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侯 敏

9月17至19日，一年一度的中国（梁山）
专用汽车展览会在梁山县举行，吸引600多
家国内外企业参展。作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主办的全国专用汽车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博
览会，本届车展国外企业和产品种类分别达
到21家和10余种，均同比增长10％。展会专
业化和国际化的背后，是当地专用汽车产业
在创新驱动下的蝶变和升级。

梁山县专用汽车产业服务中心主任杨敬
佩介绍，本届展会以“创新、创造、创品牌”为
主题，吸引了专用车行业全产业链参与，涵盖
主机厂、专用车以及零部件企业。相比往届，

本届展会国内外“新面孔”明显增多，吸引了
斯堪尼亚、约斯特、赛夫华兰德等国际品牌企
业携新产品参展，其中美国康迈轮毂、德国
DG、凡士通集团、意大利萨博、日本TBK、荷
兰海沃集团首次亮相梁山专用车展。

奔向世界的“外循环”背后是无缝衔接
的“内循环”。2020年疫情初期，因外地板簧
供应商无法供货，一块小小的板簧“卡住”了
中集东岳专用车企业的生产线。在县工信局
牵线下，当地板簧企业太岳弹簧和中集东岳
一拍即合，不仅签订了疫情期间供货合同，
还签订了更长期的战略合作协议，保证特殊
时期产业链安全不断线。当年三四月份两家
企业的业务量均比同期翻了一番，太岳弹簧
一家零部件企业就与县内60多家整车制造

企业签订供货协议，本地配套率由原来的
30%多提高到近80%。

“一台普通挂车车体大约由大小1100多
个零部件组成，这些零部件不出梁山都能配
齐。”杨敬佩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拉长、加
粗全生命周期产业链条，以专用汽车产品为
主链条，横向推进零部件、专用汽车产品、二
手商用车等6大产业链协调发展，同时引进
主机厂融资租赁公司，推动“商用车+金融”
生态圈建设。目前，梁山年产专用汽车35万
辆，配套零部件生产企业发展到380家，本地
配套率达65%。

创新决定出路，梁山专用汽车产业的崛
起源自当地的创新基因。杨敬佩介绍，2016
年以来，梁山县连续6年召开“创新、创造、创

品牌”大会，围绕技改投资、新产品研发、新
技术应用等方面对企业进行资金奖励。近年
来，梁山与高校共建专用车技术研究院，设
立众兴机械山东省院士工作站，与中汽研检
测中心共建中国（梁山）专用车检测中心，为
专用汽车产业注入了科技创新活力。截至
2021年7月份，梁山企业申请专利4428件。

当地还引导专用汽车企业围绕智能化、
自动化、高效低耗，向重卡、中卡、轻卡车型
瞄准，向多门类、全领域、可移动的专用装备
方向用力，原来视作强项的传统仓栏车产量
占比已从30%降到10%以下，取而代之的是
每年大量投放市场的新产品。目前，梁山专
用汽车相关产品辐射全国并出口中东、东南
亚、非洲，南美洲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

□ 本报记者 高 峰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张树锋

企业遇技术难题可谓“山穷水复”，高校
有专利技术“藏在深闺”，如何将两者巧妙地
对接，架起产学研对接的桥梁，让企业迎来

“又一春”，让高校技术“出深闺”？济宁市兖
州区的做法是，绘制企业研发需求图谱、全
国重点高校和人才团队的技术分布图谱，引
导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引进高层次人才，
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能。截至目
前，全区拥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6家，高新
技术企业45家，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11家。

按图索骥

院企“联姻”

经典重工集团对钢结构建筑部品构件
产品加工工艺特别是焊接工艺相关技术有
强烈的需求，经兖州区科技局牵线搭桥，经
典重工集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建
立了产学研合作关系，在经典重工集团建立
了高效焊接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及试验基地。
该研究中心承担了省重点扶持区域引进急
需紧缺人才项目“大尺度绿色预制钢结构高
效缆式复合埋弧焊装备及工艺研究”，填补
了国内缆式焊丝多丝极耦合技术空白，焊接
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该项目为经典

重工集团年节约成本750万元，并带动销售
收入增长近30%。

经典重工集团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
分校“联姻”成功，得益于兖州区科技局绘制
的企业研发需求图谱。“我们根据企业研发
需求图谱，按图索骥，帮助企业牵线搭桥，寻
找相关领域的科研院所或高校实验室，力促
企业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兖州区科技局
局长周生建介绍。

围绕发展壮大造纸包装、橡胶轮胎、装
备制造、食品医药“2+2”优势主导产业，兖州
以企业研发需求为切入点，归纳梳理绘制了
企业研发需求的“科创图谱”，帮助企业与知
名科研院所合作，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产
业竞争力。“科创图谱”涉及兖州七大主导产
业，目前已梳理企业研发技术需求109项、供
应需求118项。

按图索骥，院企“联姻”卓有成效。今年
以来，国丰机械与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合
作、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与中科院岩溶地质
研究所和地球化学研究所合作、经典重工与
中国中冶研究院合作、樱源公司与青岛农业
大学合作，一批规模以上企业与科研院所建
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搭建创新平台

企业植入“芯动力”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先后与意大利倍耐
力、德国大陆、比利时贝卡尔特等世界500强
和知名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在高性能轮胎、
高端工程橡胶和高强力钢丝制品领域走在
了全球同行业前列。

为了与世界巨头在技术上实现同步，华
勤橡胶工业集团投资12亿元，建设了具有世
界一流平台的橡胶科技中心。兖州区科技部
门多次深入企业开展惠企政策解读，帮助企
业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华勤橡胶工
业集团先后与吉林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华
南理工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了产学研合作
关系，借助企业平台优势与高校的研发优势
打造了产学研高效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推动
企业在轮胎、工程橡胶、金属制品等领域的
研发与创新，10多项研发技术应用于轮胎制
造中，企业技术创新平台的作用不言而喻。

兖州区把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作
为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绘制了
全国重点高校和人才团队的技术分布图谱，
出台优惠政策，支持企业自建或联合建设技
术创新中心、重点实验室等平台，引导“中字
头”“国字头”科研院所、重点高校把实验室、
技术研发、产业基地等平台建在企业。

今年以来，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获批省
院士工作站，天意机械、乐和家、金大丰成立
了山东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经典重工集
团设立了齐鲁技能大师特色工作站，天成化
工、齐鲁检测、中科先行研究院获批山东省

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目前，全区省级以
上技术创新平台达到了56家。

科创善“借脑”

创新氛围浓

聚真宝网络科技是兖州区一家为客户
提供集人工智能产品、软件开发、系统集成、
IT运维等于一体的信息化综合解决方案的
科技型小微企业。在科技部门与山东大学联
合举办的“山东大学科技成果直通车行动

（兖州站）”活动中，聚真宝公司与山东大学
成功对接，山东大学软件学院在聚真宝公司
成立了“山东大学聚真智人工智能校企联合
研究中心”，引进合作专家教授2人、博士3
人，企业取得软件著作权19项，累计获技术
合同登记30多项。

兖州区强化与高校院所、市产研院、创
新谷等机构的沟通对接，积极引进和培养各
类高层次人才，分企业、分领域举办人才对
接活动。坚持“平台+人才+项目”一体化的
引才机制，以项目引人、以事业留人，为高层
次人才施展才华提供舞台；鼓励企业在创新
资源丰富的大城市建立“人才飞地”，以柔性
引进为主，“为我所用”，破解引才地域困局。
在今年济宁市产业创新重大技术“全球揭
榜”首批发榜项目中，太阳纸业、经典重工集
团、通力轮胎等3家企业成功入选。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高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日前从济宁市文旅局获悉，中秋

节假期，济宁市纳入监测的25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
53 . 2万人次，同比增长19 . 28%，文旅市场运行健康平
稳、秩序良好。

节日期间，济宁各大景区、文博场馆围绕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中秋”主题纷纷推出特色鲜明、
丰富多彩的活动，体验和参与的项目不断增加，文化旅
游产品供给充足，促进了文旅消费，广大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假日文化旅游大餐。25家重点景区实现营业收
入1566 . 15万元，同比增长65 . 21%。

□记者 吕光社 实习生 郑方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23日上午，济宁市供销合作社、

济宁市营养学会联合主办的庆祝农民丰收节暨优质农产
品进校园启动仪式在任城区裕隆为农服务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意在展示新时代新农民丰收后的新面貌，
凸显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优势，展现济宁市特色乡土风情。
开场仪式后，任城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与济宁高新区英
萃幼儿园签订了优质农产品进校园合作协议；任城区裕
隆为农服务中心与牛庄社区签订了土地托管社会化服务
协议。济宁市营养学会向济宁裕隆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颁发了“营养食材生产达标基地”牌匾，向济宁高新
区英萃幼儿园颁发了“食育示范项目”牌匾。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胡克潜 杨小康 报道
本报汶上讯 9月23日，2021年济宁市“中国农民

丰收节”在汶上县汶上街道莲花湖村开幕。活动以“庆
丰收 品成果 感党恩”为主题，通过济宁礼飨农产品
展销、文艺表演、美丽乡村健康跑、网红直播等方式展
现济宁市乡村振兴战略及美丽乡村建设的丰硕成果。

白莲藕、荷叶月饼、百合粉、荷叶茶、葡萄、大
豆、蜂蜜、花生油……济宁市各地特色农产品集中亮
相。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美食试吃体验区，来自各地的厨
师们利用特色农产品，现场烹制特色美食，让游客既饱
“眼福”又饱“口福”。“本次丰收节共15天，分为品
美食、住民宿、享农趣、赏美景、逛集市等五大日常活
动，以及庆丰收开幕式、美丽乡村健康跑、济宁礼飨农
产品展销、戏曲表演、网红才艺大赛、广场舞展演、中
都梦想秀等七大主题活动。”汶上街道党工委书记付天
平介绍，活动不仅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
台，也为市民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近年来，济宁市农业产业化水平持续提升。2020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552 . 2亿元，农业产值占全市GDP比重
达12 . 3%，是济宁市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企业研发图谱对接高校技术图谱
兖州区：“科创图谱”激活企业创新“基因”

济宁中秋假期

接待游客53 . 2万人次

济宁“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汶上开幕

优质农产品走进校园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邵萌 报道
本报金乡讯 9月17日，陈新宁先进事迹展馆在陈

新宁同志的家乡——— 金乡县开馆。
陈新宁曾担任金乡县纪委审理室主任、纪检监察室

主任等职。在从事纪检监察工作13年里，共牵头或参与
调查各类案件90余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00余万
元。2014年因患脑胶质瘤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0岁。
2015年被省委宣传部追授为首位“齐鲁时代楷模”。

为宣传弘扬陈新宁同志的先进事迹和精神品格，发
挥纪检监察系统先模人物的榜样引领作用，金乡县纪委
监委历时3年精心打造了陈新宁先进事迹展馆。展馆坐
落于羊山景区鲁西南战役纪念园内，展馆以陈新宁同志
的生平和精神影响为主线，通过照片、实物、影像资料
以及雕塑、绘画、场景复原等多元化的展陈方式和艺术
创作形式，生动再现了陈新宁同志的成长历程和精神轨
迹，彰显了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良
好形象。

陈新宁先进事迹展馆开馆

梁山专用车驶向世界，动力何来？
创新驱动产业蝶变和升级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李超 胡宝军

前1分钟还在零下5摄氏度的种质资源
库，看20400多份大豆种子正在恒温箱里安
然“沉睡”；后1分钟就来到了零上25摄氏
度的周年杂交气候室，观察大豆长势……
在位于嘉祥县的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
司采访（以下简称“圣丰种业”），随科
研人员瞬间穿越冬夏的感受，让人很难将
其与传统企业联想在一起，怎么看都更像
是一家研究所。

“欲振兴中国大豆种业，需守好农业
‘芯片’，持续提升豆种质量。”圣丰种
业科研专家韩宗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豆
种的质量不仅决定了豆作物的产量、口味
和品质，还展现了一个企业的科技实力，
科研能力不足，就会处处受制于人。

9月17日，2021嘉祥大豆种子高峰论坛

暨成果转化地展现场会召开，来自高校科
研院所、种业企业的200多名行业专家齐聚
一堂，为种业破局建言献策。恰如韩宗礼
所言，中国工程院院士盖钧镒在主旨演讲
中也表示，只有大力开展科技创新，才能
打破现状、打好豆种翻身仗。

中国豆种看山东，山东豆种看嘉祥。
带着技术破局的产业发展思路，嘉祥县正
以品种选育为抓手，大力实施区域品牌战
略，财政每年列支5000万元、整合各类涉
农资金5000万元、撬动社会资金2亿元，实
施了“44461”育种工程（四大育种中心、
四大育种站、四大联合实验室、国内61个
试验点）。利用实验室、实验基地和良繁
基地进行自主研发，各家龙头企业着力提
升品种选育水平，先后培育出了“圣豆”
“嘉豆”“华豆”等系列突破性优良品
种。其中，“圣豆5号”平均亩产320 . 5公
斤，一举刷新了黄淮区域大豆大面积测产

高产记录。
种业强则农业强，种业兴则农业兴。为

认真落实国家大豆振兴计划，今年，嘉祥县
继续将发展现代种业作为引领农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支撑，通过实施“土地流转、订单带
动、股份合作、种粮协同”等发展模式、
“公司+合作社+农户”“品种选育+制种生
产+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农资农技+综合服
务”的运作机制，保证了嘉祥大豆、小麦良
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30万亩左右，带动周
边良种繁育基地50万亩以上。

“十四五”开局之年，嘉祥县正举全县之
力让“农业芯”在高质量发展的土壤中生根发
芽。截至目前，嘉祥县规模农作物种子企业发
展到20家，独家经营品种近100个，授权生产经
营品种43个，常年大豆良种交易量达到1 . 5亿
斤，畅销安徽、河南、江苏和长江中下游流域
11个省份，占黄淮海流域大豆种子年交易量
的70%以上。

守好农业“芯片” 打赢豆种翻身仗
嘉祥县常年大豆良种交易量达1 . 5亿斤，占黄淮海流域年交易量的70%以上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美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9月24日，“2021金秋花海旅游季”

启动仪式在兖州区牛楼花海彩田景区举行。
本次“金秋花海旅游季”活动现场设置了“粉色沙

滩乐园”“丰收季场景造型打卡”“唐宫非遗电子烟花
表演”三大片区，为游客准备了“电子烟花展演”“游
赏千亩红高粱”“勇闯丰收迷宫”“花生地瓜收获体
验”等主题游玩活动。旅游季活动期间，还将在牛楼花
海彩田景区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

近年来，兖州区以泗河绿色发展带为引领，依托优
美的自然风光，以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为映衬，成功打
造了花海彩田、牛楼小镇旅游聚集区，先后举办了油菜
花节、电音节、文创节等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活动，已
成为兖州乃至济宁新的网红打卡地和旅游新地标。

兖州：“金秋花海”迎盛世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张海华 报道
本报嘉祥讯 嘉祥县通过宣传引导、建章立制、创

新机制，将“和为贵”儒家文化融入劳动争议。2020
年，全县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下降25%。

嘉祥县人社局印制了《和为贵理念倡议书》，通过宣
讲会、书面审查、预防调解工作指导等方式，向用人单位
发放倡议书3000余份。同时开展现场宣讲，抽调人社部门
业务骨干、仲裁员、律师等成立预防调解宣讲团，以“和为
贵”理念、劳动相关法律法规、劳动用工风险防控为重点
内容，开展宣讲行动20余次，现场调解争议80余件次。

该局先后制订了《企业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办法》
《企业劳动争议预警预报工作制度》等制度，为企业开
展劳动争议预防、协商及调解工作提供依据。组建调解
组织，建立基层劳动争议行业性调解组织4个，区域性
调解组织1个，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125个。建立部
门企业联动机制，开展“党群共建”“互联网+和谐劳
动关系建设”等共建活动，实施劳动用工法律风险防控
评估和探索专项行动，实地走访摸排嘉冠油脂等企业20
余家，实现劳动争议源头化解和综合治理。

嘉祥打造“和为贵”

劳动争议预防调解品牌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赵诗影 报道
近日，为庆祝农民丰收节，鱼台县举办了第二届农民趣味运动会，共设拔河、心心相印(背夹卷心菜)、蒙眼喂食、灌麦子、筷子夹

枣、掰手腕、运送小番茄、推铁环、抢洋葱等9个贴近农民生产场景的竞技项目，活动丰富有趣，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乔志宇 梅蒙
报道
本报鱼台讯 8月30日早

上，鱼台县李阁镇李楼村村民
李桂忠提着两包垃圾走到离家
不远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
掀开垃圾桶盖，把两包垃圾分
别投进了标注着“不可焚烧垃
圾”“一般垃圾”的垃圾桶。
他说：“垃圾分类是新时尚，
既能变废为宝、节省资源，又
能减少污染，一举多得，大家
都很支持。”在他的身后，成
排的绿化树青翠欲滴，洁白的
墙壁上绘有美丽生动的宣传
画，平坦整洁的柏油路延伸向
村外，展现出一幅乡风文明的
美丽画卷。

在李楼村党支部书记李明
军看来，村民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保持环境整洁、创建美丽庭
院等，得益于鱼台县“信用乡
村”体系建设。

“实施‘信用乡村’建设，就
是要发挥信用体系建设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引导
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务、不断
提升文明素质，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和乡风文明建设。”鱼台县
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鱼台县
创新开展“信用乡村”建设，探
索推广了“信用+社会治理”

“信用+文明建设”“信用+志愿
服务”等“信用+”系列实践模
式。

鱼台县以农村常住家庭为主体，建立“信用乡
村”信用信息数据库和平台，组织指导各行政村明
确1名信用专员，成立由村“两委”干部、村医、农村
教师等组成的3至5人信用议事会，根据信用信息
评价规定对常住家庭进行评议，评议内容和结果
向全体村民公示公开。为每个农村常住家庭建立
信用档案，每月张榜公布常住家庭的信用评价得
分和等级，并进行奖惩，引导村民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用好信用记录、积累信用财富。

鱼台县实施“信用+文明建设”模式，按照“遵
纪守法、文明创建、人居环境、文化生活、乡风民
风、志愿服务”等类别赋予不同的分值，对获得“四
德”先进典型、“好媳妇”“好婆婆”等荣誉称号，以
及乱倒垃圾、不按规定养犬、不文明祭祀等不良行
为分别进行加减分，引导村民自觉遵守社会道德
行为规范。

同时，鱼台县打造“信用+志愿服务”模式，把
群众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与信用评分挂钩，以
服务时长换取信用加分，激发群众参与志愿服务
的积极性与持续性。目前，鱼台县注册志愿者已
达679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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