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半年16市均获“气质”补偿资金
地表水优Ⅲ水体比例提前达到2020年度目标

□ 本报记者 李振 张蓓

“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回忆起7月21
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向总书记汇报交流的
情景，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姜滨的脸
上依旧难掩激动。勇于创新，重视技术研发
和人力资本投入，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实现可持续发展……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
的鼓励和期望，恰为20多年来姜滨率领歌
尔一直奋力践行。

歌尔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发展路径，市
场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创业20多年，歌
尔从一家生产微型麦克风的地方小厂，成
长为营收351亿元高科技龙头企业，即便在
今年全球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歌尔依旧
保持十足的发展活力：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7 . 60亿元－7 . 86亿元，同比增长45%－
50%。

姜滨介绍，歌尔成立以来，在融入国际
产业链分工、服务国际一流客户的过程中，
极大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水平，如在发达国
家设立研发中心等，都为企业的科技创新
提供了高水平的智力支持。

歌尔以声学起家，转入光学这一全新
赛道，必须依赖强大的科研团队作支撑。除
了布局国内研发基地，歌尔在美国、日本等
地设立光学研发中心，与海外知名高校、科
研院所进行合作，依托国内国际两个资源，
实现了突破式发展——— 光学设计、光学研
发、测试、软件及量产制造等领域逐一通
关，并掌握了先进的光学纳米压印技术和
表面浮雕光栅光波导器件研发制造技术，
成为全球光学产品高端供应商之一。今年2
月，还与美国高通携手推出基于Snap-
dragon XR2平台的XR扩展现实参考设
计，又为歌尔摘下一顶“全球首个”的桂冠。

“尽管歌尔在全球布局，但歌尔首先是
中国企业，这是我们改变不了的基因。”总
书记“企业营销无国界，企业家有祖国”的
论述，让姜滨感触颇深。歌尔营销副总裁常刚介绍，歌尔在南京、西
安、深圳等国内城市设立研发基地，在青岛市崂山区建设全球研发中
心，研发中心未来将成为会聚近万名研发人员，集声学、光学、传感
器、专用集成电路等多技术融合的总部级研发中心。

20世纪90年代末，电子信息行业飞速发展，企业纷纷涉足
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同期的9002认证则少人问津，原因在于9002
比9001多了研发一项要求。而歌尔从成立之时就设立了研发部门，并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1997年，在一辆像样的轿车都没有的情况下，歌
尔挤出100万元，进口一套当时最先进的声学测试设备用于研发，最
终顺利通过ISO9002认证。如今，歌尔的研发投入已达到了年营业收
入的8%，去年研发经费达20亿元。

“歌尔的创新力蕴藏在从零部件到整机，垂直整合、有机融合的
创新架构。”在歌尔产品开发总监王德信看来，歌尔的研发体系既能
实现不同领域内单项研发项目的齐头并进，彼此间又能相互融合推
出创新性产品。比如去年底投入市场的“环境组合传感器”，其设计研
发需要企业同时具备先进的麦克风、气压传感器技术和系统级封装
工艺，同时还要有软件算法的支持，“在业内，这四个条件能够全部满
足的，只有歌尔。”

日前，世界顶尖市场研究与战略咨询公司Yole Development发
布《2020年MEMS（微机电系统）产业现状报告》，歌尔再次让全球同
业刮目相看：自2016年上榜全球MEMS厂商20强以来，歌尔仅用四年
的时间跻身全球第9位。

“MEMS取得如今的成绩，宋博士功不可没的。”歌尔高级副总裁
高晓光口中的宋博士是歌尔引进的首位博士。2004年，谋划从驻极体
麦克风向MEMS麦克风转型的姜滨一次次往返潍坊和北京，与MEMS
顶尖专家宋博士沟通交流，发出邀请。提供优厚的薪酬，配备一流的研
发设备和团队；不愿意离开北京，歌尔允许他在北京搞“远程研
发”……歌尔的求才心切最终打动了宋博士，他签约歌尔，举家搬到潍
坊。十几年来，他带领团队在歌尔构建起领先世界的微电子研发集群。

近年来，歌尔不断加大人才招引和培养力度，构建和完善多层次
人才体系。针对大学生，为其设计晋升专属通道；针对一二线城市人
才，实行“百杰人才”战略，拿出股权、期权、购房优惠等激励条件；通
过遍布全球的“人才招募官”，精准识别并针对引入行业高端人
才……目前歌尔已有工程技术人员1 . 2万余名。

克服疫情带来的诸多不利，今年歌尔的人才招引力度不降反增，
年度招聘大学毕业生1300名，较去年增加37%，明年还将再招1500
名。“下一步，歌尔要抓住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发展机遇，深耕微
电子、光学、声学等前沿领域，力争用5－7年时间进入世界500强！”姜
滨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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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晓婉

7月28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
状况。上半年，我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
例同比增加14 . 0个百分点，省级需向各
市拨付环境空气质量补偿资金36882万
元，16市均获补偿资金；地表水优Ⅲ水体
比例提前达到《山东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
任书》确定的2020年度目标，劣Ⅴ类水体
也将在年内达到“基本消除”水平。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加

14 . 0个百分点

今年上半年，以省控及以上点位统
计，全省细颗粒物（PM2 . 5）、可吸入
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Ｏ2）、
二氧化氮（NＯ2）、臭氧（Ｏ3）、一氧化
碳（CＯ）浓度分别为48、88、12、28、
177微克/立方米和1 . 5毫克/立方米，同
比分别下降17 . 2%、20 . 0%、25 . 0%、
22 . 2%、4 . 8%、11 . 8%。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平均为5 . 04，同比下降15 . 6%；重
污染天数平均为5 . 6天，同比减少3 . 8
天。以国控点位统计，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比例平均为67 . 2%，同比增加14 . 0个百分
点。

其中，威海、烟台、青岛市空气质量
较好，淄博市空气质量较差；临沂、威
海、潍坊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较大，济宁
市空气质量改善幅度较小。

根据第一、二季度环境空气质量检测
数据，上半年省级需向各市拨付环境空气
质量补偿资金36882万元。其中，第一季
度为30026万元，第二季度为6856万元。
“上半年全省获得环境空气质量补偿资金
排名前三的是临沂、枣庄和潍坊，补偿资
金分别为3464万元、3062万元和2966万
元。”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姚云辉介绍。

今年入夏以来，为了遏制臭氧污染，我
省还全面启动了为期5个月的夏秋季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专项行动，按照每月一个重
点行业的思路，开展挥发性有机物重点整
治。

6月份，针对加油站加强挥发性有机物
减排管理，让百姓得到实惠的同时环境空
气质量也在改善。省生态环境厅大气环境
处处长张金智介绍，6月16日－30日，全省
臭氧浓度较去年同比下降7 . 1%，较上半月

（6月1日—15日）环比下降12 . 5%；7月以来
（7月1日—26日），臭氧（Ｏ3）浓度持续下降，
较去年同比下降7 . 7%。

劣Ⅴ类水体需进一步达到

“基本消除”水平

发布会现场公布了16市水环境“双指
数”排名情况，水环境标准达标指数较好
的为聊城、威海2市，较差的为烟台、青
岛、潍坊3市。水环境质量指数排名前三
位的为泰安、临沂、济南3市，排名后三
位的为滨州、东营、潍坊3市。

从具体的领域看，地表水方面，我省
国控地表水断面水质优良（Ⅰ—Ⅲ类）水
体比例为67 . 5%，同比增加3 . 6个百分
点；丧失使用功能（劣于Ⅴ类）水体比例
为1 . 2%，同比减少1 . 2个百分点。入海河
流及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为100%，同比
提升10 . 5个百分点。饮用水方面，全省
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
中除1个因地质原因超标外，51个水质达
到或优于Ⅲ类标准，达标率为98 . 1%，达
到年度目标要求。黑臭水体方面，截至6
月底，设区的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166个
黑臭水体均已完成整治工程，完成率为
100%，达到并优于年度目标要求。县
（市）级建成区范围内104条黑臭水体已
有 9 1条 完 成 整 治 工 程 ， 完 成 率 达 到
87 . 5%，超额完成省级攻坚战任务要求
（不低于70%）。

今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
在国家污染防治攻坚战考核中，对于水环
境方面的考核主要涉及地表水、饮用水、
近岸海域、黑臭水体等四个方面。“饮用
水、近岸海域、黑臭水体三项整体态势较
为稳定，我省的工作重点在地表水。其中
优Ⅲ水体比例我们不仅提前达到了《山东

省水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确定的2020年
度目标（不低于61 . 5%），还较去年同期
（66 . 3%）实现了提升，基本达到了国家
‘巩固改善’的要求。但在劣Ⅴ类水体比
例方面，全国整体的目标为不高于5%，
而我省需进一步达到‘基本消除’的水
平，这也就意味着，83个国控断面中只要
有一个水质劣于Ⅴ类，就会导致无法完成
污染防治攻坚战任务目标。”姚云辉说。

从上半年情况看，我省仍有青岛、潍
坊1个共考的断面属劣Ⅴ类水体，另有德
州、聊城各1个断面位于超标边缘，一旦
放松管控即有可能出现超标。同时，鉴于
去年“利奇马”超强台风对我省部分断面
造成的严重影响，若今年再度遭遇类似情
形，将给水质保障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为此，我省下一步将以“消劣Ⅴ、防
反弹、提优Ⅲ”三张任务清单为抓手，及
时汇总通报河湖断面自动在线数据变化趋
势，做到以日保周、以周保月、以月保
年；对省控监测断面进行增设、优化和调
整，努力实现“一级保一级、省控保国
控”，将责任进一步细化到县；落实重点
河流“一河一组、一河一策”的蹲点帮扶
机制，继续探索推行专家技术帮托，助力
地方按期实现均值达标；完善达标升类奖
励资金、超标恶化赔偿约谈的奖惩制度，
督促引导地方切实履行水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从目前进展情况看，预计年底可如
期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地表水考核目
标。”姚云辉说。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8日讯 记者从省政府新

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全
省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秸秆
焚烧火点数量较往年大幅减少。

截至7月10日，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基本
结束。全省共发现14个秸秆焚烧火点，涉及
淄博、泰安、临沂、聊城、菏泽5个市的9个
县（市、区），“第一把火”出现在菏泽市
牡丹区。全省总过火面积约1741亩，秸秆焚
烧火点数量较往年大幅减少，成效显著。

省生态环境厅土壤生态环境处处长庄荣
盛介绍，今年山东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保障
秸秆禁烧工作效果。全监控，利用卫星遥感
全天候监测监控焚烧秸秆情况，有效解决人
工巡查视野受限、监管覆盖面不全的问题。
速核查，建立了快报速查机制，接到卫星遥
感发现的火点信息后，立即组织执法人员进
行现场核查并当天上报核查结果，对调查处
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严处理，每日向社会
公开通报各地火点发生情况。建立严肃处理
“第一把火”制度，向有关市发出督办函6
份，各有关市均对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
理，全省累计问责50余人。

我省夏收季共发现

秸秆焚烧火点14个

高考生注意，专家帮你填志愿
□ 本报记者 王原 刘一颖

今年山东省夏季高考志愿填报将于7
月30日展开。对考生和家长来说，相比往
年，之前文理分科基础上划定的分数线减
少了参考价值。加之今年“新高考”的专
业＋高校志愿，考生要结合自己的选考科
目填报，增加了志愿填报的难度。就考生
和家长关注的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省招
考院专家。

填报志愿要注意与往年的

不同之处

首先看录取批次。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副院长张志刚介绍，2020年我省招生录取
按照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3类分批次
进行。普通类分为提前批、特殊类型批和
常规批三个录取批次。艺术类分为本科提
前批、本科批和专科批三个录取批次。体
育类分为提前批和常规批两个录取批次。

普通类、艺术类和体育类志愿，在同
时录取的批次不能兼报。如提前批志愿，
考生只能选择普通类或艺术类或体育类填
报，三类不能同时填报。

其次是投档录取。重大变化主要有
以下三点：一是普通类、体育类考生不
再划分本科、专科批次，均划定一段
线、二段线，实行分段依次填报志愿。
二是普通类、体育类的常规批志愿填报
及投档的基本单位由“学校+专业”改为
“专业（专业类）+学校”。原来模式下
考生被投档到院校后，可能被调剂到该
院校的其他专业；“专业（专业类）+学
校”的模式下，考生直接被投档到了学
校的具体专业上，不存在专业调剂。三
是考生的学业水平等级考试科目必须符
合报考高校专业的要求方能填报，例如
北京大学的“数学类”专业，选考科目
要求为“物理”，则选考了物理科目的
考生才有资格报考。

还有位次问题。对于普通类考生来
说，今年提供“1+6”成绩的有关排序信
息，“1”是指2020年高考总成绩，“6”
是指等级考试6科中，选考某一科的所有
考生总成绩分段表。参加艺术、体育专业

考试的，还提供艺术类统考综合成绩分段
表、联考综合成绩分段表，艺术类统考专
业成绩分段表，体育类综合成绩分段表
等，填报志愿前将在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
院网站公布。

张志刚说，新高考由于取消文理分
科、考生选考科目不同、高校和专业对选
考科目的要求也不同，不再分文理排位
次，根据选科不同，考生可以获得总分位
次和选考科目位次。二者位次不能直接拿
来比较和使用，往年高考的位次信息需要
进行一定修正后参考使用。

尽量填满96个专业志愿增

加录取机会

对今年“新高考”志愿填报，张志刚
说，考生首先要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和位
次，关注高考成绩一分一段表、各类别录
取分数线等信息，合理给自己定位，大致
判断自己适合选报哪个层次的学校和专
业。

随后，根据所具备的报考资格，汇
总、分析志愿填报需要参考的政策信息和
数据信息。各招生高校办学情况、专业介
绍和招生简章等可登录相关高校官方网站
查询。招生录取政策文件，军校、公安、
直招士官生等招生要求，每批次剩余的院
校专业招生计划，都将通过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官方网站发布。近3年高校分专业投
档情况表等信息可进行参考。

在初选志愿时，考生要结合自己的兴
趣爱好、专业特长等，在综合分析研判各
类信息的基础上，对照自己的成绩位次和
选科情况，分梯度选择足量院校专业志
愿。同时，要把握好选择专业志愿的层
次、类型、性质等，与自己的成绩位次相
匹配。

在优化志愿时，要分梯度降序确定志
愿顺序。由于每个专业涵盖的计划数较
少，为增加录取机会，尽量填满96个专业
志愿。志愿排列顺序非常重要，一定要把
最喜欢的专业（学校）放在最前面，依次
填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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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填报

高考提前批首次志愿
华能石岛湾核电

全面进入调试阶段
为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

高温气冷堆项目

□记者 左丰岐 通讯员 刘权甲 报道
本报荣成讯 7月25日，华能石岛湾核电举行调试阶段攻坚动

员大会。这标志着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首座高温气冷堆核
电站示范工程——— 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全面进入调试阶
段，将逐步对机组系统、设备等进行全面验证，为后续机组商业运
行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作为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示范
工程，是全球首座球床模块式高温气冷堆项目，也是全球首座将四
代核电技术成功商业化的示范项目。该工程自2012年12月开工建设
以来，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领导小组的坚强领导和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的有力组织下，与参建各方共同努力、合力攻坚，克服前期研发
与试验验证难度大、技术设计未固化、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大量应
用、设备制造复杂等巨大挑战，于2015年完成核岛、常规岛主体结
构施工，2016年完成世界上尺寸最大、重量最重的反应堆压力容器
吊装，2019年完成首台蒸汽发生器吊装。

山东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

刘传勇提醒考生，往年的录取

数据是文理科分科，而今年是

不分文理科，各种选科组合混

杂在一起。这就需要在参考往

年数据时需要把文理科加起

来，再根据各方面的因素辅之

以一定的浮动系数

解
读

因 为 院

校、分数段不

同，也会不同，

大约在1 . 1-

1 . 2之间，

个 别 院

校 可 再

多些

浮动系数

以2019年院校最低录

取分为例，山东大学理科

最低录取分数为621，位

次为7583；文科最低录取

分数为606，位次为1675

据此可大体推断山东大学

(7583+1675)×1 . 15，2020年院

校最低收录位次大约为10500

左右；当然，该位次只能

进入一些比较冷门

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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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原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8日讯 记者从省教育招

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省填报志愿时间共有
9次。省招考院今年特别提醒：考生本人对
成绩如有疑问，可自成绩公布次日起3日
内，向参加考试所在地的县级招生考试机构
提出成绩复核申请，逾期不再受理。如果没
有疑问，接下来就要准备填报志愿了。

7月30日 填报普通类提前批和体育类提

前批第1次志愿

8月4日 填报艺术类本科提前批第1次志

愿和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第1次志愿

8月5日－7日 填报艺术类本科第1次志

愿和春季高考本科批第1次志愿

8月4日－7日 填报普通类特殊类型批志

愿，填报普通类常规批和体育类常规批

第1次志愿

8月13日 填报普通类提前批、艺术类本

科提前批和体育类提前批第2次志愿，以

及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第2次志愿

8月21日 填报艺术类本科批第2次志

愿、春季高考本科批第2次志愿

8月27日 填报艺术类本科批第3次志

愿、春季高考本科批第3次志愿

8月27日－29日 填报普通类、体育类常

规批第2次志愿，以及艺术类专科批第1

次志愿、春季高考专科批（含技能拔尖

人才）第1次志愿

9月4日－5日 填报普通类、体育类常规

批第3次志愿，以及艺术类专科批第2次

志愿、春季高考专科批第2次志愿

上半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状况 16市上半年环境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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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省控及以上点位统计

细颗粒物(PM2 . 5) 48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7 . 2%

可吸入颗粒物(PM10) 88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0 . 0%

二氧化硫(SO2) 12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5 . 0%

二氧化氮(NO2) 28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22 . 2%

臭氧(O3) 177微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4 . 8%

一氧化碳(CO) 1 . 5毫克/立方米 同比下降11 . 8%

以国控点位统计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平均为

67 . 2%，同比增加14 . 0个百分点

平均为5 . 04，同比下降15 . 6%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平均为5 . 6天 同比减少3 . 8天

重污染天数

资料：陈晓婉 制图：巩晓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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