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9月25日讯 根据青岛市

卫健委9月24日晚发布的通报，青岛市
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2
例，系在对青岛港大港公司“应检尽
检”人员进行定期例行检测时发现。这
两名感染者是如何发现的？青岛疫情防
控响应级别是否会调整？国庆假期还能
不能到青岛旅游？针对这些广受关注的
问题，9月25日，青岛市疫情防控专家
组组长、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张华强一一
作出回应。

据介绍，此次2名无症状感染者的
发现，得益于青岛市常态化疫情防控所
采取的“应检尽检”定期检测制度。按

照山东省统一部署，青岛市持续对14类
重点人员实行“应检尽检”核酸检测，
其中医疗卫生机构、口岸检疫、冷链食
品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每14天检测1
次。目前，青岛已经开展了三轮“应检
尽检”定期检测，累计检测重点人群
57 . 31万人次。本次2名无症状感染者，
就是在对青岛港大港公司“应检尽检”人
员进行定期例行检测时发现的。

这2名无症状感染者，都是青岛港
大港公司同班的装卸工人。9月24日，
他们的核酸检测结果阳性，但自己感觉
没有任何不适症状，CT检查未发现临
床症状，IgM血清抗体检测结果阴性。
专家组研判认为他们属于被第一时间发

现的早期感染者。目前2人在定点医院
进行隔离观察，身体状态稳定。

目前，我省疫情防控仍是三级响
应，青岛市各项常态化防控措施得到有
效落实。这次疫情发生后，青岛市立即
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果断处置，已排查到
密切接触者147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
接触者228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
察，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一般接
触者及社区排查人群4341人，核酸检测
结果全部为阴性；共采集涉及的封存进
口冷链产品和环境样本1440份，全部完
成核酸检测，共检出阳性样本51份。该
批进口产品尚未流入市场，已全部封
存。同时，青岛市还进一步扩大检测范

围，已采集冷链产业从业人员等重点人
群样本89182份，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

专家组研判认为，从目前情况来
看，本次疫情感染源头明确，传播链清
晰，社区传播风险低，目前采取的防控
措施精准有效，没有必要调整疫情防控
响应级别。

张华强表示，青岛疫情防控形势跟
全国和全省一样整体稳定向好。即将到
来的金秋十月，是青岛最美的季节，游
客只要落实好个人防护措施，戴口罩，
勤洗手，坚持使用公筷，保持安全社交
距离，做好自我健康监测，就可以放心
地来青岛旅游度假、探亲访友。

□记者 于新悦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 今天上午，省卫生健

康委发布消息，9月24日0时至24时，青岛市在定
期例行检测时发现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
感染者。

据青岛市卫生健康委消息，2例无症状感染
者系对青岛港大港公司“应检尽检”人员进行定
期例行检测时发现的。目前已排查到密切接触者
147人、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228人，全部实行
集中隔离观察，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一般接

触者及社区排查人群4341人，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
阴性；共采集涉及冷链产品和环境样本1440份，全
部完成核酸检测，共检出阳性样本51份。

目前，全省正在隔离观察治疗的无症状感染
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8例）。

我省新增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青岛市疫情防控专家组回应新增疫情———

防控措施精准 到青旅游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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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马景阳 刘 磊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仇慧清

“这里的山呀川对川，这里的河呀九
连环……”9月20日，伴随着清脆的歌
声，记者沿着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蜿蜒的
山路驱车寻找，来到了静谧美丽的土峪
村。

“这才是真正的乡村民宿，不仅能感
受到大山深处的清雅幽静，还能享受现代
化的住宿环境。”来自河北的游客徐明玉
赞叹不已。

徐明玉所说的民宿，正是土峪村的高
端民宿“咏归川”。走进“咏归川”，树
木葱茏，水声潺潺，屋舍俨然，一座座建

造精致的乡间小院门扉轻掩……今年8月
13日，由北京首旅集团投资建设的“咏归
川”民宿正式开门纳客。

“淄川文旅”算得上一只“潜力
股”。淄川区是聊斋文化、鬼谷子文化的
发祥地，孟姜女故事的早期发生地和重要
传承地，文化旅游资源丰厚，具有发展旅
游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淄川区深入实施文化赋能
战略，把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摆上突出位
置，北京首旅、上海景域等头部文旅企
业纷至沓来。其中，淄博中华传统民俗
文化创意园计划总投资110亿元，包含
淄博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创意园（核心
区）、“绿野晴川”动物园和“咏归
川”旅宿三个项目。

淄川区以项目建设为抓手，以招商引
资为突破口，致力于知名品牌引入，全面
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初步形成“三大

文化旅游产业带”发展格局。围绕东南部
齐长城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带，淄川区引进
景域驴妈妈集团，充分发挥该集团的品牌
效应和先进的运营管理理念，以齐长城、
潭溪山、齐山等景区为依托，聚合齐长城
沿线的峨庄写生小镇、聊斋园、蒲家庄等
资源；围绕南部工业遗存文化旅游产业
带，与北京中瑞寒舍酒店签署框架合作协
议，全力打造1954陶瓷文化创意园、中华
琉璃文化创意园等重点项目；围绕中部历
史文化旅游产业带，依托“增福财神”李
诡祖等淄川历史文化名人，成功引进北京
首旅集团，发挥其品牌效应，重点打造淄
博中华传统民俗文化创意园。

“我们通过抓好顶层设计、品牌引
入、项目带动、营销推介等工作，高水平
促进文旅融合，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目的
地。”淄川区委书记李新胜说。淄川区以
“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统领全局，着力

打造“聊斋故里、生态淄川”的旅游品牌
形象，把淄川文旅“潜力股”变成“绩优
股”。

2020年，淄川区共策划13个文旅融合
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90亿元，年度计
划完成投资12 . 9亿元，旅游产业正迈入
千万游客、百亿市场的快速增长阶段。
眼下，淄川已建成咏归川、牛记庵、芸
泓山房、上舍等20多处精品民宿、建成
300多个精品民宿院落，全部对外正式
营业，市场反响良好。风生水起的特色
民宿，正成为推动淄川区全域旅游发展
的强力引擎。

目前，淄川区共有国家4A级景区3
处、国家3A级景区8处、国家2A级景区1
处，现有省级旅游强乡镇2处、省级旅游
特色村12处、省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21
处。成功创建山东省十佳乡村旅游示范
区、山东省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

品牌引入、项目带动，淄博市淄川区打造全域旅游示范目的地

文旅融合绘就“诗和远方”

（上接第一版）

黄河滩，换了人间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黄河滩区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

场所。长期以来，受汛期洪水淹没威胁等
影响，滩区群众祖祖辈辈与出行难、上学
难、就医难、安居难、娶亲难为伴。

对于生活在山东黄河滩区的人们来
说，脱贫的第一步就是脱离滩区。淄博市
高青县黑里寨镇郭王村是个跨河村，搬迁
一直是全体村民的梦想。可是外迁首先要
换地，找谁换？一村之力办不了，外迁的
事儿就搁置下来。2019年，山东抓住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
略的重大机遇，统筹推进“黄河滩”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这次黄河滩区迁建，郭
王村村民从大喇叭里听到消息，只用一天
时间，全村140多户全部签字同意。57岁
的郭王村党支部书记裘延雷说，一直想迁
出“水窝子”，大家这股劲憋了几十年
啦。

多年来，一直想搬出“水窝子”的，
不只是郭王村。高青县常家镇开河村69岁
的老人王公明，今年农历二月十六搬到了
镇上的新楼房中。迁建不仅让滩区群众安
居，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
式。高青县常家黄河滩区迁建社区，配套
小学、幼儿园、文体中心、社区服务中
心、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孩子上学、老
人看病等问题都能得到解决。不仅如此，
新社区对面就有工业产业园，村民就近就
业，真正让群众搬得出、住得下、能发
展、可致富。

万里黄河奔腾依旧，千里滩区换了人
间！

黄河三角洲

文旅融合助推高质量发展

在齐鲁大地上有这么一个城市，它是
古代大军事家孙武的故里、吕剧的发源
地、我国重要的石油化工基地胜利油田崛
起地。它就是被评为中国“六大最美湿
地”之一的东营。

位于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是我国最年轻的湿地生态系统，黄
河在这里入海。这里与其他地方比起来，
少了几分柔情，却多了几分风度。天色碧
蓝，黄河三角洲以它苍茫的景色，依赖着
母亲河发挥着特殊的魅力。

此前，受黄河断流影响，黄河口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海水蚀退陆地，河口地区
土地盐碱化、沙化，渤海浅海生物链断
裂，三角洲湿地水环境失衡，大量鱼类、
鸟类绝迹。

从2008年以来，黄委会持续向黄河三
角洲湿地生态系统进行补水，增加湿地水
面面积，提高地下水水位，修复黄河下游
代表物种栖息地和鱼类洄游通道等水生生
态系统生态功能，促进黄河下游河道、河
口三角洲及附近海域生态系统的自然修
复。尤其从2018年起连续实施的黄河生态
调水，极大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为河口地
区鱼类洄游和产卵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了解，河口湿地恢复区的明水水面
已由统一调度前的15%增加到60%；区域
内有各种植物1900余种，鸟类数量达数百

万只，湿地生态系统实现良性恢复。作为
我国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黄河
三角洲现有野生鸟类368种，其中38种数
量超过全球1%，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
栖息地。东营市目前正在建设的天鹅湖城
市湿地项目，规划总面积100平方公里，
将打造集蓄洪、生态、旅游、人文、景观
于一体的城市湿地景区，为全域旅游增添
新动力。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在发展
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人人皆可为，人
人皆能为。在大河奔涌中，山东始终以实
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
调，使齐鲁大地沿黄两岸产生巨大生态效
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滔滔的黄河水流过千古，流出了生生
不息的炎黄子孙，更流出了熠熠生辉的黄
河文化、华夏文明。现在，这条咆哮万
里、奔流东去的长河，在齐鲁大地上正在
焕发出全新的生机，在时代的大河奔涌
中，脚沾泥土、手捧海水、行尊仁礼、心
向苍穹的山东，必将书写新的大河篇章！

（作者：张晓君）

祖国母亲
我爱你

□记 者 卢鹏
通讯员 刘智峰 报道

“唱响红歌祝福祖国”“向国旗敬礼”
“我与国旗合个影”……9月25日，东营市
东营区文汇学校开展“祝福祖国，喜迎国庆”
主题教育活动，学生们手捧国旗，唱出心声，
用丰富多彩的形式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发现身边之美”摄

影大赛参与方式详见大众日

报客户端。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9月25日讯 化工是国民经济

基础、支柱型产业，在山东与日本的产业体
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今天下午，作为7
月30日启幕的“对话山东—日本山东产业
合作交流会”系列活动的拓展和延伸，由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化工专项行动办公
室和日本化学品输出入协会共同举办的
“对话山东—中日精细化工对接交流会”
在济南召开。近两个小时时间里，超过30
家企业相聚云端，就深化这一领域的互利
合作展开深入交流。

截至去年，山东化工产业经济总量已连
续28年居全国首位，据省工信厅总工程师孙
京军介绍，我省已形成炼化、化肥、无机化
工、有机化工、橡胶加工、精细化工、合成
材料“七大板块”的产业体系，2019年，全
省规模以上石油和化学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2 . 08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17%；
规模以上化工企业 3 0 7 3 家，占全国的
11 . 7%。如此庞大的产业规模，蕴含着丰富
的合作机会。

日本毕马威原副社长、日本普华永道
原社长、山东省人工智能顾问椎名茂带来
的最新消息，进一步增加了双方企业合作
共赢的信心。“疫情发生以来，汽车这个
化工最大的下游产业受到较大冲击，但整
体看，很多化工投资包括海外投资依然活
跃，甚至不少化工企业在扩大投资。”椎
名茂说，考虑到未来复苏可能，在诸如车
载电池隔离膜、玻璃纤维复合材料以及气
囊等优势产品领域，日本企业不惧短期销
售下降，正持续发力。同时他还透露，小
而精、注重环保是当前日本化工产业两大
发展趋势，相关产品、发明比例持续提
升，山东企业不妨“靶向”寻求合作。

为确保对接质量，会前中日企业已开展
线下材料互动，本次活动可以看成是在前期
互动交流后达成初步意向企业的进一步宣
介。同时也正如椎名茂所建议，参与推介交
流的企业产品，均以精细化工这一化工领域
发展新动能为主。

来自肥城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一
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已先后起草纤维素
领域的国家、行业、省地方标准5项，但
对照长期发展目标，高端产品占比低问题
依然突出。技术主管李长胤这次带来的合
作需求很明确：“我们的HPMC、HEMC
产品性能还不稳定，缺乏相关检测方法，
这次来寻求检测方法、设备、工艺优化方
面的支持；废水通过MVR脱盐、COD生
化降解等手段实现无害化排放，但处理成本高，也希望借由合作
获得更经济高效的处理技术和副产盐处置方案。”

通过推介会，双方还建立起民间协会间的沟通机制。当前，
山东正加快布局氢能产业，日中氢能合作协会希望就这一领域的
企业、技术、人员交流进一步发挥好桥梁作用。协会会长木西扩
建分享说，日本通过使用氢能造船，已实现造船成本9 0%的下
降；此外，包括丰田在内的一些日本企业，正通过开放氢能研究
专利来实现全球在这一领域的互利共赢，相信这些都将为双方合
作提供契机、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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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9月25日讯 今天上午，为期三天的第六届中日韩产业

博览会在潍坊市开幕。本届博览会以“开放合作 发展共赢”为主
题，举办展览会和主旨论坛两大主体活动，以及若干经贸洽谈和企业
对接活动。

本届博览会采用线下+线上“双线”展览模式，其中，线上博览
会是今年首次创办。线上参展企业859家，线下参展企业177家。中日
韩产业合作发展论坛采取线下论坛+线上云论坛模式，在中日韩产业
博览会官网开辟“云论坛”入口，搭建论坛招商、演讲、对接的网络
平台。

此外，本届博览会还加大了国内区域合作力度，借助国内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融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培育内引外联大产业、构筑互联互通大门户、搭建先行
先试大平台，建立长效互动合作机制。

自2015年起，中日韩产业博览会已在潍坊连续举办五届，共
吸引2244家企业参展，其中境外（含境内外资）企业1145家，促
成合作项目171个，总投资额903 . 5亿元，实现贸易总额253 . 7亿
元。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国际商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韩国贸易
协会和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主办，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山东省贸
促会、潍坊市人民政府承办。

第六届中日韩
产业博览会开幕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加快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高水平建设现代化省会经济圈，9
月24日，济南、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济宁、菏
泽等9市共同提出，推动省会经济圈（黄河流域）大数据一体化发
展。

在24日召开的省会经济圈（黄河流域）大数据一体化发展研讨
会上，济南等9市提出，成立省会经济圈（黄河流域）大数据联
盟，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共建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区块链，基于济南
已初步构建起“数据安全监管平台+政务云密码体系+泉城链平台”
三位一体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各市依托政务APP开通基于联盟链
的数字保险箱，实现上链数字资源的互联互通，打造智慧政务、普
惠金融、市民一码通、跨境交易、供应链金融、适龄儿童入学、用
地企业信用、工业用地监管、劳动合同、电子病历、人才服务等应
用场景，实现九市数字化和信用信息跨部门、跨系统可信传递共
享。

济南市相关负责人围绕重点合作项目建议，推动政务服务一体
化、政务办公一体化，整合9个城市间可互通办理的热点应用及事
项，实现省会经济圈内各地市企业群众网上办、掌上办，办事“零
跑腿”，打通相关数据通道，实现9市协同办公系统互联互通，实
现公文、信息网上流转，为省会经济圈建设提速增效。探索推进电
子印章互认互签，加快推动企业在政务领域电子印章应用，区域内
电子印章系统实现对接，各地为企业发放的电子印章在区域内其他
市可以通用。推进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和应用，重点支持推进社保、
教育、医疗、就业、公积金等民生场景数据应用。推广济南市医保
结算数据开放等经验，为有需求的市接入数据，实现商业医保快速
结算等应用场景。

山东沿黄9市提议
成立省会经济圈大数据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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