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卢 鹏
   通讯员 王培珂 报道
  5月21日，青岛西海岸新区铁山街
道齐长城百果园景区，千亩月季花竞相绽
放，色彩斑斓的鲜花吸引了游客醉游花
间、拍照赏玩。
  我省有序开放旅游景区，积极组织各
类活动，放开跨市游、跨省游，旅游市场
稳步复苏。

月季花开游人来

  □记者 王鹤颖 通讯员 范淑彬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日前，省委科技创新委员
会研究通过2022 年度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配置框架。今年，省级
安排科技创新发展资金145 . 2 亿元，同比增长10% ，按照“聚焦重
点、需求牵引、部门协同、强化绩效”的原则，聚焦国家和全省重
大战略部署，紧扣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重大创新需求，足额保
障刚性支出，科学安排各方需求，推动项目、平台、人才一体化
配置。
  聚力实施重大创新项目。聚焦“十强产业”重大技术需求，支持
实施产业重大关键技术攻关、重大原始创新、高层次人才创新项目
等，优先确保国家级创新平台配套、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预研、重大科
技示范工程等需求。
  优先保障重大任务落地。集中支持国家级和省级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省级科研院所科技创新等，确保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相
关协议和承诺事项落实落地。
  足额落实普惠性政策等支出。综合运用奖补、风险补偿、股权投
资等方式，落实科技创新奖励和保护、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科学技术普及、科技活动决策咨询等创新引导政策，激发企
业等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和实施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

今年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

配置框架确定
共安排资金145 . 2 亿元，同比增长10%

  □ 本报记者 赵君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是
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
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
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能有战斗力。
　　回首过去五年，省委深入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制定出台《山东省2018— 2022 年党的
基层组织建设规划纲要》《关于推进新
时代全省基层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等系列文件，全省各级党组织
及时跟进、创新落实，基层党组织政治
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党旗
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月25日至27日，威海临港区草庙
子镇500余名党员走进镇委党校（党员
教育中心），围绕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接受了为期3天的
集中培训。“通过学习，思想觉悟有了
很大提高，对党的方针政策也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于泉庄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丛福滋说。党员教育“在哪
教”“怎么教”？近年来，我省探索推
进乡镇（街道）党校（党员教育中心）
建设，通过这些党员身边的“红色学
府”，打通了教育培训“最后一公
里”。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思想是前进的
旗帜。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既要
“造形”，更要“铸魂”。全省各级党
组织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主题主线，深入
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
化，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精心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筑牢信仰之基，
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我省还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党员
教育师资库、专家库，遴选教师20560
名、专家 4706 名，打造党员教育现场

教学基地 1267 个。每年分领域举办农
村、社区、两新组织、机关、国有企业
等领域基层党组织书记示范培训班，带
动各级党组织每年对党支部书记轮训一
遍，全省各级举办培训班1 . 6 万期、培
训2800万人次。
　　“村中飞回领头雁，地上瓜果满田
园。幢幢高楼平地起，前阙已是幸福
园。”走进潍坊市寒亭区阙庄社区，千
亩采摘园里樱桃、油桃等陆续成熟，不
少游客前来打卡采摘。前阙庄村党支部
书记于英智告诉记者， 2019 年，前阙
庄村作为“头雁村”与周边村组建了
“头雁领航”党建联盟，联思想带观
念、联组织带提升、联产业带致富、联
责任带稳定，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达5
万元，取得了“头雁引领、群雁高飞”
的雁阵效应，跑出了乡村振兴“加速

度”。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
就是一面旗帜。五年来，我省紧紧围绕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改革
发展等重大任务，锻造坚强战斗堡垒，
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
群众动员起来，做到党旗所指，就是行
动所向。
　　建好“火车头”，让乡村振兴更有
保障———
　　推动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
提升，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新一轮村“两
委”换届，回引在外人才3 . 6 万名，全
省村党组织书记中致富能手、返乡创业
人员等占比79 . 6% ；先后选派 5 轮、 8
万余名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到农村一线，
抓党建聚民心、办实事破难题、促发展
惠民生；全面推行村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集体经济收入3万元以下的薄弱村
实现清零。
　　融入“万家灯火”，让城市生活更
加美好———
　　开展城市基层党建全域提升攻坚行
动，持续深化街道管理体制改革，配备
社区工作者5 . 4 万名；全面推进“齐鲁
红色物业”建设，开展物业领域“大排
查、解难题、暖万家”专项行动，排查
梳理化解问题5 . 4 万个；深化党建引领
城市网格化治理，超 60% 的网格（小
区）建立党群服务站（点）。
　　注入“红色动能”，让改革发展更
具活力———
　　以全省全面推行“链长制”为契
机，积极探索产业链党建工作，以“党
建链”助力建强重点产业链，推动产业
集群高质量发展。  （下转第三版）

强强基基固固本本，，让让党党旗旗在在基基层层一一线线飘飘扬扬

  □ 本报记者 方垒 张鹏 张晓帆

  5 月20 日，还没到中午，气温已升至
31℃。潍坊市坊子区凤中街天润凤凰城
小区北门至北海路段，道路破碎机、挖
掘机、铲车齐上阵，一道2 . 5 米深的沟槽
被挖了出来。“下好管后，新管线将用
作雨水道，原有雨污合流管线则专用于
排污。”说话间，潍坊市坊子区雨污分
流建设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安东汗流
浃背。
  “这次施工太有必要了！”施工现场
北侧的烤馒头店店主丁晓龙感叹，“以前
一遇急雨，路面就积水。路沿石距离店门
口有三米远，过来一辆车就能压起水花溅
到店铺里，只能遮上帘子或闭住门。”
  “最难的问题就是确定原有管线位
置。”安东告诉记者，凤中街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就已建成，道路南北多是老旧小

区，地下管线情况模糊，“我们在相关部
门配合下确定了部分位置，而一些交叉路
口处，就需要人工凿挖。有的路口三四米
远，就紧排着七八道管线。”为了方便居
民通行，1.7公里长的凤中街被分成了八
段施工，开挖一侧，另一侧通行，计划通
过加大人员和设备投入，在雨季前全部
完工。
  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承载着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地下管网、
防洪排涝、水电气供应等基础设施“深
藏不露”，却实实在在影响人们的生活
品质。山东把市政公用设施网作为基础
设施“七网”行动的重要内容，纳入
“十大扩需求”2022 年行动计划。“截
至4月底，全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已累计
完成投资226 . 3 亿元，其中新建改造城市
雨水管网224 公里，城市建成区雨污合流
管网改造完成 2 9 3 公里，整体符合预

期。”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
长王强介绍。
  到2025年城市建成区雨污合流管网清
零、黑臭水体清零，这是山东“两个清
零、一个提标”行动确定的硬任务。截
至2020年底，全省城市建成区已发现的
270条城市黑臭水体已整治完成。“下一
步关键是建立长效监管机制，防止返黑
返臭，做到动态监管、彻底清零。”王
强说。
  近日，位于青岛市李沧区李村河中游
的南庄河暗渠来了一台涉水的四轮大脚机
器人，吸引不少散步的市民驻足观看。这
台机器人像极了动画电影的主人公“瓦
力”，两个发光的射灯俨然一对炯炯有神
的大眼睛。
  “这是我们引进的管道监测机器人，
是青岛首台应用于黑臭水体治理的设备，
它能越野、涉水，排查效率比人工提高5

倍，准确率近100%。”李沧区市政河道
公司经理万春介绍。
  “以往的管线排查，几乎全依赖人工
进行，不直观、也不全面。有的暗渠、管
道空间有限，工人还进不去。而且，暗渠
内可能存在有害气体，存在安全隐患。”
随着万春操作手中的遥控器，机器人便拉
着长长的线缆钻入了路基底下的暗渠，将
拍摄到的情况，清晰完整地在电脑屏幕上
显示出来。
  目前，李沧区城市管理局已使用两台
设备对前期市民反映的南庄河暗渠进行了
全面的排查，准确获取排口尺寸、出水影
像、破损位置等情况，原先一周都无法完
成的排查采集任务，在两天内全部完成，查
出污染点十余处，并根据排查结果制订整
治方案，完成截污、清淤等工作。南庄河暗
渠全线已经实现污水零直排，流入李村河
的河水清澈见底。    （下转第二版）

筑筑牢牢城城市市““里里子子””  撑撑起起发发展展““面面子子””
山东加快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网建设，前4个月完成投资226.3亿元

五年来，全省各级举办培训班 1 . 6 万期、培训 2800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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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徐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文旅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 万元，个人
客户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 万元。 5 月 20 日上午，省文化和旅游厅与
农行山东省分行在济南签订金融服务文化和旅游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发布“文旅振兴贷”产品，助力文旅产业发展。
　　“‘文旅振兴贷’分为文旅融贷、文旅易贷两大系列。支持范围
更广泛、贷款额度更高、期限更长、利率更优惠。”省农行乡村振兴
金融部总经理刘继明介绍，现有贷款产品主要支持大中型企业融资，
借款主体单一。而这一次的金融创新，不仅支持景区建设运营，还将
文旅国家文化公园、乡村旅游、高端海洋旅游等纳入支持范围，更惠
及了旅行社、旅游公司、民宿、农家乐等旅游业小微企业和个体经
营者。
　　刘继明介绍，企业法人贷款期限最长可达 20 年，个人最长可
达 5 年；小微企业贷款额度最高可达 1000 万元，个人客户最高可
达 100 万元，大中型企业可根据营运资金需求或项目资本金比例
确定贷款额度。此外，还创新采用景区收费权作为押品，并与省
农担、省融担等单位合作，为农户、小微企业等主体提供政策性
担保。
　　“金融纾困小微企业非常及时。”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晓国表示，疫情之下，员工工资、运营成本、房租等经营成
本，让部分旅游业中小微企业面临极大的经营压力，迫切需要金融
“活水”来解资金短缺之“渴”。在长岛经营民宿的武太宏说，去年
就想扩大规模，但苦于当时没有匹配的金融产品，了解到政策后，他
高兴地说可以继续扩大规模了。
　　据了解，去年以来，省文化和旅游厅不断强化与金融部门联动，
汇聚金融合力，从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推动金融服务创新、支持文旅
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助力文旅行业企业恢复发展。今年一季度，青州
中晨书画艺术产业园项目、天鹅湖罗曼园项目等300 余个省级重点项
目加快推进，年度计划投资372 . 8 亿元，已完成投资104 . 5 亿元，投资
完成率28 . 1%。全省文旅贷款余额1904 . 85 亿元，比年初增加86 . 71 亿
元，同比多增22 . 31 亿元。

“文旅振兴贷”助力纾困解难

文旅小微企业

最高可贷1000万元

报端看点

  □记者 方垒 报道
  本报济南5月21日讯 21日，齐鲁大地“夏意”十足，除青
岛、日照以外，大部地区白天最高气温在30℃以上，体感炎热。记
者从省气象台获悉，未来两天，我省大部地区依然以晴热天气为
主，热度还会继续升级。 23 日夜间到 24 日，局部地区迎雷雨或
阵雨。
  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报，21 日夜间到22 日白天，全省天气晴间
多云。最高气温：鲁西北的东部和鲁中的北部地区35℃左右，半岛
沿海地区28℃左右，其他地区32℃左右。
  22 日夜间到23 日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鲁西北
的东部和鲁中的北部地区34℃左右，半岛沿海地区28℃左右，其他
地区32℃左右。
  23 日夜间到24 日白天，鲁西北的东部和鲁中的北部地区天气多
云间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最高气温：鲁西
北的东部和鲁中的北部地区34℃左右，半岛沿海地区27℃左右，其
他地区32℃左右。
  气象部门提醒，随着各地晴热升级，公众需注意防暑防晒。

近期全省晴热天气为主
局部高温达35℃

中中华华鳑鳑鲏鲏时时隔隔6600多多年年再再现现小小清清河河

小小清清河河游游回回一一条条鱼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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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冠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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