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合一混采”提高检测效率
明日青岛将完成全市约1100万人的核酸检测

□记者 赵君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4日讯 今天，第十

一届中国·山东海内外高端人才交流会
暨首届山东人才发展大会在济南开幕。
会上，山东社会科学院编写的山东人才
发展蓝皮书发布。

“十三五”期间，山东各类人才数
量持续攀升。截至2020年6月，山东共
有住鲁院士86人（其中，两院院士56
人，海外院士30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3385人，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1536人，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18人，全国技术能手525人，齐鲁首席
技师1657人。

人才成为助推新旧动能转换中坚力
量。技能人才方面，2015年山东技能人
才共921 . 95万人，2019年总量测算为
1 2 3 5 . 1 6 万 人 左 右 ， 增 长 幅 度 为
33 . 97%。科研人员方面，2015年山东
科研与实验发展人数44 . 72万人，2018
年增长至 5 0 . 9 3万人，增长幅度为
13 . 89%。

乡村人才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山东
农村实用人才总数绝对规模居全国第二
位。率先提出建立职业农民职称制度，
创新乡土人才评价机制，截至2019年，
全省新型职业农民已评出高中初级职称
861人。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补
足乡村人才不足短板，截至2019年底，
已招募合伙人100余人，合作项目80余
个。

人才集聚效应发挥显著。从人才聚
集的重点区域来看，“三圈”（胶东经
济圈、省会经济圈、鲁南经济圈）中的
胶东经济圈和省会经济圈已成为人才汇
聚的重点区域。2019年这两大经济圈吸
引了山东67 . 4%的人口总量，其中就业
人 口 总 量 占 全省就 业 人 口 总 量 的
68 . 8%，大学生就业人口、专业技术人
才和R&D（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总
量占全省的80 . 4%，显示出强大的人才虹吸能力。

人才回流态势初步形成。近年来，我省积极出台人才创
新政策，持续优化来鲁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随着各类人才
队伍引进、户籍制度及落户政策调整以及劳动力市场要素改
革等措施的推进，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人口外流局面，
人才队伍保持了基本稳定。从山东高校毕业生省内就业情况
来看，与2016年74 . 96%的非师范类毕业生选择省内就业相
比，2019年有81 . 83%的毕业生选择在省内工作，增幅
6 . 87%，截至2020年7月底，2020年应届毕业生留鲁率达到
82 . 56%。从高校毕业生省际流动来看，2019年山东高校毕
业生省外就业16 . 78万人，省外高校毕业生来鲁就业19 . 42
万人，省外来鲁毕业生高于省外流出毕业生总数。从人口流
动的相对指标来看，2020年第一季度山东人口流入比为
1 . 04，第二季度为1 . 79。

高端创新资源汇聚为人才发展提供创新创业平台。近年
来，山东相继出台《关于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意
见》《加快县域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创新引
领发展的态势初步形成。截至2019年，省院士工作站达547个，
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81家，新增9家。深入实施大科学计划和大
科学工程，布局建设22家“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
启动了51个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高等技
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等重大创新平台相继成立，中科院海洋
大科学中心启动建设。科研转化平台数量增加，省级以上科技
企业孵化器275家，众创空间578家，其中，国家级分别为84家
和203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5家。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和
创业示范园区194家，省级示范创业大学12家。

山
东
人
才
发
展
蓝
皮
书
发
布
﹃
十
三
五
﹄期
间
山
东
人
才
数
量
持
续
攀
升

人
才
回
流
态
势
初
步
形
成

32020年10月15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张浩 蒋兴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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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4日讯 14日上午和

晚间，青岛市政府召开两场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此前公布
的6例无症状感染者已于13日转归为确
诊病例，此次疫情发现的确诊病例数增
至12人。

12例确诊病例中，危重型1例、重
型3例、普通型6例、轻型2例。青岛市
政府办公厅副主任陈万胜表示，目前国
家、省、市三级专家联合巡诊、会诊机
制已经建立，正对病例“一人一策”实
行中西医结合治疗。10月12日，3例病
情较重的患者已转至定点医院青大附院
西海岸院区，并增加了专家力量进行救
治。青岛市第三人民医院作为新冠肺炎
患者救治备用医院，已于10月11日21时
全部腾空分流完毕，360名医务人员组
成12支医疗队伍进驻，其中包括有援鄂
经历、救治经验的医护院感人员。国家
卫生健康委已通过绿色通道紧急调配新
冠肺炎康复者恢复期血浆共9000毫升，
用于青岛市重症患者的治疗。

随着疫情防控的深入，青岛市纳入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从10月
11日的112人增加至532人。青岛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华强表示，对密
切接触者进行第一时间排查，是整个疫
情处置中非常关键的环节，青岛疫情密
切接触者突增的主要原因，是专家组综
合研判后将青岛市胸科医院实施封闭管
理的388名职工、陪护和在院患者全部
判定为密切接触者。青岛将按照国家规
范要求，对这些密切接触者进行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检测和健康管理，以便最
大限度、最大范围减少疫情扩散。

目前，青岛市全员核酸检测正在继
续进行中。张华强表示，由于此次全员
核酸检测工作量巨大，青岛选择采取
“十合一混采”检测技术，简单来说就
是把10个人的样本混在一起进行核酸检
测。这是一种针对大范围、大面积社会
人群进行筛查的混检技术，符合国家规
范要求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规定，其
最大的优势就是高效率。“10个样本混
在一起进行检测，如果结果是阴性，那
就说明这十人份都是安全的。如果结果
是阳性，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安排这10份
样本的每一个人进行单独隔离、单采单
检，进而确定到底谁是阳性。”张华强

表示，这既不会造成漏检、误检，也可
以最大限度提高检测效率，确保早发
现、早处置。

据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介
绍，10月12日到14日，青岛主城区市
南、市北、李沧、崂山、城阳五区已经完
成了约341万份核酸检测，占五区常住人
口和流动人口的85%，结果均为阴性。经
测算，预计到10月14日晚24时，青岛市内
五区完成核酸检测任务。10月16日青岛将
完成全市约1100万人的核酸检测。

薛庆国表示，此次青岛全员核酸检
测能够按计划进度推进，离不开各界全
力支持。全省派出7支210人核酸检测队
伍和1050人的采样队伍支援青岛，烟
台、威海、淄博、潍坊、日照五市也与
青岛建立了对口支援机制，协助开展样
本采集和检测。此外，青岛市城阳区东
西部协作地区甘肃省陇南市成县，还第
一时间组建了一支50人的核酸检测采样
医疗队，于10月13日下午抵达青岛，全
力协助城阳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4日讯 目前，我省已平

安度过汛期，水利工程发挥重要作用。为切
实保障水库防洪安全，我省近日出台《山东
省汛限水位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试行）》
（以下简称《细则》）。

根据《细则》，全省所有具有防洪功能
的水库均列入监督管理范围，各市水行政主
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分级负责对汛限水位实
施监督管理。汛限水位监管内容包括汛限水
位设定、复核与上报，实时水情上报情况，
汛限水位执行与调洪过程合理情况三个方
面。

《细则》明确，6月21日至8月15日，执
行汛中限制水位，其中在7月份发生过较大
暴雨的情况下8月1日至8月15日可执行允许
超蓄水位。8月16日至9月30日，执行汛末蓄
水位。水库工程状况等发生变化，包括通过
蓄水验收、批复新的库容曲线等情况，均需
按《山东省大中型水库汛期调度运用计划编
制手册》重新编制汛期调度运用计划，按规
定程序报批。对经安全鉴定为三类坝的病险
水库应组织提出降低运行水位的意见，报上
级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沿用原有汛限水位。
汛前各市根据规定的时间节点上报经批复的
大中型水库调度运用计划。

汛期水库每日8时上报水情信息。发生
洪水时，应随时上报水库的起涨水位、相应
库容及开闸泄洪流量等水情；汛限水位以下
时，水位每涨落0 . 5-1 . 0米时报送一次水情
信息；达到或超过汛限水位时，水位每涨
落0 . 2-0 . 5米时报送一次水情信息；超过
警戒水位时每小时报送一次；出现历史最
高水位时，务必立即加报水位、蓄水量、
入库流量、出库流量和闸门变动情况等有关
水情信息。

汛期严格执行批准的汛期调度运用计
划，不得违规在汛限水位以上蓄水运行。水
库管理单位及水行政主管部门应按照汛期调
度运用计划，依据雨水情预测预报，结合洪
水过程、水库工程状况、泄洪能力、下游河
道行洪能力，科学合理调度水库运行。汛
期，当水库发生险情影响防洪安全时，应降
低水位乃至空库运行。水库主管部门(单位)
应及时组织安全鉴定,提出降低运行水位意
见,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汛限水位监管将采取线上监管、线下监
管相结合方式，超汛限水位运行的水库将列
为重点监督对象。《细则》强调，对监督管
理发现的汛限水位违规问题，按照严重程度
分为一般问题、较重问题和严重问题三个等
级，并及时向责任单位发出整改通知，督促
整改落实。监督管理单位按照管理权限，根
据发现问题的数量、性质和严重程度，对有
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实施责任追究或提出责
任追究建议。

我省出台细则加强水库汛限水位监管

不得违规在汛限水位以上蓄水运行

秋冬季呼吸道传染病高发，专家提醒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

疫情期间养成的良好习惯不要丢
□ 本报记者 李振

冬季是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
节，今年又逢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进一步
增加了健康风险。这种情况下个人应该如
何做好健康防护，避免病毒感染？听听专
家怎么说。

“要按照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
落实个人防护措施。”青岛市卫生健康委
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国磊表示，佩戴口
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社交距离，不
扎堆、少聚集等疫情期间养成的良好习惯
不能丢。

专家建议，秋冬季节气温下降显著，
要注意增强体质和免疫力。尤其是老人、
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等，更要保持
健康的生活习惯，如睡眠充足、营养充
分、锻炼身体等。此外，接种肺炎、流感
等疫苗可针对性地提升个体防病能力。

“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对预防呼吸
道传染病至关重要。”山东省疾控中心主
任医师孙桐提醒，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
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洗
手，尽量避免触摸眼睛、鼻或口。

“保持家庭和工作、生活场所环境清
洁和良好通风状态，经常打扫居室，每天

保证一定时间的开窗通风。”孙桐说，家
中消毒不必太过频繁，每隔两三天一次就
足够，比如把消毒液倒在拖把上拖地。日
常用品的消毒可以用75%浓度的酒精棉片
或酒精擦拭，也可以使用稀释的次氯酸
钠，也就是常见的84消毒剂。一般来说，
84消毒剂（或其他含有5%次氯酸钠的家
用漂白剂）和水的稀释比例为1:99。

专家表示，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呼
吸道传染病有关症状，应佩戴口罩、采用
步行或私家车前往医院就诊；若必须乘坐
交通工具，应注意减少接触其他物体表
面；若发病前有外出旅居史、异常症状人

群接触史等，应及时告知医生，同时尽可
能详细答复医生有关问询，以便及时获得
有效治疗；若发现周围人群出现发热、咳
嗽等症状，应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并可主
动提醒其就诊。

专家提醒，除做好上述防护措施外，
个人还应按要求积极配合健康排查和核酸
检测，依规程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卫生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样本采
集、检测、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进
入公共场所时，主动配合做好健康码亮码
扫码及体温检测。

□记者 李振 肖芳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4日讯 记者14日从省

委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工作领导小组
（指挥部）办公室和青岛市卫生健康委获
悉，截至10月14日18时，青岛市已完成核
酸检测取样8825231份，已出5410386份检
测结果，除已公布的确诊病例外，未发现
新增阳性样本。

截至10月14日18时，青岛已排查到密
切接触者532人，全部实行集中隔离观察
并完成前两轮检测，第三轮检测取样已完
毕，除了首轮检测中9人核酸检测结果阳
性并已及时发布外，其余均为阴性；一般
接触者859人，全部完成两轮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医疗机构工作人员、住院

病人及陪护人员206193人完成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社区人群8615791人完成
核酸检测采样，已出结果5207553人，均
为阴性。

省内其他市加快离青人员追踪随访和
核酸检测，截至10月13日19时，已追踪随
访并进行核酸检测29 . 23万人（不含离青
后又返青检测的12 . 93万人），检测结果
全部为阴性。

全省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迅速开展对全
体工作人员、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核酸检
测。截至10月13日19时，已采样检测
1134255人（不含青岛市），检测结果全
部为阴性。

青岛采样超882万份，离青人员检测29 . 23万人

我省加快青岛疫情相关人员

和医疗机构全体人员核酸检测

我省公布103家省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4日讯 为深入贯彻节水

优先方针，落实国家节水行动方案，提高节
约用水管理水平，近日，我省公布了103家
省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其中工业企业
73个、服务业10个、中型灌区20个。连同水
利部发布的山东90家国家级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全省共有193家用水单位纳入国家、省
级重点监控范围。

去年以来，我省组织各市对重点用水
单位进行摸底调查，选取用水量大、有行
业代表性的39家工业、服务业用水单位和
5 1家大型灌区作为国家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剩余的年用水量500万立方米以上及各
市高耗水行业用水量前3名的工业用水单

位、前10名的服务业用水单位以及前20名
的农业灌区纳入省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列入名录的重点监控用水单位，按照分级
管理的原则，从用水管理、用水定额、用
水计划、非常规水利用等方面进行重点监
控。

为加强对重点用水单位监管，我省要
求用水单位规范计划用水管理，严格用水
计划申报、核定、调整程序，按规定时间
要求下达用水计划，超计划（定额）用水
的按规定执行累进加价。实行用水报告制
度，鼓励年用水总量超过10万立方米的用
水单位设立水务经理。同时，按照“属地
管理”原则，积极引导重点监控用水单位
完善节水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用水台账，

切实提高重点监控用水单位的用水水平和
用水效率，争当本行业水效“领跑者”，
发挥节水引领示范作用。

下一步，我省将组织各市尽快建立市
级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将国家、省级
名录以外的其他年用水量50万立方米以上
的全部工业和服务业用水单位(不包括供水
企业)及具有专业管理机构的5万亩以上重
点中型灌区全部纳入市级重点监控用水单
位名录，年底前将建立起覆盖国家、省、
市三级的重点监控用水单位名录，为掌握
用水单位用水信息、监控重点行业用水水
平、评估节水政策措施落实等提供依据和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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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王帅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4日讯 今天下午，山东省首届省会经济

圈校企地合作论坛在济南召开。论坛以“选择齐鲁 共赢未
来”为主题，邀请了全国27所“双一流”高校就业中心负责
人、28家知名企业代表和山东省、省会经济圈7市人社部门
有关负责同志参会，共商校企地合作发展大计，共建人才兴
鲁新版图。在论坛上，省会经济圈校企地合作联盟正式揭牌
成立。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济南市出台政策对非驻济知名高
校毕业1年内来济参加面试的毕业生，可依据面试通知书、
交通票据、住宿发票，申请领取不超过1000元的补贴。

活动现场，济南、淄博等7市分别介绍了本市人才引进
政策，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天津大学等6所国内知名
高校与浪潮集团、山东三箭集团等10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济南市人才服务中心分别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重庆大学等7所院校签订合作协议。

记者获悉，即日起至10月30日，知名高校硕博人才聚泉
城活动专区也在济南人才网同步上线运行。42所双一流高
校、500余家驻济企事业单位通过平台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近年来，济南对人才政策、双创平台、生态环境进行了
系统优化升级，全力提升城市发展热度和人才工作生活温
度，在2020年城市人才吸引力排行榜中跃居第8。为进一步强
化人才集聚效应，充分发挥省会城市核心引领作用，济南协同
淄博、泰安、聊城、德州、滨州、东营等省会经济圈6市联合发出
了成立校企地合作联盟的倡议，充分凝聚创新资源，聚力打造
引才品牌，构建高校、企业、地方三方联动的新型互动模式，让
齐鲁大地成为吸引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沃土。

首届省会经济圈校企地合作论坛召开

来济求职面试

最高补贴1000元

□记者 赵小菊 张文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农科院“推倒四面墙、迎来八面风”综合

改革持续向纵深发展。10月12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
研究院、农业大数据研究院、乡村人才学院和规划设计院揭牌
成立，在打造高端智库、抢占农业大数据制高点、输送乡村振
兴“新农人”、让科研人员“一朝致富”等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据了解，新成立的“四院”都将强化社会化服务。乡村
振兴研究院将重点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品牌强农、美丽乡村、产业经济、科技政策等事关我
省“三农”重大问题上，为省委、省政府提出综合解决方案
和对策建议。大数据研究院主要为产业主体、政府部门提供
大数据产品和技术服务。乡村人才学院将加强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着力培育一大批种田能手、农机作业能手、科技带头
人、农业营销人才、农业经营人才等新型职业农民。规划设
计院将根据生产需求、市场需求、农民需求，围绕“从田间
到餐桌，从生产到消费，从研发到市场”，开展农业科学研
究和试验发展、农业农村领域规划设计、农业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测绘等“四技”服务。

省农科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等
“四院”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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