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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1月30日讯 近日，首
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
发布《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
告（2023)》（简称《报告》)。

《报告》显示，2023年度中
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
前20位的城市依次是北京市、
深圳市、上海市、苏州市、杭州
市、南京市、广州市、天津市、武
汉市、合肥市、西安市、青岛市、
珠海市、成都市、长沙市、无锡
市、芜湖市、佛山市、宁波市、厦
门市。从年度排名波动情况来
看，前20位城市中，芜湖市、青
岛市、佛山市、苏州市、宁波市5
座城市表现亮眼，分别跃升11
位、7位、6位、3位、3位。

2023年度中国城市科技创
新发展指数排名前100位城市
中，山东共有9座入选，分别是：
青岛市（12）、济南市（22）、烟台
市（32）、威海市（34）、东营市
（45）、淄 博 市（47）、潍 坊 市
（55）、日 照 市（70）、济 宁 市
（100）。

此外，《报告》发布的19个
城市群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
依次为：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
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
岛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粤
闽浙沿海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
群、滇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
呼包鄂榆城市群、辽中南城市
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关中平

原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哈长
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黔中城市
群、山西中部城市群、宁夏沿黄
城市群。

《报告》构建了“中国城市
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指标体系”，
对中国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评估，全景
揭示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特
征及趋势，全面刻画中国城市创
新地理，聚焦以均衡促创新主题
提出思考和建议。

《报告》提出了中国城市科
技创新的3个态势与特征：一是
大国诸城，系统优势。我国以科
技创新中心引领发展，系统创新
优势显著；不同创新群落各有特

色，珠三角城市群勇立潮头；新
型举国体制优势显著，集中力量
办大事成效明显。二是空间差
异，百舸争流。不同省域间科技
创新差异显著，四大直辖市引领
优势明显；不同规模、不同级别
城市创新差异显著；城市创新短
板与优势并存，部分城市单项指
标排名全国前列；各地充分发挥
各自优势，整体呈现“你追我
赶”良性竞争态势。三是任重道
远，筚路蓝缕。主要面临原始创
新能力提升、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科技人才队伍供给的三大
挑战。

中国城市科创发展指数 淄博排名47
山东9城上榜百强

淄博多部门
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淄博1月30日讯 春节临
近，能否顺利结清工资事关农民
工切身利益。记者获悉，淄博市
多部门正在开展2024年春节前
拖欠农民工工资联合集中接访
活动，旨在不断畅通农民工欠薪
维权渠道，维护农民工劳动报酬
权益。

大众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文思 通讯员 岳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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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尝天南海北美食 体验非遗手作

在海月龙宫“沉浸式”赶年集
要说年味最浓，最好吃、最

好玩的地方，莫过于年集了。
1月27日，随着2024春节山

东乡村文化旅游节“海月龙宫供
销年货大集”鸣锣开集，海月龙
宫换上了龙年新春“限定皮肤”，
变身年货大集。

在年货大集，能看到什么

“吃了年糕，来年步步高！”
“砂糖橘，先尝后买，不甜不要
钱！”1月28日，恰逢周日，前来赶
集囤年货的人络绎不绝，摊主们
忙得不可开交，东西两区此起彼
伏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让人
应接不暇。

东区汇聚了炸货、熟食、面
食、糕点、零食、炒货、干果、花
卉、灯笼春联等，还有琉璃制作、
捏糖人、泥塑等非遗手作。西区
则主打新鲜食材及加工食品，涵
盖瓜果蔬菜、猪牛羊肉、香肠、海
鲜、酒水、茶叶等。

仔细逛逛，发现这里不仅有
周村烧饼、博山香肠、沂源红苹
果、马踏湖金丝鸭蛋、得益牛奶
等“淄博好品”，更有潍坊萝卜、

青岛脂渣、赣南脐橙、云南彩椒
等一众来自天南海北的美食。

美食之外，金光灿灿的福
字，立体精致的拉花纸龙……百
货区内喜气洋洋；娇艳的杜鹃、
精致的盆景……花卉区弥漫着
浓郁花香，一派春意盎然；精致
的稷下木雕工艺品，活灵活现的
淄博棕编，让大人孩子们看得不
亦乐乎。

年轻人爱上这份“乡土气”

赶大集，买年货。不仅老一
辈人爱逛，海月龙宫年货大集上
的年轻面孔也不少。

摊连着摊、人挤着人，冰糖
葫芦、爆米花、烤地瓜、大花袄，
这里不仅保留了儿时记忆里传
统大集的原汁原味，更是一种带
有文化性质的“新新大集”，汉
服、糖人、泥塑、剪纸、对联……
手艺人们现场展示和传授技艺，
引得大家纷纷拍照打卡，已然成
为备受年轻人青睐的一场大集
party。

“今年是龙年，我要一个龙
的！”“我要蝴蝶造型的！”高青花

沟民间艺人耿曰豪的糖画摊前，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驻足。

“小伙子毛笔字写得真不错
啊！”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专业
的郭蔚学和朋友起了个大早，来
到这里支上了自己的书法小摊，
引来很多顾客。除了黑字红纸
的传统对联，各种新式对联更是
创意满满。“趁着寒假，我们来大
集摆摊卖春联，感觉挺有意思
的，手写春联也是传承年俗嘛。”
郭蔚学笑呵呵地说。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占
领”集市，年货大集带来了新的
消费选择和文化体验。

真诚实在是永远的“必杀技”

海月龙宫首届年货大集，共
设置了597个摊位，24个大类产
品，占地70亩，可同时容纳两
万人。

位于东区的大集客服中心
内的货架上，摆放着各类常见药
品和便民工具；大集上，人们排
着队接着一杯杯热乎乎的免费
姜茶；摆渡车上，志愿者正帮顾
客将购置的年货运送至停车场；

现场设置的顺丰快递站点内，快
递小哥熟练打包着包装盒；园区
的检测室内，工作人员对现场的
食品进行实时检测，确保消费者
吃得放心……

据海月龙宫物流港执行副
总梁栋介绍，在诚信经营方面，
他们与商户签署《食品安全协
议》《诚信经营十大公约》等保证
书；在大集现场设立消费者维权
服务中心，启用“先行赔付”机
制，1分钟到达现场，10分钟了解
情况，3分钟赔付完毕；放置公平
秤，供消费者使用，杜绝“鬼秤”，
明码标价。

岁末年关，不妨来一场“沉
浸式”大集walk，去看看那些真
实有趣、治愈动人的集市故事，
去感受这份独属于春节前夕的
热闹生活和浓浓的乡情乡韵。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雨桐

淄博首宗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挂牌成交

淄博1月30日讯 近日，沂
源县鲁村四村一宗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在淄博市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215万元挂
牌成交。这是自然资源部启动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工作以来，淄博市首宗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成功入市交
易，标志着淄博市深化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
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成功。

为保证入市试点工作稳妥
有序开展，确保该地块的顺利挂
牌出让，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沂源分中心积极主动和沂源
县自然资源局联系，协调互动，
在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自
然资源交易科指导下，完成了竞
买保证金缴纳、划转的系统测
试，并协助沂源县自然资源局编
制《沂源县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公告等工作，确保了该地块的
顺利挂牌成交。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王莉莉 通讯员 孙靖

省气象台发布
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内陆大风蓝色预警

淄博1月30日讯 今天，山
东省气象台发布道路结冰黄色
预警、内陆大风蓝色预警，1月31
日到2月1日，淄博南部等地区将
有积雪和道路结冰，另外北风
较大。

上午11点，山东省气象台发
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受西南暖
湿气流和较强冷空气共同影响，
预计1月31日下午至2月1日上
午，我省自南向北有一次明显降
雪过程。

11点，省气象台还发布内陆
大风蓝色预警：预计1月31日凌
晨到2月1日白天，北风，滨州、东
营、潍坊、日照、内陆湖面和半岛
地区6～7级阵风8～9级，其他
内陆地区5～6级阵风7～8级。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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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690名“家庭医生”入户化解就医难

1月29日上午，背上医药箱，
带齐药品，韩跟玲驱车奔向目的
地，轻车熟路的她，一路上几乎
未耽搁太多时间。

到达目的地，韩跟玲一边为
卧床的老人更换导尿管并清理
压疮伤口，一边嘱咐家属日常护
理及注意事项。暖心的问候和
娴熟的操作，让老人的家人深受
感动。

韩跟玲是淄博市博山区博
山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家庭医
生”，她此次的服务对象，是辖区
朱东村一名患脑梗长期卧床的
老人。在没有“家庭医生”上门
之前，老人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换
尿管、胃管，不仅每次要麻烦邻
居，还得花钱租用专门的转

运车。
眼下，说起“家庭医生”带来

的方便，卧床老人的老伴丁阿姨
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足不出户
就能解决这一堆问题，你们很难
想象，有医生上门服务，对我来
说有多么重要。”

2024年以来，博山区卫生健
康局围绕解决群众看病就医的
急难愁盼问题，展开了一系列工
作，“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其实
只是众多服务中的“冰山一角”。

“我们通过统一布局建立工
作台账等方式，精准掌握特殊困
难群体的基本情况，合理划分

“家庭医生”团队走访任务，明确
活动开展的标准和程序。”据博
山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李爱红介绍，通过从博山区二级
以上医疗机构抽调专科医师配
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全科医
师，博山区共成立了137支各专
业全覆盖“家庭医生”团队，包含

医师共690人，持续开展健康巡
诊活动，服务对象达700余人。

不仅如此，“家庭医生”团队
还与名医基层工作室、千名中医
下基层等项目相结合，大幅提升
了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让群众
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市级专家的
诊疗服务。

从“小处”着眼，向“实处”发
力，擦亮“惠民生”底色，切实解
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看病就医需
求。依托137支“家庭医生”团
队，博山区打通了医疗惠民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姜涛 通讯员 罗晓辰

“家庭医生”上门看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