务服务中心各综合
科室、进驻窗口联系方式，对外电话全部

转接至科室、窗口负责人手机，做到“只
要电话响，保证有人接”。畅通网上咨
询、微信服务、民意通等渠道，建立进驻
窗口负责人微信群，及时转办、回复企业
群众咨询。截至目前，接听电话咨询3937
次。电话处理业务1884次，能够电话沟通
办结的，绝不要求群众到现场办。

全程代办。开通“绿色通道”，通过
“全程代办，两不见面”，为山东海燕医
用材料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汶阳春酒业有
限公司办理《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证》。印发《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优化行政审批服务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实
施意见》，助力有关企业及重点项目单位
复工复产。突出重点项目建设，对全市53
个重点项目提前介入指导，开辟线上服务
专窗，一对一协调解决问题，先后帮助金
乾多智能传动设备项目完成选址定界，指
导青云智慧冷链物流项目远程提起施工图
审查申请，协调住建局窗口为易天健医药
中间体精细化工项目发放施工许可证，助
力项目尽早开工建设。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服务群众1 . 8万
余人次，取得良好成效。

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咨询办、全程代办，新泰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审批“不见面” 服务“不打烊”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肖根法 李贞贞 报道
在新泰市岳家庄乡马头村值守点，防疫队伍里一张文质彬彬的年轻面孔显得格外特别，他就是大学生志愿者李杰，哈尔尔滨工

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疫情发生后，有着十年党龄的李杰立即加入了本村志愿者队伍。他说：“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需要党员站
出来。”

在岳家庄乡，有很多像李杰这样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或在值守点值守，或在百姓家中宣传，或在村庄内外消毒，用行行动展
示着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担当。图为李杰在马头村村口登记出入人员。

□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肖根法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近日，新泰市楼德镇粮食购销大户张朋申请

鲁担惠农贷50万元用于粮食购销经营，结果只花5个工作日就
完成了全部审批。张朋说：“感谢山东农担公司，贷款解决了
我的大问题，而且利息优惠、担保费减半，还有财政贴息。”

疫情发生以来，省农担驻新泰办事处充分发挥政策性担保
机构作用，积极主动落实省农担公司惠农政策，全力配合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支持农副产品稳产保供和春耕生产。截至目
前，已为19户经营户完成担保，审批通过金额930万元，银行
已放贷530万元。

保费减半，贴息上涨。2月19日，省农担公司印发通知，
推出担保费减半收取、简化续保条件和手续、申保基础材料容
缺办理等13项便民利民措施。省财政厅对于由省农担公司提供
担保的客户，在财政贴息2 . 175%的基础上，疫情防控期间再增
加贴息1%，总计贴息达3 . 175%，为全省农业农村春耕备耕提供
有力支持。省农担驻新泰办事处严格落实省公司战疫情、保春
耕专项服务方案，第一时间向各级领导汇报财政支农最新优惠
政策，及时与合作银行办理惠农贷款业务，加大宣传，躬身实
践，为农担当。

简化流程，不误农时。据了解，疫情期间所有新增项目采
取银行先行审批、公司审批保后核查的方式，全部实行银行直
报。业务受理环节。银行直报项目由公司受理后，由各市管理
中心开展非现场尽调和初审，为有效防控风险，尽职调查、反
担保保证取证、保后管理等通过微信、视频、网络、电话等途
径实行线上办理。风险审查环节。优化流程、容缺审查，对疫
情防控业务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对粮食种植、畜牧养殖
等业务快报快批。法律手续环节，抵质押等手续容缺办理，制
定《优化面签手续操作办法》，通过视频、网络等方式签署业
务合同。省农担驻新泰办事处主任王英介绍说，目前，驻新泰
办事处能做到当天受理项目，当天初审完毕，当天上报公司风
险管理部。

银担合力，共战疫情。省农担驻新泰办事处积极联系驻新泰
合作金融机构，通过视频、微信等网络办公形式将战疫情、保春
耕专项服务方案传到每一家合作银行。目前，新泰境内的农行、
邮储银行、农商行等多家金融机构积极响应省农担公司的战

“疫”措施，携手合作、共战疫情，确保春耕贷款发放顺畅。

保费减半 贴息上涨

鲁担惠农贷

战疫情保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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