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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24日讯 1月
22日，山东省考试院举行
2021年美术类、书法类统
考网上评卷媒体开放日活
动。记者从开放日活动了
解到，山东省2021年普通
高校招生美术类、书法类
专业统一考试于1月10日
结束，全省美术类考生共
51 9 5 6人，比去年减少
2700人，书法类考生5137
人，比去年增加937人。答
卷拍照、评卷工作自1月11
日开始。1月31日公布考
试成绩和本专科专业合格
线。届时，考生可通过省
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查询
成绩。

今年是我省书法类专

业首次实行省级统考，采
用网上评卷，美术类专业
省级统考也首次实行网上
评卷。记者从山东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今年
美术类统考的素描、色彩、
速写三科考卷，能全面考
查考生的综合能力和应对
能力，较为完整客观地体
现了美术招生考试的基本
要求。综合来看，试题的
难度较往年有所增加，对
考生的美术综合素质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考生想得
高分并不容易。

书法类统考包括临摹
和创作两个科目。统考和
联考的内容和方式保持稳
定和连续性，但较往年联

考内容更加丰富、考查的
知识面更加广泛，对考生
的综合能力要求更高。

综合来看，书法类统
考科目的难度较往年联考
有所增加，尤其是临摹部
分采用的是楷书、隶书两
种书体的对临方式，能充
分地考查考生平时的功力
积累及临场应变能力，在
这一环节不同档次的考生
试卷尤其有着较大差异；
另外，创作部分考题是楷
书及楷书之外的任一书体
创作，这样对考生在平时
训练的深度和广度上又有
了比较高的要求。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曲心健

淄博市疾控中心疫情防控流调专家组：

疾控侦探 防疫尖兵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化身
福尔摩斯，凭借专业敏锐
性在海量的人员信息中
寻找疾病的蛛丝马迹，梳
理每一例确诊病例的行
踪，确定感染源头，锁定
密切接触者、落实医学观
察，确定疫点；每一例病
例他们都要到达现场，面
对面进行现场流行病学
调查，撰写流调报告。他
们是淄博市疾控中心疫
情防控流调专家组（成
员：崔峰、王玲、曹海霞、
张云霄、张艳、张玲、胡浩
东、孙涛等同志），他们负
责淄博市传染病疫情报
告和突发急性传染病的
调查和处置工作，是淄博
市新冠肺炎疫情报告、调

查处置的核心指导机构。
疫情防控期间，他们

指导流调36次，撰写梳理
调查报告70余份，处理反
馈协查函586份，梳理重
点人群2200余人，累计追
踪密切接触者916人、密
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

240人、一般接触者43人，
追踪管理境外密切接触
者237人，未发生因人员
追踪不到位导致的传播
蔓延，确保密切接触者追
踪管理“零疏漏”。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任灵芝

朱俊科，男，1977年7
月生，无党派，山东理工
大学特聘教授，淄博禾丰
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2001
年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
乡、扎根基层，致力于小
麦作物育种工作，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

10年来，他参选国审
小麦品种3个、省审14个，
国审玉米品种1个、省审4
个；根据全国农技推广中
心发布的公告，朱俊科参
与育成的新品种年推广
面积超过1000万亩，居山
东省第二位、全国第四
位；多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5000多万亩，增产粮食
30多亿公斤，为农民增收
60多亿元，为国家的粮食

安全作出贡献。
朱俊科坚持科技创

新、科普惠民，积极发挥
“三长”作用服务乡村振
兴，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在三农战线上留下了一
串串闪光的足迹。朱俊
科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领

军人才、国家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
范、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带
头人、齐鲁最美科技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
体中心记者 任灵芝

淄博禾丰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朱俊科：

扎根基层 科技育种

新医药产业：

鼓励研发创新
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资助3000万元

电子信息产业：

补助、扶持、奖励最高达1000万元

美术类、书法类统考1月31日公布成绩和专业合格线

我省美术类高考生比去年减少2700人

扫描“鲁
中晨报”APP
二维码查看
更多专题内
容

淄博1月24日讯 1月22日，
淄博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四强”产业“一业一
策”有关政策。其中，《关于促进新
医药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包
括18条政策措施，主要的新政策
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化学药创新药、生物制品创
新药、中药创新药，完成Ⅰ期、Ⅱ
期、Ⅲ期临床试验研究的，按实际
投入研发费用的20%分别给予最
高不超过200万元、350万元、650
万元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资助最高
不超过3000万元。

对新取得三类医疗器械注册
证书产品的，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
的20%给予资助，单个企业每年资
助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对取得仿制药药品注册批准
证书的，按实际投入研发费用的

20%给予资助，每个品种最高给予
200万元一次性奖励，单个企业每
年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对建设医药合同研发机构
(CRO)、医药合同外包生产机构
(CMO)、医药合同定制研发生产机
构(CDMO)等产业应用基础平台
等，按照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额的
20%给予资助，最高不超过1000
万元。

对取得国家药物非临床研究
质量管理规范(GLP)认证的企业
(机构)，给予最高300万元资助。

对企业完成境外收购项目发
生的评估、审计、法律顾问等前期
费用进行一次性补助，单个项目最
高补助300万元，单个企业最高不
超过500万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渤海

淄博1月24日讯 1月22日，
淄博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四强”产业“一业一
策”有关政策。其中，《关于促进电
子信息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
包括15条政策措施，主要的新政
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2019年起新注册的企业，3
年内以其新增市级地方财政贡献
的60%、50%、40%给予支持，每年
每个企业不超过200万元。

对电子信息产业项目，按照第
三方机构审核的实际设备（软件）
投资额的1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
过1000万元。

支持产业定位明确、主导产业
突出的电子信息产业园建设，对聚
集10家以上企业、拥有1家以上龙
头企业，且当年新增企业数量达到
5家以上的，给予1000万元扶持

资金。
对上年度营业收入5000万元

以上、近两年每年增长率30%以上
的优质企业，以直接股权投资的方
式最高给予3000万元、占股比例
不超过20%、年限不超过10年的
扶持。

对并购市外电子信息产业项
目且并购规模在1亿元以上、10亿
元以下的淄博市电子信息企业，按
并购金额的2%给予奖励，最高不
超过1000万元。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孙渤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