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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天牵手山大 全方位合作

随着全市新旧动能转换深
入推进，“优存量 扩增量”两篇
文章齐发力，传统产业焕新突
围，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淄博市
产业结构正在加速优化。导致
这一变化的因素很多，而科技创
新无疑是关键变量。区位优势
不明显，但产业优势突出；本土
人才储备不足，但求贤若渴。在
科教创新赋能春风中，招才引智
政策次第出台，近者悦远者来的

“人才生态”，为产业土壤带来新
的能量。

今年以来，为提升人才短
板，淄博市科技局深入推进“名
城名校合作行”系列活动。

5月27日，淄博市委常委、副
市长李新胜带队到访山东大学，
举办“校地深化合作对接交流
会”，达成合作意向。

5天后，首场“山东大学—淄
博校地合作项目推介会”举办，
组建山东大学服务淄博“新医
药”产业赋能团，启动“山东大学
服务淄博产业赋能”行动，为企
业把脉、为产业赋能。

6月7日，时任山东大学党委
副书记、校长樊丽明一行来淄举
行校地签约活动。双方签订了

“校城融合”《框架协议》和共建
山东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淄博
园区《合作框架协议》，同时围绕
实施“青鸟计划”、技术转移、健
康医疗、基础教育、数字经济等
领域签订了合作或共建协议。

12天牵手山东大学签订校

城融合框架协议，淄博市与山东
大学全方位务实合作、各领域深
入交流的工作局面迅速形成。
山东大学的优质成果链和人才
链，与淄博的产业链和需求链相
匹配，全方位合作实现了产业与
人才的“双向奔赴”。

健全校地合作机制
“外脑”赋智常态化

与山东大学的合作，成为淄
博市积极借智借力，进行校地合
作的缩影。

4月26日至28日，淄博市科
技局在武汉与华中科技大学举
办对接交流洽谈会，各项合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拟建“华中科技
大学淄博研究院”进入实质性推
进阶段，与武汉光电研究中心共
建校企联合研发中心具备合作
条件，双方就科技成果转化、“科
技副总”选聘达成共识，为进一
步推进校地深度合作奠定了良
好基础。

为解决产业技术难题，补齐
智能装备产业领域人才短板，6
月11日，淄博市委组织部、淄博
市科技局联合带领25家龙头骨
干企业将产业项目对接洽谈会
开到哈尔滨。5位专家进行技术
成果现场“发榜”，5家企业进行
技术难题现场“发榜”，现场对接
技术难题和人才需求20余项，哈

工大4位专家被淄博企业聘为
“科技副总”。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学院马军
教授作专题报告，并与淄博格瑞
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签署项目
合作协议，共建“哈威研究院淄
博分院”“技术预研和研究生联
合培养中心”等合作项目也同步
签约。

基于良好合作基础，名城、
名校正在成为淄博市一块块“科
技飞地”，为淄博发展加力赋能，
为产业升级提供智力支撑，为未
来发展搭建人才阶梯。

一系列合作背后，是校地融
合机制的成熟和完善。

张明光说，淄博市科技局建
立产学研活动备案机制，鼓励区
县、驻淄高校、技术转移服务机
构、重点企业积极策划产学研活
动。对于活动成果建立动态管
理机制，在校地合作层面，以“专
班+清单”模式对各领域合作项
目予以统筹推进；在校企合作层
面，市区（县）两级科技部门进行
跟踪服务，协调解决项目合作中
的困难和问题，推动项目加快落
地生效。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
工作和全市重点产业需求，全方
位、多角度策划产学研对接活
动，突出精准定位工作机制。

打造校地合作“点面结合”
工作机制。在校企合作方面，通
过活动开展技术难题“揭榜挂

帅”，搭建校企合作对接交流平
台；在柔性引才方面，通过活动
支持企业选聘“科技副总”，高效
链接人才资源，实现企业与专家
点对点柔性合作；在服务产业方
面，支持合作高校向淄博市派出
产业专家团，开展产业赋能行
动，将专家与企业的“点对点”服
务，升级为全产业链服务。

链接未来
打通区域科技合作路径

随着淄博科技“朋友圈”持
续扩大，校城融合扩面增容，科
技部门持续“直播推介”，带来了
流量和关注。

今年下半年，淄博市科技局
将视疫情变化提档升级“新材料
博览会暨论坛”活动。结合黄河
流域国家战略，引入中科院“双
百工程”，组织专家调研、新材料
产业对接、建立开放平台等系列
活动，集中展示全市科技创新成
就及新材料产业发展全景。

策划实施好“名校行”对接
活动。做强驻淄高校“校城融
合”发展优势，深入挖掘淄博市
与市内外高校合作基础，策划更
多高校专场对接活动。在揭榜
挂帅、科技成果转化、科技副总
聘任、研发平台建设等方面产出
一批亮点性合作项目，促成一批
校企合作项目。

策划实施好“济青城市行”
对接活动。重点围绕驻济驻青
高校院所、高端创新平台资源，
策划组织好区域专场对接活动，
链接好校地校企合作资源，打通
区域科技合作路径。

策划实施好国际科技交流
对接活动。策划举办“鲁港科技
合作大会”，聚焦香港、山东两地
的技术、人才与产业优势，推动
鲁港科技和人才深度合作，链接
淄博市与香港的科技合作资源，
打造山东省对港合作前沿阵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银峰 蒲忠宁 通讯
员 甘宁 王刚

淄博6月30日讯 第十三
届淄博市文学艺术优秀作品推
荐选拔展示活动开始，将选拔
100件优秀作品集中展示；淄博
市已签约2批作家、16人次，今
年市文联将实施第三批市签约
作家评聘工作……6月30日，淄
博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开
新局 走在前”主题系列新闻
发布会第四场，邀请淄博市文
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席吕德民，组联部主任王
亮向社会发布文学艺术精品创
作品质提升工作情况并回答
提问。

今年是淄博转型跨越发展

的品质提升年，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布局“九大赋能”的发展赛
道，提出实施文艺精品“两创双
百”高峰计划，深化文化赋能，
打造文化繁荣的现代化新淄
博，为全市人民提供更多优秀
精神文化产品。市文联坚持以
品质引领发展，围绕深化文化
赋能，着力打造以文艺精品创
作品质提升为核心的“党建引
领·艺心向党”“文联万家·艺齐
来”文艺志愿服务、“文艺齐军”
队伍建设等“五大品质提升工
程”。

淄博市文联以人才建设为
重点，为文艺精品创作品质提

升提供智力支撑。自2016年开
始实施签约作家制度以来，淄
博市在实施时间和扶持力度上
都走在了全省前列。按照《签
约作家管理办法》，作家在完成
创作任务的前提下，每月可获
得2000元的生活补贴及每年1
万至2万元的创作奖励。2016
年至2021年，淄博市共签约2
批作家，16人次。6年来，签约
作家共出版长篇作品、诗集等
17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
表中短篇小说、评论文章、散文
诗歌等500余篇，荣获山东省泰
山文艺奖等省级以上奖项40余
项。魏思孝、郝炜华等年轻签

约作家已成为“文艺齐军”的中
坚力量。今年，淄博市文联将
实施第三批市签约作家的评聘
工作，目前已完成前期申报和
推荐。

市文联把文艺精品创作同
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紧密结
合，组织开展“寻找文艺符号·
品味五好淄博”主题创作和第
十三届淄博市文学艺术优秀作
品推荐选拔展示。目前，第十
三届淄博市文学艺术优秀作品
推荐选拔展示活动已启动。

淄博文学艺术优秀作品推
荐选拔展示原名为淄博文学艺
术奖，是淄博市文学艺术作品

最高奖项，涉及文学、美术、书
法、摄影、音乐、舞蹈、电影电视
等各艺术门类，每2年举办一
次。今年，第十三届淄博市文
学艺术优秀作品推荐选拔展示
活动将在16个艺术门类里选拔
出100件优秀文艺作品并做好
集中展示工作，目前活动方案
和细则已通过市文联公众号向
社会公布，广大文艺工作者和
文艺爱好者可积极关注和
参与。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通讯员 卢
锦桥

打造“科技飞地”构建产业迭代人才阶梯
淄博对接名城牵手名校 达成合作意向40个

淄博今年实施第三批市签约作家评聘
签约作家每年最高可获2万元创作奖励

“围绕产业所需、企
业所需，面向重点城市、
重点高校院所，策划‘名
城名校合作行’系列活
动，就是要有效链接重
点城市、知名高校的产
业资源、科技资源、人才
资源为我所用。”6月30
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
组织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淄博市科技局党组
成员、副局长张明光一
语道破“名城名校合作
行”的目标。

今年上半年，组织5
场综合性对接活动，参
加企业100余家，征集企
业技术难题“定向发榜”
100余项，精选发布科技
成果200余项，达成合作
意向40个，现场签约合
作项目15个，聘任“科技
副总”10余人，针对淄博
产业和人才短板进行补
齐，走出了“名城名校合
作行”的新路径，为全市
产业迭代升级构建起科
技和人才支撑。

哈工大—淄博市智能装备产业项目对接洽谈会现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