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
◆临沂日照泰安等市降暴雨，全省33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 ◆部分小型水利工程险情已妥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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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翟怀明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 当前，我省已进入“七下八
上”防汛关键时期，8月13日至14日，全省多地出现降
水，临沂、日照、泰安等市降下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
中，沂河流域平均降雨量176 . 4毫米，沭河流域平均降
雨量181 . 2毫米，省水文局发布沂河、沭河洪水预警。

降水数据显示，8月13日18时至14日18时全省平均
降水量30 . 1毫米，折合水量47 . 2亿立方米。全省有2个
县(市、区)降水量超过250毫米，9个县(市、区)降水量
超过100毫米，平均降水量前三位的县(市、区)均在临
沂，分别为：临沂沂南315 . 8毫米、临沂莒南307 . 2毫
米、临沂蒙阴200 . 5毫米。

受强降雨影响，我省部分河道发生大洪水。省水文
局于14日8时发布沂沭河洪水蓝色预警，10时28分升级
为沂沭河洪水黄色预警，19时11分将沭河洪水黄色预
警升级为橙色。其中，沂河临沂水文站14日15时实测洪
峰流量达到10700立方米每秒，为1960年建站以来最大
洪水；18时，沭河重沟水文站流量达到5790立方米每
秒。

水利工程方面，截至14日18时，全省54座大中型水
库泄洪，最大泄洪流量为临沂陡山水库1030立方米每
秒，33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最大超限水深临沂相
邸水库2 . 90米。目前，全省骨干水利工程运行平稳，部
分小型水利工程出现的险情均已得到妥善处置。

综合考虑当前雨水情及工程运行情况，省水利厅
于14日13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Ⅲ级应急响应，并印发

《关于做好沂沭河暴雨洪水防御工作的通知》，要求确
保河道行洪安全。同时，紧急派出3个专家指导组和2个
水文专家组赶赴临沂、日照市现场指导抢险处置和洪
水应急监测工作。

根据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实际降雨量分
析，14日16时,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省气象局
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济南南部、泰安大
部、济宁东部、枣庄大部、淄博大部、潍坊西部、临沂大
部、日照降雨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于14日17时联合发布山洪灾
害气象预警：预计14日20时至15日20时，济南、泰安、淄
博、临沂、日照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
预警）。包括：莱芜区东南部、钢城区大部、新泰市东部、
沂源县大部、蒙阴县、沂水县大部、莒县大部、五莲县大
部、东港区大部、岚山区大部、莒南县中部及北部、兰陵
县北部、费县大部、平邑县中部及北部。

省气象台于14日21时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
计14日夜间到15日，我省大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鲁西
北、鲁中和鲁西南的部分地区雷电活动较强，并伴有短
时强降水和局地7～9级雷雨大风，最大小时降水量60
～90毫米，局地累积降水量可达100毫米以上。

根据预报，周末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雨。16日夜间到
17日白天，全省降雨天气将明显减少。

目前，全省各级水利系统已进入全面实战状态，加
强值班力量，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强化
水工程调度，全力做好洪水防范应对各项工作。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629 . 5毫
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较去年同期偏多33%；入汛
以来,全省平均降水量451 . 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8%，较去年同期偏多12%。

□ 本报记者 齐静

站在肥城市安站镇东陆房村凤凰山
脚下，很远便能看到依山而建的“陆房突
围胜利纪念馆”，它是肥城烈士陵园的重
要组成部分。81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八路
军第115师机关及686团、津浦支队等部共
3000余人，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下，英勇
抗击8000余日伪军的围攻，以伤亡200多
人的代价毙伤敌1300余人，胜利突围，粉
碎了日寇妄图消灭第115师主力的阴谋。
如今，肥城烈士陵园成为国家级抗战纪念
设施，每年接待前来参观学习的党政企干
部职工、学生、群众等上万人次。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的8月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作为抗日战争
的主战场之一，山东在抗战中取得了辉煌
战果，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据不完全统计，
抗战中，共产党领导山东军民（包括山东
抗日根据地和冀鲁豫根据地所属山东的
40余县）歼灭日伪军60余万，而山东抗战
期间牺牲的烈士达58230人，因战争因素
造成的伤亡人口更达600余万人。

烈士纪念设施、遗址是记录革命历史
的“教科书”，也是传承烈士精神的重要载
体。截至目前，山东共有20处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遗址，数量在全国各省市中居
首。2014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80处国家
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我省胶东革
命烈士陵园、地雷战纪念馆、马石山烈士
陵园等8处入选；2015年8月，国务院公布
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名录，我省淄博市革命烈士陵园、八路军
抱犊崮抗日纪念园、肥城烈士陵园、天福
山革命遗址等12处入选。今年4月，退役军
人事务部公开征集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
念设施、遗址，山东已经完成提报工作。

“在党领导下创建并发展壮大的山东
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之一，在
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它作为联系华北和华中的战略
枢纽，有力支持了其他地区的抗战。”省退
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说，山东拥有众
多抗战遗址和纪念设施，留下了大量的实
物资料，这么多纪念设施、遗址被认定为

“国家级”，并不意外。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抛头颅、洒

热血，为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山东既讲好英烈故事、用心开展纪念活动，也不断加强烈士纪念
设施的建设改造，提升其内外环境。每年烈士纪念日，全省20余
万人参加公祭、举办活动240多个场次。同时，各地广泛开展烈士
事迹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军营”，组织1200多场次报
告会、主题教育活动。据悉，今年9月3日前，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将
走访全部抗战老复员1240名优抚对象，还拟对各地抗战纪念设
施开展维护、修缮，其中省级以上财政出资对半数以上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实施修缮、保护。

山
东
抗
战
期
间
牺
牲
烈
士
五
万
八
千
余
人
现
有
二
十
处
国
家
级
抗
战
纪
念
设
施
遗
址
数
量
全
国
居
首

让
抗
战
精
神
照
亮
奋
进
之
路

□记者 李剑桥 报道
本报滨州8月14日讯 滨州市近日制定出台《关于实施

“百名高端专家、千名硕博士、万名大学生进滨州”工程的
意见》，计划每年引进至少100名高端专家、1000名硕博
士、10000名大学生，提出了20条含金量高、力度大、有突
破的政策措施，打造“2020版人才新政”。

《意见》提出产业引才、活动引才、优选引才、专业引
才、驻点引才、平台引才、线上引才、以才引才八种引才方
式。对首次到滨州市各类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全日制博士、
硕士研究生和大学本科生，分别按照每人每月5000元、2000
元、1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暂定连续发放3年；其
中，属于“双一流”建设高校的补助标准提高50％，为全省
最高。将人才补助与年度报酬、税收贡献挂钩，对年度报酬
达30万元及以上的人才，按缴纳个人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60%发放补助；完善“渤海英才·杰出贡献专家”评选机
制，将人才贡献、薪酬水平等作为重要依据，入选专家管理
期３年，每月发放5000元补助，同时给予引进培养单位补助５
万元。在创业人才方面，给予最高1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
今年全市筹建1万套左右人才公寓，具有全日制专科及以上
学历或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高级技工及以上职业资格
（或相应职业技能等级）的人才可以申请入住，全日制硕博
士和大学本科生第一年免费，并且以“现货”形式供应。滨
州提出培养“渤海工匠”，每年评选３－５家滨州市高技能人
才培训基地，每家给予100万元建设补助资金。每年培养选
树10名左右技能含量高、绝技绝活特色明显的“渤海工
匠”，作为市级技能人才最高称号，每月发放1000元津贴。

滨州将实施

“百千万”人才引进工程

提出八种引才方式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济南8月14日讯 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博览会将

于9月17日至21日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展会主题为
“促文旅融合，展全面小康”。记者今天从组委会了解到，
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特设11个线下展区，文旅融合综合展区
和“文旅+”展区是重中之重。

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设有文旅融合综合展区、“文旅
+”展区、乡村文化旅游振兴展区、大运河文旅展区、“一
带一路”展区、沿黄文旅展区、特色旅游线路产品展区等11
个展区。同时还在文旅博览会线上平台设置了11个线上展
区，实现线上、线下双向互动，打造永不落幕的“线上博览
会”。

“文旅融合”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动能。
展会中，如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体现文旅融合？在文
旅融合综合展区和“文旅+”展区中，将集中展现儒家文
化、黄河文化、海洋文化、红色文化、泉水文化等具有山东
特色文化元素的文旅融合新项目、新模式。文化旅游领域的
龙头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以及重点文旅产业园
区、基地也会在展区亮相，带来文旅融合发展的最新成果。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乡村文化旅游振兴展
区尤为引人注目。届时，展区将会带来特色文化旅游小镇、
农业旅游示范点、旅游强乡镇、旅游特色村及省市对口扶贫
单位的乡村旅游资源和特色产品，展现山东各地的村庄如何
将民族风情、乡村风景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

首届中国文旅博览会

设11个线下展区

□ 本报记者 赵洪杰 王亚楠

季夏的齐鲁，万木葱茏；美丽的青岛，
群贤毕至。风景秀丽的“帆船之都”，奔涌
着改革开放、创新引领的澎湃力量，奏响着
科技赋能、合作发展的海之和声。

科技兴则国家兴，创新强则民族强。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加速拓展，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迫
切需要科技引领和支撑。”8月14日上午，
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的致辞赢得强
烈共鸣。

“面向未来，希望山东省继续加速创新
驱动，培育新引擎新动能，推进高质量发展
和高水平开放。”14日下午，在山东省党政
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暨2020年山东省创新
驱动发展院士恳谈会上，万钢说。

中国科协是科技工作者之家，拥有210
家全国学会和3500多家省级学会，与世界
350多家国际科技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中
国科协年会是我国科技领域享有赞誉的综合
性盛会，已成为服务地方科技创新、推进我
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我国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
的特殊形势下，中国科协选择山东，举办这
一高层次、高规格、高水平的科技盛会，充
分体现中国科协对山东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大
力支持，也彰显了山东大力推进科技创新、
加快创新型省份建设的信心和决心。

浮山湾畔，海风习习，帆影点点。青岛
国际会议中心，外形好似海浪中的帆船，乘
风破浪。对于孜孜汲汲追求创新驱动的山东
而言，吸引更多创新资源必定会为高质量发
展增添扬航的“动力源”。

14日下午召开的山东省党政领导与院士
专家座谈会暨2020年山东省创新驱动发展院
士恳谈会，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
新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也是本届中国科协

年会的重头戏。去年6月，山东举办了一次
创新驱动发展院士恳谈会，向院士们发出把
目光聚焦在山东、把力量投放在山东、把成
果转化在山东的盛情邀约。院士恳谈会已成
为山东创新合作的机制化、制度化平台。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纵观近年来山
东的创新发展，始终锚定率先建成创新型
省份的战略目标，塑造集成优势全面激发
科技创新活力，深化创新合作推动智汇齐
鲁共赢发展，促进了科技大省向科技强省
的积极转变。在开幕式上，这样一组数据
令与会嘉宾印象深刻：今年以来，全省入
库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4000多家，是2019
年全年的1 . 48倍；新增科创板上市企业3
家、总数达到7家。高新技术企业，连续两
年新增2500家以上，总量突破1 . 1万家；山
东正完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科创企业
上市种子库，力争到2025年创新型领军企
业达到100家以上。

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是中央为建设
创新型国家提出来的重要举措，其目标是提
升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和话语
权，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
有力支撑。“山东正大力深化高层次科技合
作，为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实施凝聚创
新资源。与此同时，一批新兴研发机构相继
涌现，形成了科技平台建设的热潮，这些创
新成果令人鼓舞。”中国科学院院士彭孝军
说。

给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东的殷切嘱托。目前山东多项农业现
代化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比如科技贡献率达
到6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在
寿光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内，有
一个8万平方米的国内最大单体智能温室，
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春江的试验棚。赵春江
深有感触地说：“山东率先开展智慧农业试
验区建设，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正在发挥
示范带动作用。”

科技创新育新机，人才聚合开新局。山
东聚焦顶尖人才、领军人才、青年人才，相
继出台了人才发展促进条例、人才兴鲁32条
等政策体系，让人才在山东创业有保障、发
展有舞台、价值有回报。目前，住鲁院士达
到86人，国家级、省级领军人才达到3200多
人；2019年高校毕业生净流入山东2 . 64万
人，人才回流态势初步形成。

深化改革，引育人才，塑造生态。山东
组建人才发展集团，升级“山东惠才卡”，
改进人才评价制度，对作出突出贡献的高层
次人才，可一步到位申报正高级、副高级职
称……对创新人才诚意满满的礼遇，赢得与
会嘉宾们的热烈回应。“创新是个慢功夫，

山东特别注重创新创业服务流程再造，我觉
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清华大学苏世民书
院院长薛澜说。

在开幕式高端对话环节，百度CTO王
海峰用这样一句话寄语山东的创新发展：
“希望天下英才能在山东取得更快的成长，
也得到更好的回报，愿天下英才齐聚山
东！”

“重创新、尚变革”的文化基因根植齐
鲁儿女血脉。全力推进转型升级、动能转
换，当前的山东进一步张开创新发展的“开
放之翼”，集聚各方人才、智慧和资源，提
升创新能力，壮大创新产业，助推高质量发
展，向创新型省份前列挺进！

胶州湾畔澎湃创新浪潮
——— 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侧记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王晨 报道
本报青岛8月14日讯 今天下午，在第

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期间，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与青岛市政府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签署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合作协议。

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建设科技协
同创新赋能组织、推进青岛世界工业互联
网之都建设、打造“一带一路”国际科技
合作新平台、共创“会展赛”精品活动、
开展科技创新高端智库服务、落实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深化践行科技为民服务
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扩大“后年会效
应”，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导入
“科创中国”创新资源，服务青岛高质量
发展。

今年6月，中国科协将青岛市纳入首批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协议的签订将进一
步发挥科协系统组织、人才、智力的独特优
势，依托中国科协“科创中国”服务品牌，
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机制，推
动技术服务和交易的市场化、专业化、国际
化，构建符合青岛实际的创新生态、创新模
式，促进“科创中国”科技经济融合平台在
青岛落地，形成科技经济融合的“科创青
岛”样板，把青岛打造成为“科创中国”创
新枢纽城市，为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
区青岛片区、世界工业互联网之都建设提供
科技支撑，推动青岛科技创新发展、产业转
型升级、经济提质增效、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

中国科协与青岛市签署

“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建设合作协议

本报8月14日讯 14日下午，记者从
临沂市水利局获悉，自13日8时至14日16
时，临沂市平均降水量138 . 0毫米，最大
降水量出现在沂南县，达到了305 . 4毫
米。同时，临沂市已有5座大型水库、19
座中型水库超汛中限制水位。14日15时8
分，沂河临沂水文站实测洪峰流量10700
立方米每秒,是该站自1960年以来的最大
洪水。去年台风利奇马期间，沂河临沂
站最大流量为7300立方米每秒。

为应对强降雨，临沂市水利局与气
象、水文部门联动配合，利用“智慧防
汛”平台，加强水工程调度监管，实时
监测调度大中型水库水位和开闸放水情
况。科学精细实施水利工程联合调度，
调度沂河、沭河、祊河等河道拦河闸坝
按照“先下后上”的原则，全部敞泄或
塌坝运行。临沂市还封闭滨河景区入
口，要求所有人员撤离景区。

在降水量最大的沂南县，3918名应
急救援人员全部投入应急救援。沂南县

实行应急排水抢险网格化管理，对敬老
院、中小型水库等重点部位、重点单
位、风险安置点全部明确防汛责任人，
并对该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辅
导机构全部停课放假，地下矿山沂南金
矿、危化品生产企业舜天化工停产撤
人，路灯一律停电。

14日，记者从日照市获悉，13日18
时至14日17时，日照市平均降水量128 . 3
毫米，折合水量6 . 87亿立方米，最大降
水量为442 . 3毫米，出现在岚山区中楼镇
马亓山气象观测站。

据初步统计，截至14日16时，日照
市共有378座小型水库溢洪，2331座塘坝
溢洪。莒县先后出现5次小型险情，目前
均已妥善解决；岚山区巨峰镇冲毁两处
小桥，已提前转移群众，实施交通管
制；由于陡山水库超汛限水位2 . 4米，导
致中楼镇行河、浔河水位过高，沿河4个
村居社区内涝严重，28个村居社区发生
不同程度的内涝；中楼镇9处塘坝出现险

情，已采取加深加宽溢洪道等抢险防护
措施，目前险情已解除。岚山区委、区
政府目前已调拨防潮垫500个、毛巾被
300床、凉席300床、矿泉水200箱4800
瓶、橡皮艇1艘、救生衣200件运送到中
楼镇等受灾严重地区，同时为转移群众
安排1000人次4餐的食物，确保群众安全
度险。

日照市各级各部门全力组织做好此
次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13日22时，日
照市防总发布了防汛Ⅳ级预警，14日，
印发继续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通
知。截至14日17时，日照市共转移1451
人；共封堵漫水桥166处；共通过山洪预
警平台发布预警信息7459条；消防部门
营救人员59人，疏散470人，其中在中楼
镇大陈家军子村房屋积水救援时，消防
部门共营救被困人员23人，疏散62人。

（□记者 杜辉升 纪伟 赵德鑫
吴宝书 栗晟皓 通讯员 戚可欣

麻杰 报道）

◆临沂沂河迎1960年以来最大洪水 ◆日照最大降水量442 . 3毫米

各地全力以赴防汛抢险

8月14日，莒县小店镇庞家垛庄村，村党支部书记庞立杰带领党员志愿者转移低洼地带村民。 □记者 卢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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