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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筑引才高地，增续发展动能。10月22
日，首届“蓬莱人才节”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
人才政策兑现大会在烟台市蓬莱区举办，向优
秀人才发放千万元政策兑现资金，发布“揭榜
挂帅”项目榜单，以“顶配”级的奖励政策，
向人才伸出“橄榄枝”，贴出“招贤榜”，持
续释放仙境蓬莱的引才磁力。

真金白银奖人才，提升政策含金量。当天
的活动中，蓬莱区为3名创业领军人才代表、5
名自主培育高端人才代表、9名创新创业载体代
表、10名产业技能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代表分
别进行了政策兑现和颁奖，本次区级财政兑现
政策资金1400万元，各级共配套资金3000万
元，是该区扶持力度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兑
现资金最多的一次。

“揭榜挂帅”选英才，仙境广发“英雄
帖”。蓬莱大力推行“企业出题、政府立题、
人才破题”的引才模式，在烟台市内率先探索
开展“揭榜挂帅”引才机制。会上发布了蓬莱
区重大关键技术“揭榜挂帅”项目榜单，围绕
产业发展“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在前期实
现5项揭榜的基础上，再次梳理了20项关键技术
需求，累计挂榜金额达1 . 4亿元。在这份榜单

上，蓬莱超硬复合材料公司为内冷硬质合金刀
具制备技术需求开出了1000万元榜额。“内冷
硬质合金刀具技术一直被国外公司垄断，国内
的技术不太成熟。”该企业分管技术副总介
绍，迫切希望有专家人才“揭榜”，攻克技术
难题。

活动当天，该区首个金融类研究院—亚太
资本市场研究院揭牌，并将中国公司金融论坛
会址永久落户蓬莱，为创新创业插上资本的翅
膀。2个校地企产学研项目和3个创新创业人才
引进项目分别签约落户蓬莱，吸引高端人才落
户，借助外智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首届“蓬莱人才节”将利用10月
下旬至11月份一个月左右时间开展十大系列活
动，包括政策宣讲、人才引进、高端研修，涉
及教育、卫健、科技、人社等多个领域。除了
搭建招聘平台满足人才就业需求，还将举办青
年人才交友联谊专场活动。开展人才政策宣
讲，推荐人才政策落实。上线“仙境惠才通”
智慧服务平台，实现人才待遇一“码”通办。
带领优秀企业家走出去学习，增强干事创业本
领。举办蓬莱区“揭榜挂帅”项目技术需求对
接活动、第十届金融公司论坛、学子“雁归计
划”等活动，吸引更多优秀人才选择蓬莱、落
户蓬莱。

打造“双创”高地，释放引才磁力。近年
来，蓬莱区深耕发展“智谷”，以招才引智的
新成效积蓄发展新动能。针对制约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痛点难点，加快人才制度和政策
创新，从人才引进、培育、载体、激励、保障5
个方面提出21条政策，配套16个实施细则，构
建“1+16”全维度、全周期、全流程人才政策
体系，进一步激发人才发展活力。搭建“一卡
一厅一工程一基金”服务生态圈，推出人才服
务一码“通”办的电子“仙境惠才卡”“仙境
惠青卡”，筹备一批人才公寓，打造服务要素
集聚的“蓬莱人才会客厅”。

筑巢引凤，硕果累累。一系列人才工程带
来了引才育才的虹吸效应。实施高端人才领航
计划，深化拓展2 . 0版“仙境英才”，配套实施
“才聚仙境、蓬勃未来”引聚工程，先后柔性
引进省部级人才43人，创业项目5个。实施青年
人才支撑计划，对新引进到企业工作的本硕博
毕业生，给予最高每年3 . 6万元工作津贴和50万
元购房补助，先后吸引3000余名本科以上毕业
生落户蓬莱，其中研究生180余人。人才新政落
地以来，蓬莱创新创业活力不断涌动。目前300
余人已享受“政策红利”，各级共兑现资金达
3000余万元，蓬莱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载体
建设持续加强、合作渠道不断拓展。

打造“双创”高地 增强引才磁力

蓬莱启动首届“人才节”活动
千万元重金奖人才 “揭榜挂帅”选英才 顶配政策引良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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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
伟大的中华文明。九曲黄河奔流入海，以百折
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
大品格，成为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黄河流经济南市章丘区26 . 45公里，在黄河
母亲的孕育和滋养下，地处黄河下游的章丘区
成为一座具有丰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远在
9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
息。特别是4600多年前，中华文化的重要源
头——— 龙山文化就诞生于此。

龙山文化在黄河文化中独树一帜，于1928
年首次发现于济南章丘龙山城子崖而得名。龙
山文化的发现，证明中国东部存在一个土生土
长不同于仰韶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这种黑陶
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加接近，否定了
“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使章丘城子崖成为
闻名于世的“考古圣地”。作为龙山文化的典
型器物，龙山黑陶以“黑如漆、亮如镜、薄如
纸、硬如瓷”，堪称东方艺术珍品、世界文化
瑰宝。今年8月30日，济南市获评东亚文化之都
的奖牌上，龙山文化熠熠闪光。

党的十八大以来，济南市章丘区坚持把弘
扬龙山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摆
在突出位置，大力推进以龙山文化为主题的特
色历史文化的挖掘与保护、活化与转化、研究
与阐释、共建与共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弘扬龙山文化，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章
丘坚持挖掘与保护齐抓，延续历史文脉。以实
施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为契机，对208处区级
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处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2 . 6万件馆藏文物、8批非遗名录进行
挖掘保护，建立文化资源档案和“文化E点
通”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章丘区博物馆、城子
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物遗址口袋公
园，推进焦家遗址等考古发掘研究纳入国家
“考古中国”项目。城子崖遗址入选全国“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龙山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被批准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完善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保护五音戏、章丘
梆子、章丘芯子、章丘铁锅等非物质文化遗
产，被评为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先进
集体。强化历史文化古镇古村和传统村落保
护，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历史文

化生态名村(镇)9个。实施乡村记忆工程，建成
50多处村史馆，实现对传统民俗文化的活态性
保护。加强辛锐展览馆、章丘第一支抗日武
装、三涧溪村乡村振兴展馆等11处红色文化基
地保护开发，实施中宣部纪录小康工程山东省
试点区建设，建成线上线下纪录小康展馆，存
史资政、教化育人。

弘扬龙山文化，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章丘
坚持活化与转化同步，彰显时代价值。打造国家
龙山文化博物馆等重要地标，推动文化遗产活化
利用和传承创新，形成辐射城子崖遗址、焦家遗
址、东平陵故城遗址、洛庄汉王陵、危山汉墓等
文化元素的国家龙山文化博物馆群。实施龙山文
化IP塑造工程，聚焦章丘特色和龙山文脉，开展
以龙山文化为主体的特色历史文化传承创新工
程，在全省区县率先推出“中国龙山 泉韵章
丘”城市区域品牌，以闯关东文化、铁匠文化、
儒商文化“三大硬核文化”为支撑，以“敢闯敢
创、善作善成”“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诚信
明礼、互利共赢”为内涵，以听觉、视觉、行为
识别“三大系统”助推落地，推出《魅力章丘
人》第一季视频作品6部、城市区域品牌短视频4
部，推出《中国龙山 泉韵章丘》城市形象宣传

片，《幸福泉》《章丘造》《章丘情》《章丘
美》等适合各类人群传唱的系列原创城市主题歌
曲，推出李清照、孟洛川等人物主题海报、微信
表情包近20组，位列“2020中国城市品牌形象百
优县市”榜单第七位，建立起沟通历史与现实、
拉近传统与现代的文化体系。依托黄河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建成黄河文化博物馆，系统展示
黄河流域历史文化。聚力补齐黄河滩区民生短
板，实施黄河滩区迁建工程，黄河流域章丘段21
个村3300户12068人全部搬进幸福河社区，让黄河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弘扬龙山文化，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章丘
坚持研究与阐释并重，加强服务供给。整合民间
组织、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等资源，
成立龙山文化研究会，打造具有章丘特色和学术
影响力的龙山文化研究高地。挖掘以李清照为代
表的名士文化资源，推进李清照诗词文化传承和
活化利用。举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章丘)调研行”新闻发布会等采访采风活动，
邀请中国文联、人民日报专家学者走进龙山，探
访龙山，《龙山寻根》等文学作品在《人民文
学》等国家级文学期刊刊发。承办第22届国际历
史科学大会——— 龙山文化卫星会议、“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山东主场等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推动
文化走出去。在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国际)文
化旅游博览会等活动中融入黄河文化、龙山文化
元素，打造黄河文化、龙山文化对外传播符号。
以济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牵引，深化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打造“文明典范 出彩章丘”品
牌，章丘入围“202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开
展民间文化艺术传承保护，组建章丘五音戏、章
丘梆子等100多家庄户剧团、5000多人的文艺队
伍，开展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进社
区、进军营等特色文化艺术活动，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开展以“百家媒体瞰章丘、百名作家写章
丘、百名书画家绘章丘、百件歌舞曲艺作品颂章
丘、百名摄影家拍章丘、百名宣讲员赞章丘”为
主要内容的文艺“六百”工程，创作文艺作品
7300多件，举办展览20多场次。推出《国宝发
现——— 溯源龙山》等纪录片，并在央视播出。充
分利用融媒体平台传播优势，推出“中国龙山
泉韵章丘——— ‘两创’故事汇”栏目，展示“两
创”成果，以文化繁荣兴盛讲好黄河故事，目前
推出9期，点击量超过100万人次，扩大了龙山文
化、黄河文化品牌溢出效应。

弘扬龙山文化，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章
丘坚持共建与共享双赢，推进文旅融合。以龙
山文化“双创”为重点，全面参与黄河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和“中国黄河”国家形象宣传推广
活动，在济南打造全国重要的黄河文化交流合
作中心中当先锋、作表率。借助济南市打造
“东亚文化之都”新名片，积极参与年俗非
遗、戏曲演出、旅游观光、儒学礼仪等文化交
流活动，推动龙山文化交流互鉴。打造“沿黄
生态走廊”和“齐鲁古道·文旅走廊”，抓实绣
源河华侨城文旅项目，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家宝藏》、中国科学院《中国国家地
理》，联合打造国家宝藏·奇幻空间、国家宝
藏·奇妙剧场、中国国家地理探索中心三大核心
驱动项目，以及几何书店、文化定制餐饮市
集、室外娱乐设备360极限飞球等文化旅游项
目，并在《国家宝藏》展演中推出国宝总动员
之《蛋壳陶寻亲记》，弘扬龙山文化，传承文
化基因。抓好明水古城项目，植入清照文化、
儒商文化，打造国际泉水旅游度假区。打造闯
关东文化展览馆，建设集传承教育、党性教育
现场教学、爱国主义教育等于一体的平台。牵

手“百年山大”，在绣源河畔建设山东大学龙
山校区(创新港)，打造文化教育主体功能区和文
化创意创新产业园，积极争创国家双创示范
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强化旅游资源整合，
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展现黄河
文化、龙山文化的标志性旅游目的地。发挥黄
河文化、龙山文化、泉水文化等文化遗产作
用，聚焦古村落、湿地公园、田园综合体等特
色资源，推进乡村旅游提档升级，推出非遗自
驾游路线、红色主题一日游、红色旅游路线11
条，广泛开展龙山文化等历史文化课外研学、
劳动体验等活动，让青少年在研学中开阔眼
界，推动文化传承发展。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章丘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按照省委、市委工作部署，持续推动
黄河文化、龙山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革命文化的丰富内涵、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
代价值，建设厚植家国情怀、传承道德观念、
群众同根共有的精神家园。

济南市章丘区推动龙山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讲好新时代章丘“黄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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