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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如林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 全省组织部门落实《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

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今天在济南召开，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可出
席会议并讲话。

王可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考核工作的重
要论述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聚力服务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
新征程，聚焦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创新加强全省干
部考核工作。突出政治标准，旗帜鲜明把“两个维护”贯穿干部考核
工作始终。突出事业为上，把工作实绩、能力作风、党建成效作为
“试金石”，激励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突
出精准科学，坚持重在日常、考在经常，完善分类考核，全面、历
史、辩证看干部。突出激励约束，把考核结果运用于干部教育培养、
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方面，强化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
的导向。以系统观念加强统筹协调，凝聚考核工作整体合力，坚定
“走在前列、全面开创”目标定位，以高质量干部考核推动全省高质
量发展。

王可在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以高质量干部考核

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运行一年多来，消除预警信息200多万条

巧用大数据，力破“清欠难”
□记 者 张春晓
实习生 王 萌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 岁末年初，是
欠薪问题的高发期。而今年，山东治理欠
薪的局势在依然“压力山大”中又有些不
一样：借助大数据手段力破“清欠难”，
截至目前，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已
消除预警信息200多万条。把功夫下在平
时，变被动“清欠”为主动“防欠”，今年1-10
月，全省欠薪案件数、拖欠金额、涉及农民
工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6 . 6%、16 . 6%、18 . 6%。

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台正式上线
“亮相”，是在去年8月，该平台也是全
国首家全省统一规划运行的农民工工资支
付监管平台。今年8月，泰安市某房地产
开发项目在平台发出“人工费拨付”预
警，泰安市劳动监察部门随即到项目工地
落实有关情况，发现该项目房地产开发企
业确实未向总承包企业开设的工资专户中
足额拨付人工费。经督促，建设单位即刻
向工资专户拨足人工费，确保该项目农民
工工资发放——— 一个欠薪的隐患，就这样
被消灭在“萌芽”中。

“农民工欠薪工作年年抓，如何从源
头上推动根治欠薪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劳动监察处
处长张成仙介绍，平台最大的亮点，是形
成“4+4”管理模式，即建立农民工实名
制管理、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管理、农民工工资银行代发“四项制
度”，以及在建项目管理、银行协同管
理、欠薪预警预判、失信曝光共享“四项
机制”，从源头上解决因资金来源无保
障、劳务信息不对称、支付行为不规范等
造成的劳资纠纷、恶意讨薪、工资拖欠等
问题。

在册工人连续7天没有考勤、企业未
上传和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建设单位未
向工资专户按月足额拨付人工费……这些
问题都会引发系统自动预警，接到预警
后，相关职能部门及时跟踪落实并依法进
行处置。“这种监管方式，实现了精准
‘防欠’和及时‘治欠’。”省内多位参
与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律师对记者说。

经过一年多运行，平台累计录入项目
14726个，实名制信息321 . 49万余条，银行
平台代发334 . 2万人次，发放金额337 . 49亿
元，其中已开工在建项目8116个，累计消
除预警信息200多万条。

不仅如此，把农民工工资支付纳入监

管的过程，也是为农民工精准画像的过
程。透过平台，也可管窥当前我省农民工
的一些特点。比如，看年龄结构：录入的
300多万实名制人员中，50-60岁的人数最

多，占33 . 17%，40-50岁的占29 . 55%，二者
占比超六成；30-40岁的人数占22 . 36%，
而20-30岁的仅占8 . 27%。这些重要信息，
能为部门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前10个月我省为2 . 15万名农民工追回工资3 . 21亿元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 记者今天从省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获悉，为扎实做好根
治欠薪工作，今年1至10月，全省查处拖
欠农民工工资案件2460件，为2 . 15万名农
民工追回工资3 . 21亿元。

今年以来，我省不断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建设省级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
联动平台，实现全省范围内“一点举报投
诉，全省联动处理”。畅通电话、来访、
来信等举报投诉渠道，省级和16市人社部
门官方网站设立投诉举报窗口，施工现场
公布投诉举报微信二维码，制作农民工欠
薪维权电话导图，实现农民工随时扫码、
一键投诉。

加强督查暗访，采取“四不两直”方
式督查暗访500余个在建项目，推动解决

一批重点难点欠薪案件；联合惩戒、有力
震慑，向社会公布53件重大劳动保障违法
行为，将24个企业和自然人列入拖欠农民
工工资“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向公安
机关移送26件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
案件……我省一系列行动纷纷发力，扎紧
“不能欠薪”的制度笼子。

眼下，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正在我
省开展。在国务院明确六项行动内容基础
上，我省增加推进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
平台应用情况、拖欠农民工工资争议案件
处理情况、欠薪信访案件（线索）化解情
况等内容，通过持续加力，确保2020年发
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
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
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
案件在2021年春节前动态清零。

为生态环境“让路”，胜利油田300口油水井生产设施退出自然保护区

黄河口亿吨级油田不采了

全国钢铁行业职工技术

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活动举办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魏丹丹 葛红普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15日，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中国机械冶金

建材工会全国委员会、山东省总工会主办，日照市总工会、山东省冶
金工会、中国机械冶金职工技术协会承办的“全国钢铁行业职工技术
创新成果展示交流暨‘讲工匠故事、展劳模风采’主题活动”在日照
举办，90个项目获得“2020年度全国钢铁行业职工技术创新成果
奖”。其中，“大宽厚比高品质热镀锌家电彩涂基板关键技术研发及
产业化”等15个项目被授予一等奖，30个项目被授予二等奖，45个项
目被授予三等奖。此外，山东冶金工会等30家单位被授予2020年度全
国钢铁行业职工创新优秀组织单位。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全国钢铁行业职工创新成果展览、劳模工匠报
告会等活动。

自主创新，书写“中国创造”新华章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

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

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

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在齐鲁大地，有

这样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坚持自主

创新，不畏重重困难，敢于走前人没

走过的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勇攀高峰，勇夺桂冠，把创

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

己手中。本报今起将陆续推出10位

“齐鲁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

敬请期待。

我省开展重污染天气

应急专项督导
已检查点位887个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12月16日讯 12月11日至17日，我省组成8个督导检查

组对14市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督导行动。记者今天从省生态环境
委员会办公室获悉，截至15日晚，督导组共检查点位887个。

受当前不利气象条件影响，扩散条件转差，预计近期我省将再次
经历两轮中重度污染过程。目前分赴各市的专项督导组正持续对全省
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专项督导。截至15日晚，督导组共检查887个点
位，其中工业源点位600个、扬尘源点位219个、移动源点位41个、面
源污染点位27个。共发现重污染天气应急问题192个、秸秆垃圾焚烧
问题24个、散煤替代问题4个。对发现的问题采取立行立改、督促整
改、依法查处等方式进行处置。

□记 者 贾瑞君
通讯员 于 佳 报道

本报东营12月16日讯 为给鸟儿“腾
窝”，黄河入海口附近的亿吨级油田不采
了。

12月16日一早，在地处黄河入海口的
黄河故道，46岁的石油工人方海军开始了
一天的忙碌。他所在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
有限公司桩西采油厂采油管理四区注采
401站，管理着5个井组120余口油井。1个
月前，随着最后一套设施拆除完毕，“陪
伴”他工作了11年的老168海油陆采平台

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投产于2009年的老168海油陆采平

台，曾是中石化最大的海油陆采单体人工
岛，高峰期年产量一度达到16 . 8万吨。包
括“老168”在内，位于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的300口油水井生产设施全
部于今年11月完成退出。仅此一项，胜利
油田每年将减产原油近30万吨，按照油价
40美元/桶折算，合年产值5亿元人民币。

“这么好的效益和产量，说退出就退
出。说实在的，真有点舍不得。”方海军
没想到，勘探开发了半个多世纪的胜利油
田，如此果断地为生态环境“让路”。

胜利油田进行石油开采的这片区域，
有一部分属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这个以保护新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

濒危鸟类为主的保护区建成于1992年，占
地面积15 . 3万公顷。

2017年8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进驻山东，依据国家最新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胜利油田退出位于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和缓冲区内300口油水井生产设施。
据了解，在这300口油水井的地下，还深
藏着13个油田，已探明地质储量达2 . 38亿
吨。这对胜利油田来说，无疑是一块大
“蛋糕”。

其实从2016年起，胜利油田就按照国
家相关部门要求着手编制退出方案，明确
到2020年年底退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
冲区，拆除封停生产设备设施，恢复周边
生态环境。

“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

对立关系，经济发展更不能以环境为代
价。”中国石化集团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孔凡群说，胜利
油田积极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
发展战略，努力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
开发中保护”。

远眺“老168”曾经耸立的海域，一
群飞鸟在碧海蓝天间盘旋，昔日忙碌的生
产场景荡然无存。方海军和同事们坚信，
为子孙后代着想，现在所有的付出都值
得。就像眼前这片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鸟儿种类已由建区时的187种增
加到现在的368种，并成为东方白鹳全球
最大繁殖地和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
这一切，值得所有人用心呵护，再多的油
藏也应为之“让路”。

谭旭光：从“中国制造”

到“中国创造”

2005年，他牵头研发的“蓝擎”高速
大功率发动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2018
年，他作为第一完成人的“重型商用车动
力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今年9月，他带领团队自
主研发全球首款热效率突破50%的商业化
商用车柴油机，被业内称为“全球柴油发
动机效率的新标杆”……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在
科技创新这条路上，谭旭光永远不知疲
倦，矢志不移地挑战世界一流。

“不争第一就是在混！”谭旭光说，
自己最大的特点就是只要定下的目标，就
会用生命去实现这个目标。从1977年进入
潍坊柴油机厂担任产品试验员起，他就开
始了这一生对发动机的执着追求。掌舵潍
柴后，他从发动机做到动力总成，又从动
力总成做到整车，从中国做到世界，带领
潍柴成为国内装备制造业“排头兵”。

杨美红：让超算“飙”出

更快速度

随着智能化的加速，算力成为竞争的
关键。为山东发展筹谋算力，就是山东省
计算中心（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主任
杨美红心中最重要的事。

2011年，国家超算济南中心获批，建
成第一台国产超级计算机——— 神威蓝光，
其投入使用，标志着我国成为第三个能够
采用自主CPU构建千万亿次计算机的国
家。杨美红带领团队持续努力，基于神威蓝
光计算机应用软件的移植、优化、大规模计
算等难题被一一攻破。在神威蓝光“加持”
下，高端装备研发效率提高25%以上，药物
研发周期从10年以上缩短到2年以内。

2018年，E级超级计算原型机在国家
超算济南中心成功落地，标志着我国攻克
百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关键核心技术。
“之前在神威蓝光上‘跑’一个作业可能
要 8个月，现在只要 1个月左右就能完
成。”杨美红说。2019年，她又筹划打造
了国际上首个以超算为主题的国家超算济
南中心科技园。

“依托算力超前的下一代超级计算
机，把超算和产业全面绑定，真正让大科
学装置深度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杨美
红相信，不久的将来，超算一定会成为深
度赋能产业、助力新旧动能转换的山东引
擎。

张连钢：打造世界上最

“聪明”的码头

作业效率比传统人工码头提升30%，
减少作业人员80%，实现当年投产、当年
盈利———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全流程无人化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如今，
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是世界港航界的标
杆。可在2013年开始筹建时，因在国内完
全没有参照，被任命为项目组组长的张连
钢到国外“取经”，但“只是带着车上走
一圈，不允许下车看，更不允许拍照”。

“那会儿就有个想法，主导这个码头
建设，要靠我们自己。”张连钢说。顶着
重重压力，张连钢不顾病痛，身体力行，
带领团队拿出蚂蚁啃骨头的劲头，仅用3
年时间就完成了国外8至10年的研发建设
任务，自主创新建成了亚洲首个真正意义
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和全球首个
“5G智慧码头”，接续实现了“全球十
大创新”。

“时不我待，要保持全球自动化码头的
领先地位，必须争分夺秒，努力打造世界上
最‘聪明’的码头。”站在世界港口自动化领
域的前沿，已经是青岛港首席高级工程师
的张连钢仍在带领团队为梦想奋斗。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梁孝鹏 报道

北美冬青红艳似火，电商助力寒冬俏
销。12月14日，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福台
岭村，农民在采收北美冬青。

寒冬时节，福台岭村农民种植的北美
冬青迎来加工和销售旺季。近年来，当地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管
理模式，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
展观赏性强的北美冬青种植，并为农户提
供栽培技术和电商销售指导，带动农民增
收。

火红冬青

寒冬俏销

□记者 纪伟 通讯员 臧德三 张丽 报道
本报临沂12月16日讯 记者今天在临沂市兰山区召开的发布会上

获悉，截至12月15日，兰山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0 . 19亿元，增
长8 . 1%，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9 . 67亿元，占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9 . 5%。

面对年初严峻的疫情形势，兰山区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今年
共为32户企业办理留抵退税2 . 18亿元；为187户企业兑现研发费用加计
扣除优惠8267万元；为1 . 83万户纳税人减免土地使用税、房产税5500
万元；为9993户次个体工商业户兑现复工复产增值税优惠1 . 41亿元。

减税降费减轻了企业压力，释放了发展活力，促进了一批大项
目、好项目落地发展，财政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首次突破百亿元
大关。

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兰山区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经济结构
明显优化，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兰山区高新技
术企业达到122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187 . 5亿元，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37 . 2%；新登记市场主体7 . 6万户，达到29 . 5万户，市级以上
科技创新平台达到71家、省级以上众创空间达到7家，商标注册总量
位居全省首位。

减税降费释放发展活力

临沂市兰山区

财政收入首破百亿元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缑延红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在年初出台“免收一季度房

租、减半收取二季度房租”政策基础上，山东对承租国有房屋的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将减半征收房租期限延长至今年年底。截至11月
底，全省行政事业单位已减免房租9 . 1亿元，2 . 8万户中小微企业、个
体工商户受益。

9 . 1亿元房屋租金减免

惠及2 . 8万户中小微企业

□记者 张海峰 报道
本报德州12月16日讯 今天，全省方志理论研讨会在德州召开，

传达贯彻全国会议精神，通报全省党史史志期刊工作情况，围绕我省
第二轮修志、专门志和乡镇村志编纂、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挖掘整理等
方面，进一步总结经验，为第三轮修志作理论探讨。

据悉，在本年度征集的177篇论文中，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院报
送的《山东省地方志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德州市委党史研究院报
送的《清康熙<德州志>特点浅析》以及大众报业集团报送的《报业
志撰写关于传媒融合的思考》等22篇史志理论课题获得一等奖。其
中，大众报业集团报送的课题成果填补了报业志研究在全省史志理论
领域的“空白”和新时代媒体融合发展理念在全国史志研究领域的
“空白”。

全省方志理论研讨会召开
大众报业集团史志理论课题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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