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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胡锦
涛总书记从 21 世纪世界发展趋势、从
全球竞争的高度，着眼实施海洋强国战
略作出的重大部署。省委、省政府把打
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作为推进经济文
化强省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科学谋
划，重点推进，充分体现了对胡锦涛总
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
体现了推进山东高品质、大跨越发展的
坚定决心，必将引领全省在新起点上实
现富民强省的新跨越。潍坊既是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重点开发区域，
又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七个前沿城
市之一和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四
个骨干城市之一，使命重大，责无旁
贷。我们一定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结合潍坊实际，加紧谋划推进，努
力在新一轮区域发展中实现更大作为，
为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坚持科学定位，明确发展方向。着眼
崛起蓝色、走向高端、赢得发展，在目标
方向上，坚持全面融入、海陆统筹，坚持
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坚持有所作为、奋
力突破，加快提升蓝色经济的规模和水
平，努力把潍坊打造成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的重要发展区域。在产业导向上，优
先发展蓝色高端产业，突出发展蓝色制
造业，加快发展港口开发、滩涂开发、浅
海养殖等亟待开发的蓝色产业，努力形
成特色优势。在区域发展上，以北部沿海
为主战场，以陆域经济为依托，集约优势
资源要素，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资源科
学开发、海洋优势产业培育方面全面推
进、率先突破，带动全市蓝色经济发展。

优化发展布局，实施重点突破。一
是北部沿海地区全面突破。充分发挥北
部沿海的空间优势，以高新技术为支撑，
以蓝色经济为方向，三年新增投入 1000
亿元，着力突破岸线资源开发、蓝色产业
发展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全市蓝色
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二是滨海新城建设
率先突破。着力推进滨海水城和先进制
造业产业园、生态海洋化工园、绿色能

源产业园、海港物流园“一城四园”建
设，加快科教创新区、中央商务区、高
档商住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功能区建设，
努力打造产业发达、功能完善、宜居宜业
的现代化滨海新城。三是省级以上开发
区重点突破。以国家级高新区为龙头，以
省级开发区为依托，提升孵化、承载和聚
集功能，引进催生一批、加快发展一批、
培育壮大一批蓝色高端产业，打造产业
发展高地。四是区域合作全面加强奋力
突破。全面加强与全球岸线城市和周边
临海城市的合作，重点推进青潍蓝色经
济发展一体化，争取更大合作成果。

发挥基础优势，培育特色产业。一
是大力培育海洋优势产业，突出抓好以
森达美港、临港物流项目建设为重点的
临港产业，以中海油海化、中化昌邑石
化、弘润石化为重点的海洋和石油化工
产业，以潍柴大马力发动机为龙头的海
洋装备制造业，以风电、光伏发电为重
点的绿色能源产业，促进蓝色产业快速
发展。二是突出打造特色产业链，实施
“三个千亿”计划，以千亿级的投入，打
造千亿级的产业，培育千亿级的企业，突
出汽车、装备制造、石油化工等 8 大特色
产业，每个产业重点扶持 5 家行业龙头
企业，用 3 年时间实施百亿元投资，推进
链式组合和链条修复，形成长链条、大配
套能力。三是着力建设北部生态，突出抓
好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抓好上游生态保
护、沿途排污治理和下游生态修复，抓
好沿海水网、林网建设和近岸海域修复
与保护，建设生态优化工程。

强化支撑条件，创造发展优势。壮
大高新技术研发基金，三年募集 100 亿
元，重点在北部沿海地区建立大型海洋
技术公共研发平台，依托大企业建立
10 个海洋科技研发平台，在高新区建
设 10 个国家级高新技术研发平台，省
级以上开发区全面建成高新技术孵化
器。着力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
引进和创业环境优化，为加快蓝色高端
产业聚集发展提供支撑。

■坚持“一线三点”工作思路 加快推进强省建设

努力开创蓝色
经济发展新局面

□ 中共潍坊市委书记 张新起
□记 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王 磊 报道

本报济宁 9 月 29 日讯 今天上
午，济宁市委召开常委会议，对市卫
生局局长、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
长两个职位人选进行了无记名投票差
额表决，确定了任职人选。这是济宁
市首次采取“公开差额”方式选拔市
直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9 月
19 日，济宁市委常委会议研究确定，
采取“公开差额”的方式选拔市直有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公开差额”是
指公开空缺职位及职位要求、公开选

任方法及选任程序，实行差额提名、
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
额表决的“两公开五差额”的选任方
式。

为做好这次“公开差额”选任工
作，济宁市委组织部根据《干部任用
条例》的有关规定，依据公开、平
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对人选任职
条件、工作方法步骤和纪律要求等作
出明确规定。

济宁在“公开差额”选任中扩大
了选人范围，围绕两个职位人选在市
委委员、候补委员和其它市级领导班
子成员、县市区党政正职等范围内，

按 1 ： 3 的比例进行了署名“差额提
名”。随后又在市委全委会上进行
“差额推荐”，推荐时介绍了提名人
选基本情况，竞职者逐一演讲陈述，
对提名推荐结果现场汇总、现场公
布，按 1 ： 2 的比例现场确定了考察
对象。在“差额考察”中，考察组到
有关人选所在单位进行了实地考察，
重点考察人选的工作实绩、民意情
况、廉洁自律情况等，并按程序征求
了有关方面的意见，按 1∶2 的比例确
定了提交市委常委会差额表决人选。

9 月 29 日上午，济宁市委召开常
委会议，对两个职位人选进行了无记

名投票“差额表决”。票决前，常委
会对人选进行了充分酝酿讨论，随后
市委常委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当
场公布表决结果，差额表决出市卫生
局局长、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
两个职位的任职人选。

有关专家认为，济宁首次“公开
差额”选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变“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为
“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是深化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选人用人公
信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实现了好中选
优、优中选优，提高了选人用人的准
确性，树立了良好的用人导向。

市委常委差额票决局长人选
济宁首次“公开差额”选拔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

纵观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历程，不
难发现，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同志作出扩大派
遣留学生这一重要战略决策，可以说是
一座最为醒目的里程碑。

“文化大革命”后，全国各条战线
均处在恢复、整顿、发展过程中，教育
战线尤其如此。为加速人才培养、学习
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
验以及其他有益的文化以适应国家四个
现代化建设的需要，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３日，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时任
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
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作出了
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
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
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
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教育部要有
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这一指示着
眼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着眼于民族
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开启了新时期
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
了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其深远
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
术，更重要的是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
先声号角。

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我国出
国留学工作３１年来不断发展，硕果累
累。出国留学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形成
以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为主导、自费出国
留学为主体的出国留学队伍格局。

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底，我国各类出
国留学人员总数达１３９．１５万人，国家公
派出国留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均呈现出繁
荣发展局面。“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
派研究生项目”“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
奖学金”等项目的设立，更为提升留学
人员层次、提高留学工作质量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截至２００８年底，有
７３．５４万人正在国外进行本科、硕士、
博士阶段的学习以及从事博士后研究或
学术访问等。他们分布在世界１００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扩大我国同其他国家科
技、教育、文化、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维护祖国统一、捍卫国家利益和
增强我国软实力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选择学
成回国工作或创业。改革开放以来，先后
有６５．６１万人在国外完成学业，其中回国
人数达３８．９１万人，有５９．３％的留学人员
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他们在促进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部分留学回国人员已成为我
国科技、教育、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领军
人物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生力军。

另外，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管理服
务体系得到了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了从
选拔到派出、留学市场引导与规范、国
外管理与服务、回国就业与创业的全方
位、多层次的服务机构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２９日电）

■新中国档案

邓小平作出
扩大派遣留学生的战略决策

□ 王树理（回族）

我今年 58 岁，从记事起，每一个国
庆节都让我兴高采烈，尤其是每逢十年大
庆的时候，那盛大的场面，热烈的气氛，
至今历历在目。

1959 年 10 月 1 日，是共和国的第一
个十年大庆。那一天，我们村里的大人们
采来松树枝，扎起松门，写上标语，村小
学的老师领着花鼓队，敲着有节奏的鼓点
走街串巷。村民们也都翻箱倒柜地找出只
有过年过节才穿的衣裳，集合在大队的场
院看热闹。那时我只有 8 岁，唱着“叫俺扭
来俺就扭，一扭扭到十八九”的儿歌，在人
缝里钻来钻去。那个年代，许多从旧社会过
来的人，凭着发自内心的感激，热情洋溢
地歌颂领袖毛主席，歌颂我们党。

1 9 6 9 年国庆，一个非常时期的庆
典。那时，我已经是一名解放军战士，长
时间的中苏对峙，已经让人们把准备打仗
的弦绷得紧而又紧。国庆到来之前，多少
有些文化的战士，都学着写诗作词。我写
了一首题为《战士观礼到北京》的新诗，
大伙都说写得不错，鼓励我寄给报社。没
想到，这首诗真的在《河北日报》上登出

来了。
1979 年国庆节，我作为德州地委农

村改貌队队员，正在平原县恩城公社小北
关大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我
们在改貌工作中推行了农业生产责任制。
那个国庆节，我是在和农民一起研究如何
分地的场院屋里度过的。感受那样的场面，
领略农民分得土地后的喜悦心情，的确是
件让人幸福指数急增的快事。而正是这一
年多的改貌，让我赢得了一个连续 10 年从
事政策研究工作的机会。后来，我在翻阅自
己写下的关于农村改革的那些文稿时，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
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1989 年国庆节，我带队在满洲里考
察边境贸易。在满洲里市的精细安排下，
我们特意到边防哨所参观，通过高倍望远
镜，望前苏联的后贝加尔斯特。那时节，
山东老家正是三秋大忙季节，人们还穿着
短袖衬衫。然而，此时的后贝加尔斯特，
却是白雪皑皑，居民足不出户。偶尔可见
的一两个行人，也是皮衣皮帽。就连我们
脚下的满洲里，多数农牧民也躲在家里取
暖了。这让我联想到，世界多么奇妙，祖
国的大地多么辽阔。

1999 年国庆时，我作为山东省民族
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奉命带队到北京参加
国庆 50 周年民族工作成就展。 56 个民族
的兄弟姐妹相聚在北京，品味 50 年来当
家做主人的幸福与自豪，畅谈改革开放给
各族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畅想
未来伟大祖国的美好前景。国庆节那天中
午，我刚吃完饭，突然接到中央领导要到
民族文化宫参观的通知。我们十分激动，
许多同志都穿上崭新的民族服装。下午 3
点，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来到
山东展区，望着我们的一只小尾寒羊标
本，连连点头称赞。我向他汇报了山东省
采取经济帮扶办法，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小
尾寒羊生产的情况。他笑着说：好，好。
山东大汉养的羊也是膘肥体壮。你们要向
全国输送这种优良品种，帮助各民族发展
鲁羊。我们也真的按照李瑞环同志的要
求，很快把小尾寒羊推广到了全国十几个
省份的民族地区。

在新中国成立 6 0 周年到来之际，
我得到了一份幸福指数特别高的美
差：作为山东省国庆彩车领导小组办公
室主任，正在忙活着装扮参加国庆游行的
彩车。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选登

十年大庆的记忆

胜敌克难六十年，伟大

祖国天行健。万寿无疆我祝

福：和平崛起笑宇寰！ (江

焕庆)

缅怀革命先烈，纪念开

国元勋，歌唱伟大的社会主

义新中国！(刘兆全)

60 年的历史，中国精

神将永远镌刻在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泰岱圣)

中国是伟大的！不论地

震、流感都压不倒、摧不垮

中国！中国明天更美好！

(151****5691)

我爱你中国，历经灾

难，砺难愈坚。 ( 1 30****

8665)

网友留言及

读者短信选登 笔者日前从全军军服质量统检活

动中获悉，由我省仙霞服装有限公司

制作的军服，被认定为“全军质量第

一”；国庆受阅方队中部分陆海空武

警将士，将穿着“仙霞牌军服”在天

安门前向世人展示威武军姿。

仙霞已走过 57 个春秋，目前已

拥有近万人的服装生产队伍。多年来

他们高度重视技术研发队伍建设，与

多所科研院所合作，聘请多位国内外

专家，在防电磁辐射材料、特种防静

电纤维材料、超液氨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等方面，已获得 23 项专利成果，

打破了“服装无科技”的传统观念。

仙霞近来又喜讯频传：由其研

发生产的男衬衫，在全国衬衫产品

检验中再次荣获“优等品”；副董

事长李瑛再次当选中国服装协会男

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举办为期三

年的高端人才培训誓师暨签约仪

式，聘任全国顶级服装专家杨一鸣

为指导老师。

仙霞的辉煌成就在服装界引来美

好赞誉。不久前，解放军总后物资油

料部副部长李俊锁将军在仙霞考察后

总结说：“人好！设备好！产品好！

这样的企业我们乐意用！”

(邹山虎)

部分受阅将士将穿着仙霞制作的军服

在天安门前向世人展示威武军姿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郭 炉
本报通讯员 李 伟

在日前举行的淄博首届文博会
上，淄砚公开亮相。有识之士喟然
长叹：很多中华文化艺术瑰宝面临
断档难题，淄砚蒙尘千年尤其如
此，其传承保护和深度开发已是迫
在眉睫。

明珠蒙尘

淄砚历史悠久，仅产于大文豪蒲
松龄的故乡——— 淄川区罗村镇。砚石
出自该镇洞子沟，迄今两千余年，
磨墨写字则闪金星，获誉“金星
石”，石质软硬相兼，利于发墨不
易磨损，古人赞曰“用手抚之，如婴
之背”。

早在宋朝时期，淄砚就与端砚、
歙砚等同被称为名砚。米芾、苏轼等
均用过淄砚且评价极高。司马光编修
《资治通鉴》，宋神宗赏赐淄砚一
方，可谓“淄砚逾于琼瑶，一砚价比
连城”。

宋室南迁导致淄砚一落千丈。淄
砚始于汉，盛于宋亦衰于宋，辽金南
侵，北方战乱不休，持续百余年，淄
砚自此衰落。

劫难重重

淄博砚台厂是当地历史最久的砚
台生产企业。今年 65 岁的负责人李荣
先告诉记者：“很多中华文化艺术瑰
宝面临失传危险，淄砚磕磕绊绊能够
传承至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个中
重重劫难，道不尽淄川人民心里的
痛。”

该厂走过 36 年，历经风雨，几度
关停。 1973 年，罗村镇砚台厂成立，
接到出口日本 2 万方学生用普通砚台
“狗舌头”订单，砚台发到港口，日
方验货，用一个模子卡，多数被拒
收，殊不知砚台因石而造，纯系手工
制作，规格难以统一，在日方的严苛
要求下，砚台厂无力维持生产，只得
停产一年。稍后，砚台雕龙列入“四
旧”范畴，砚台厂再度关停，一关就
是十年。 1986 年，罗村镇砚台厂更名
为淄博砚台厂，生产恢复正常，李荣
先本想挽起袖子大干一场，扛起振兴
淄砚的大旗，然而“白要的比来买的
多”， 1995 年被迫再度停产，至今仍
有 10 余万元的“白条”无法收回。
2003 年复产后，只有 20 余名员工维持
惨淡经营。

当前难题

记者采访发现，历经磨难的淄砚
要想重返辉煌，其传承与发展之路面
临诸多难题。

首当其冲的是砚石日渐稀少。淄
博砚台厂现在用的是李荣先早年藏下
来的石头，顶多能撑四五年。砚石怕
“受惊”，只适宜手工开采，然而现
在竟然还有人在山上放炮取石，石头
内部“惊”出细小的裂纹，采出来的
石头已不适宜精雕细刻。另外，砚石
仅产自罗村镇洞子沟，洞里已纵深挖
进 1 公里长，储量越采越少。

工艺人才奇缺是个明显的瓶颈。
制砚的人在当地就是个“石匠”，而
不是受人尊敬的工艺美术大师。刻砚
又脏又累，弄得一身泥和水，老的干
不动，少的不愿干，李荣先的两个儿

子就都不会制砚。如今淄博砚台厂员
工年龄最大的 86 岁，最小的也 30 多
岁，学历全部高中以下，这对淄砚的传
承尤其是发扬光大成了致命的难题。

从产业竞争力角度透视淄砚发展
现状，企业规模和品牌意识无疑是两
大制约因素。规模小就形不成影响
力。整个罗村镇十几家淄砚生产企
业，刻砚者不足百人。

寄望申遗

有识之士已经开始用现代理念抢
救淄砚品牌。罗村镇大桥村的许立荣
2005 年注册“淄砚斋”商标，开始有
意识地树立淄砚品牌。 8 月 28 日，他
筹资成立淄砚斋艺术馆，收集上千块
淄砚珍品，向社会各界免费展示。

砚石功在研墨，传统制砚重在实
用，而现代人藏砚多是关注其观赏性

和装饰性。许立荣顺应时代潮流自主
开发的“随形砚”，在当地已经颇具
知名度，其淄砚产品作为独具风格的
艺术珍品，已连续摘得“全国优秀工
艺美术作品奖”、“中国民族文化优
秀品牌”两项桂冠。

令人欣喜的是，国家对传承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日渐重视，这让许立
荣看到了重振淄砚声威的契机。由淄
砚斋牵头申报的“淄砚手工制作技
艺”已经列入淄博市第二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此后淄砚斋两次申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均未得到批准。
寄望用申遗提升淄砚知名度和影响力
的许立荣决定再次申请。许立荣建
议：“单靠一家淄砚斋担不起让淄砚
重放光彩的重任，尚需各界从人才培
养、石料控制、政府重视、品牌塑
造、规模扩张等多个方面共同发力，
形成合力推动的局面。”

淄砚，蒙尘千年亟待重放光彩

□张环泽 苏兴洲 报道

塔吊断臂，消防官兵紧急营救被困工人
9 月 27 日 8 时 38 分，枣庄市峄城区消防大队接到群众报警：峄城区古邵镇古邵中学附近一建筑工地，因正在作业

的塔吊臂突然断裂，一名作业工人受伤昏倒，被困于 16 米高的塔吊操作室，情况危急。消防官兵利用扩张器对操作室
进行扩张，经过 30 分钟的紧张救援，成功将其救出并送至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