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张义霞
本报通讯员 刘国伟

5月30日—31日，“赢在沂蒙”中国（郯城）
大学生新动能创新创业大赛在郯城县成功举
办。通过此赛事，48个人才带项目现场签约，
包括博士15人，硕士22人，目前这些项目已全
部落地。

当下各地正掀起人才争夺战，郯城县积
极探索，出台人才新政“郯十条”，着力搭建平
台载体，营造良好人才生态，创造了高层次人
才引进、培养的“郯城配方”。

只要一交流 来了不想走

类似“赢在沂蒙”大学生新动能创新创业
大赛这样的大型人才交流活动，近年来在郯
城已成为常态。截至目前，郯城已连续三年举
办国际核医学与分子影像高峰论坛，连续举
办两届中美核医学学院论坛，引进了一批高
层次人才、好项目。今年9月还将举办第三届

中美核医学学院论坛。
今年4月28日，俄罗斯联邦农业部专家一

行8人来郯城考察，双方签订了《中国（郯城）
与俄罗斯人才框架合作协议》。部分专家与郯
城县御园家庭农场、美时莲食品有限公司等
企业签订了初步合作协议。

“只要一交流，来了不想走！”“赢在沂蒙”
大赛组委会主任，郯城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苗
运全向记者表示，郯城县不沿边不靠海，没有
大都市的自然吸引力，在人才大战中必须棋
高一着才能占得先机，基本思路就是“以政策
引人才、以平台聚人才、以服务留人才”。

在郯城，“朋友圈”聚才的故事也非常精
彩。“有3个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博
士团队，赛后即表示将进驻郯城高科技电子
产业园。他们经已在郯城创业的窦少彬博士
介绍而来，而窦博士又是2年前由在郯城创业
的师兄刘继国博士引荐而来。这3个团队进驻
后，仅从合肥方向来创业的博士已有6人。这
是郯城县以人才引人才现象的一个缩影。”郯
城县人才办副主任周彬告诉记者。

据了解，正在郯城创业的人才中，有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7人，“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及
相当层次的人才4人，博士25人。人才集聚“马
太效应”凸显，打开了郯城引进高层次人才的
新天地，在高层次人才“圈子”中，打响了郯城
引才口碑。

出台人才新政“郯十条”

“新公司办证、医疗体检、运动健身、子女入
学都可通过一张‘金郯卡’轻松解决。”据郯城县
委组织部副部长许胜介绍，引进人才还需要把
人才留住，针对落户郯城的高层次人才，郯城推
出“金郯卡”，为落户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

据了解，围绕服务高层次人才落户，郯城
县制定出台了《郯城县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
实施办法》即“郯十条”。“这是郯城史上模式
最新、力度最大、政策最优的高端人才引进和
培育工程。”许胜说。

据介绍，该人才新政相比该县以往的人才
政策，在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创业扶持、生
活保障等方面有诸多创新，如设立5000万元产
业发展引导基金，编列每年不低于1000万元的
人才工作专项经费。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
最高300万元创业启动资金或100万元创新扶持
资金，设立创业孵化基金，对郯城县急需紧缺、
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人才项目进行“一事
一议”，政策扶持上不封顶。

“郯十条”还规定，郯城县各部门要对项
目落地提供“一站式”“保姆式”服务，设立绿
色通道，专人负责代办公司注册等手续。

搭建平台助力动能转换

要留住人才，还必须有供人才施展的平
台。郯城着力打造高端产业聚集区，目前已规
划建设了省级郯城经济开发区、高科技电子
产业园、医药产业园“一区两园”，实施一系列
优惠政策，如为进驻园区企业统一代办立项、
工商注册、环评等相关手续；设立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对项目进行股权投资、贷款贴息，提
供过桥资金等服务。

去年4月，以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王广欣
为首的研发团队落地高科技电子产业园，致力
于复合软质材料和3D打印材料医学模型的研
发生产，产品多项技术和功能达到国内一流水
平，成为新的医学模型行业标准引领者。公司
成立仅一年多，销售额已达到1300余万元。

海归博士刘继国在产业园区创办山东麦
德盈华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正电子断层扫
描仪可用于癌症早期筛查，通过了业内专家
技术鉴定，综合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
了国内空白。

人才带来团队，团队带动产业。在这批领
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的引领下，依托“一区两
园”平台，郯城化学化工、电子信息、机械制
造、医养健康、现代农业等一批高端项目迅速
崛起，新旧动能转换脚步加快。“预计到2020
年，园区落户企业不低于200家，实现产值100
亿元以上。”郯城高科技电子产业园管理办公
室主任岳志强说。

一场赛事引来15位博士带项目落户，人才大战何以“棋高一着”———

高层次人才引进的“郯城配方”

□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通讯员 李维江
本报五莲讯 在五莲县高泽镇，卫生院

与敬老院一前一后紧密相邻，共用一道院墙。
自2005年敬老院始建算起，它们已经做了十
几年的“邻居”。两处人员走动，还需绕远折
回。而在6月6日，这道院墙已经被推倒，取而
代之的是平时敞开的大门。

这堵“有形之墙”拆了，横亘在两院之间
的“体制之墙”也被同时拆除。高泽镇卫生院
办公室主任秦晓伟介绍，敬老院已被纳入卫
生院的管理范围，“两院”合一，统筹运行。“做
了这么多年的邻居，现在成了一家人。”

“两院”一体，受益的是居住在敬老院的17
名五保老人。他们中，失能的有3人，行动不便的
有7人，长年吃药、打针的有5人，身体素质普遍

较差。76岁的王喜义患脑梗已有两年，腰腿疼痛
不时发作。在以前，卫生院的医生需要绕个圈，
将老人抬到前院病房才能给老人进行治疗。而
现在，老人只需按下床头的呼叫系统，医生便可
立即赶到。床顶还设有输液架等医疗设备，普通
治疗在老人的床上就能开展。

“‘养老治病一张床’在这里完全能够实
现。”秦晓伟介绍，“平时的养老床位，就是病
时的治病床位。”今年2月，五莲县以获评全省
医养结合示范先行县为契机，在加快建设五
莲县康复医院的基础上，整合生态资源、医疗
资源、养老资源，积极探索县乡村三级医养融
合发展模式。高泽镇的“两院合一”便是对乡
级医养融合发展模式的探索。除此之外，五莲
县鼓励乡镇在养老机构中设医、在医疗机构
中设养，支持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开展

多种形式的合作。
比“两院合一”更进一步的是，22名失能、

半失能老人直接住进了五莲县康复医院养
老。让失能、半失能老人住进医院养老，是五
莲县对县级医养融合发展模式的探索。重点
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五莲县康复医院提供
24小时医疗专护，基本能满足县内及周边康
复医疗人群的需求，为供养老人提供便捷的
康医养服务。后续，五莲县康复医院将整体托
管紧邻的县养老中心洪凝街道敬老院和县残
疾人托养服务中心。

五莲县医养融合发展模式继续向下延
伸。6月7日上午，在洪凝街道红泥崖村，85岁
高龄的孤寡老人陈为平，来到刚建好不久的

“健康小屋”。在这里，电脑中频治疗仪、磁振
热治疗仪、艾灸慰仪等健康理疗仪器一应俱

全。在农村，五莲县在开展“互助养老”解决贫
困失能半失能老人生活困难的同时，把康复
元素添加到养老服务中，建设健康小屋，配备
乡村医生和专业康复设备，村民不用出村就
能享受到康复治疗服务。在城区，五莲将推动
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有条件的小区物业公
司设立卫生室，为社区养老提供医疗服务。据
了解，该县规划于五年内建设120余个“健康
小屋”，覆盖城乡居民15万余人。

目前，五莲县已制定出台《五莲县医养结
合实施方案》《创建医养结合示范县的实施意
见》，将逐步构建“居家为基础、机构为补充、
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多元化健康养老服务
体系，并将利用当地山清水秀、气候宜人的生
态优势及旅游产业优势，全面打响“山水禅
心、康养五莲”品牌。

养老治病一张床
五莲探索县乡村三级医养融合发展模式

□张聪聪 报道
6月21日，在利津经济开发区，大东联石油装备有限公

司机车间内，检验员正对封隔器零部件进行检验。该开发区
聚焦建设利津“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围绕石化产业建链、
补链、强链，引进了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多个链上关键
节点优势项目，实现产业集群高质态发展。

□胡岩 倪洪福 报道
本报乳山讯 乳山西苑学校挖掘红色资源蕴含的丰富

思想内涵，对学生进行丰富多彩的红色教育，对于促进学生
自小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萌生高尚的道德理想信念
意义深远。

该校积极依托校本课题研究来实施红色教育，创编《为
了心中那一抹红》红色校本教材。教材以乳山红色乳娘、马
石山十勇士、胶东公学等当地红色资源和当代“齐鲁时代楷
模”乳山干警王伟的事迹为基础脉线，串接革命儿童英雄、
经典革命事迹编撰辑书，通过引入增进学生兴趣的声、图、
影的多媒体媒介进行校本教学，让学生接受红色革命事迹
的熏染，陶冶情操，增树爱家报国的远大理想。

结合清明、国庆等传统节日，学校分年级按计划分批次
组织学生到“马石山十勇士革命纪念馆”“乳娘红色教育基
地”“冯德英纪念馆”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现场聆听乳娘感
人事迹，深入了解红色革命作家“三花”精品著作描写的朴
素革命者成长的心路历程，令学生于无形中感受到和平昌
盛年代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蔡东亮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11日，长篇报告文学《黑与红》首发式

暨研讨会在淄矿集团公司举办，来自省内外文学艺术界作
家、评论家近20人出席。当日，“红色文化创研中心”暨“山东
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红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
淄博煤矿博物馆举行。

《黑与红》是一部描写淄博煤城历史岁月的纪实性报告
文学，作者蒋新通过深入淄博矿区实地考察、采访，结合历
史文献的佐证，清晰而详尽地记述了那段煤城的燃烧岁月。
淄矿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张明毅说，淄博矿区是
我党最早开展工人运动和党的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山东
第一个煤矿工会组织和淄博地区第一个党组织都诞生在这
里，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和作风在这片热土上不断
发扬光大。百年淄矿奋斗史、建企64年发展史，是淄博工业
发展的生动缩影和真实写照。

红色文化创研中心
在淄矿揭牌

活用红色资源
营造育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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