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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亓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入春的济南市钢城区繁花似
锦，杏花、梨花、海棠花争奇斗艳，每到周
末，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踏青赏花、观光旅
游。今年，钢城区围绕“赏花”主题，举办了
兰博会、梨花节、桃花节、海棠节等精彩活
动。以花为媒，不断丰富“赏花经济”内涵，
为乡村振兴“添色增香”。
  “五一”假期临近，钢城区黄家洼村的油
菜花也即将迎来盛花期。每到花开时节，山村
风景如画，吸引了本地以及泰安、淄博等地的
游客前来赏花游玩，农民趁机“蹭流量”，向
游人售卖当地农副产品，增加收入。当地村民
介绍，花期过后，每亩地能收获300多斤菜
籽，一季净收入4000元左右。从2019年开始，
这个村庄规模化种植油菜花，以花引流，依托
有山有水的生态资源，做活乡村旅游文章。
  4月8日，钢城区第二十届桃文化旅游节在
大汶河畔开幕。骑行大赛、相亲大会等10余项
精彩纷呈的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推介宣传，一
个周末吸引游客9万余人，带动经济收入70万
余元。在汶源街道霞峰村，大批游客沿着赏花
步道，在花海中拍照打卡，还有网红借机直播
带流量。桃花节带火了沿线村庄的餐饮、农副
产品销售，30多家农家乐爆满。
  与此同时，为期半个月的海棠节在辛庄街
道开幕，纷至沓来的游客走进万亩海棠园。客
流涌来，三峡湖饭店老板赵仕华乐得合不拢
嘴，海棠节期间，周末每天收入能到8000元。
  3月底，“梨花节”为颜庄街道埠东村的
百年梨园带来一波流量。牛肉、柿饼、草莓、
蜂蜜等当地特色农产品在热销的同时提高了知
名度。
  2月份，钢城区举办了兰花博览会，持续5
天的“兰博会”吸引全国各地两万余名兰友和
游客前来赏花，成交了450余盆兰花，成交金
额达70万余元……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特色。
“赏花经济”虽不是钢城的独创，却玩出了新
“花”样。各类花节不仅推动了当地乡村旅游
产业的发展，也为老百姓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
的实惠，成为乡村发展的“财富密码”。利用
丰富的林地资源，钢城区因地制宜布局了兰

花、玫瑰、嬴菊、海棠等特色花卉种植及销售
产业，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乡村振兴之路，“花卉经济”成为提升农村
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仅辛庄街道
各类花卉种植面积达1700多亩，花卉产业年销
售收入1亿多元。

  依托乡村生态优势、自然禀赋和文化底
蕴，钢城区积极推动农业与文化、旅游、康养
等深度融合，积极打造“农业+生态+旅游”农
旅融合新业态，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
业、农事体验等，推动“以农促旅、以旅兴
农”，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丰富“赏花经济”内涵 做活乡村旅游文章

以花为媒，为乡村振兴“增色添香”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韩宏伟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济南微生态生物医学省实
验室整合了浙江大学、浙大传染病诊治国家重
点实验室、山东大学、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等优
势资源，并与多个国内知名医药生产企业建立
了战略合作关系，构建了一条从基础理论创
新、关键技术突破、产业化实施到推广应用的
完整创新链条。”在4月13日举行的第二届山
东济南·槐荫科技嘉年华暨科技成果转化高峰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介绍，由其领
衔的济南微生态生物医学省实验室是济南建设
的3家省实验室之一，着重在微生态与感染、
微生态与衰老、微生态与颠覆性生物医学技术
三个战略研究方向上发力，打造国际先进的
“科研—转化—应用”创新平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近年来，槐荫区锚定“科创兴区”
总体目标，成立由区委书记挂帅的“科创兴”
领导小组，强力推进科技创新五年行动计划，
依托济南国际医学中心、济南槐荫经济开发
区、山东科创基地、山东数字金融产业园等，
打造多层次科创平台，赋能现代产业体系创新
发展。
  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林领衔的山东省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院，打造继北京、上海之后的全
国脑科学产业发展与类脑研究“第三极”；国
家健康医疗大数据（北方）中心、国家人类遗
传资源山东创新中心、齐鲁中科现代微生物技
术研究院三大国家级创新平台辐射效应进一步
释放；广安门医院济南医院正式获批为国家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目前，槐荫区拥有院
士工作站和国家级重点实验室9家、省级研发

机构44家、高新技术企业277家、院地及校企产
学研合作基地200余家，先后被评为全国创新
百强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程示范区、全国
科普示范区。
  科研成果只有走出实验室迈向企业生产
线，才能真正成为助力产业发展的“灵丹妙
药”。活动现场，槐荫区为高校、科研院所和
生产企业牵线搭桥，给16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找到了“婆家”。同时，山东省科创集团和槐
荫区联合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公司，槐荫区高新
技术企业联盟正式启动，让更多科技成果在槐
荫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飞跃，转化为
蓬勃的发展动能。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槐
荫区制定“科创十条”和“智汇槐荫”人才新
政22条，还为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制定“黄金18

条”扶持政策，设立了1亿元的产业扶持资
金、2000万元的人才专项资金和目标额度10亿
元的区政府投资基金，完善人才住房、医疗、
子女教育等配套政策，开创“才聚槐荫”的崭
新局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才团队选择落户槐
荫、逐梦槐荫。山东科创（槐荫）基地成立不
到两年便引进博士创新创业团队10余个。目
前，全区人才资源总量达18.74万人。
  “槐荫区将继续深化全周期、全链条服
务，创新科技人才激励机制，全力辅导和扶持
企业参加济南新动能创新创业大赛，全力营造
各类创新要素各扬所长、良性互动的最优科创
生态。”槐荫区委书记孙常建表示，要将槐荫
区打造成让科研人员、科创企业情有独钟、心
向往之的一流创新之城。

打造科创平台 加速成果转化 推动人才集聚

槐荫区聚力打造一流创新之城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由济南高新区管委
会、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高新
区研究中心联合编写的《济南高新区高质量发
展指数（2022）》发布。测算结果显示，2017-
2021年，济南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总指数由2017
年的基期100增长至2021年的112.6，在疫情冲击
的背景下基本保持原有增速。济南高新区在增
强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全
球开放合作、建设智慧生态城区、提高社会治
理效率等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
  2017-2021年，济南高新区高活力双创生态
指数分别为100、109.4、119、126.4、132.6。园
区各类国家级研发机构数、新型研发机构数、

国家级孵化器数均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5年
时间分别增长1.5倍、21.5倍、1.3倍。
  济南高新区成功获批建设国家级双创示范
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大数
据），园区当年万人发明专利授权数五年时间
增长近3倍。园区利用“科创中国”科技经济
融通平台，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
建设，2021年技术合同成交额已超过2017年数
据的10倍。园区搭建全省首个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库网络平台，高新技术企业数从2017年514家
到2021年1623家，5年增长两倍多。
  2017-2021年，济南高新区高能级特色产业
指数分别为100、105.4、106.1、106.4、108.3。济
南高新区全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浪潮集团打造“中
国算谷”，全力保障中科院济南科创城建设，
省级以上智能制造示范企业（项目）数5年时
间增长近3倍。
  济南高新区分产业、分层次培育扶持各级
各类专精特新、瞪羚、独角兽等创新型企业发
展。2021年底，园区培育独角兽企业4家，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家，“双五”
（内部研发投入强度达到5%且年营业收入超过
5亿元）企业数量5年时间增长3.4倍。
  2017-2021年，济南高新区高水平开放协同
指数分别为100、100.8、101.2、101.3、102.4。
2021年园区R&D经费支出占济南市R&D经费支
出的比例突破30%，园区工商注册企业数占山

东自贸区济南片区的比例超80%。园区创新推
出“链上自贸”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在全国首
创“一物一码”海关监管模式，“区港联动”
模式被海关总署在全国推广。
  2017-2021年，高品质城区环境指数分别为
100、98.8、95.9、98.2、99.5。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由2017年的185天增长至2021年的244天。
  2017-2021年，济南高新区高效率治理体系
指数分别为100、103.4、105.1、106.5、107.8。
2021年园区推出54项改革事项，落实商事登记
确认制改革，企业开办环节优化50%，办理时
间缩短80%；推出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黄金19条”；企业上云上平台当年新增用户
数量均实现快速增长，5年时间增长了12.7倍。

新型研发机构增长21.5倍 高新技术企业增长两倍多

济南高新区发布高质量发展指数

  □记 者 段婷婷 
   通讯员 王 卓 王冉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获悉，为着力提升群众社保服务体验，该中心
联合社保卡合作银行在全省率先推出“同号换
卡”服务。目前，济南市齐鲁银行60个即时制卡
网点已全面实现“同号换卡”业务。
  据了解，社保卡持卡人在卡片丢失、损坏、
到期后，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齐鲁银行即时
制卡网点预约办理“同号换卡”业务，社保卡制
作完成后由银行网点通知持卡人现场领卡激活，
10个工作日以内即可完成同号卡片制发。
  “这样做的好处是，市民原卡绑定的养老金
发放、社保缴费、惠民惠农补贴等待遇发放以及
电话、网络、电视、水电、燃气等关联费用代扣
代缴等项目实现自动衔接，无需在换卡后到多个
单位办理账户变更手续。”济南市社保中心相关
处室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济南市不断提升社保卡服务质效，
全市社保卡即时制卡网点达606家，社保卡现场
申领且立等可取、制卡时间缩短至不足10分钟，
社保卡业务实现全程网办、全市通办。

济南全省首推

社保卡“同号换卡”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3日，济南高新区园区建
设服务中心邀请济南市城管局、高新区发展保障
部、孙村街道办事处走进劝学里幼儿园，开展
“小手拉大手，垃圾分类进校园”主题活动，并
捐赠垃圾分类设施设备。据悉，高新区正通过校
地合作、示范引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垃圾分类主题活动，传播绿色环保理念。
  记者看到，劝学里幼儿园的环境创设、班级
里的主题墙、操场上的垃圾桶，都在润物细无声
地影响着幼儿。园长代孝翠说，教学楼大厅集中
展示孩子们用垃圾制作的艺术品，通过这种寓教
于乐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小朋友对于废旧物品回
收再利用的意识。
  高新区园区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今后
将发挥劝学里幼儿园的示范作用，带动高新区更
多学校深化垃圾分类教育工作。联合教育部门，
打造垃圾分类进校园亮点品牌，通过“小手拉大
手”，以小家带动大家，形成“教育一个孩子，带动
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良好社会氛围。

校地合作示范引领

高新区提升垃圾分类实效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藤上刚摘下的西瓜，用手指一弹，只听
“啪”得一声，便裂开一道口子，轻轻一掰，
清甜的汁水便流了出来……在济南市章丘区黄
河街道鲁汇佳西瓜小镇的大棚内，经过半年生
长，西瓜已经成熟，一根藤上只留一个瓜，充
足的养分让西瓜真正如同当地所说“籽如宝石
瓤如蜜，黄河西瓜甜到皮”。
  4月14日上午，黄河西瓜品牌建设年暨第
十四届西瓜节在章丘区黄河街道启动，活动
“以瓜为媒、以节会友”，吸引了众多游客前
来品尝西瓜，进一步提升了黄河西瓜特色农业
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黄河西瓜为何独树一帜？水土是重要

因素。
  黄河之水，万里奔腾，带来大量泥沙和丰
富的矿物质，为西瓜生长提供了优质的沙性土
壤和优越的水利条件。作为黄河沿岸唯一一个
以“黄河”命名的行政区域，黄河街道已有500多
年的西瓜种植历史，所产西瓜沙甜可口、营养
丰富、品质上乘，素有“西瓜之乡”的美誉。
  然而，前些年，黄河西瓜的名号却一度有
些沉寂。“20年前，黄河西瓜的种植面积很
大，后来年轻人不愿种地，西瓜面积也慢慢萎
缩。”济南鲁汇佳瓜果蔬菜专业合作社社长钱
兆俊介绍，瞅准了天然的种植优势，2010年起
她开始建设鲁汇佳西瓜小镇，发展方向从露天
大西瓜转变为大棚精品瓜。
  在西瓜种植过程中，按照绿色、生态、无

公害的标准，科学管理。“半年时间，20多道
工序，一根藤上虽然只留一个瓜，但是西瓜品
质却实现了质的提升，赢得了口碑。”钱兆俊
介绍，“黄河乡”牌西瓜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
  相比此前的散户种植，规模化经营的龙头
企业、合作社无论是管理还是销售都更有优
势，带动着黄河西瓜的品牌发展方向。鲁汇佳
合作社规划建设20个高标准冬暖式西瓜大棚，
年产优质黄河西瓜100吨，年产值200万元，可
带来每年30万元的村集体收益。另外一家龙
头——— 济南心正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十年
来，由种植单重5—15公斤的大西瓜，发展为
以种植富硒小型精品瓜为主，由地产地销发展
为销往全国各地。心正合作社党支部与王家寨

等5个党支部联建，整合项目资金300余万元，
占地面积50亩，建设日光温室大棚10个，可带
动村集体增收15万元。  
  规模化、品质化、品牌化都是现代农业题
中之义。近年来，章丘区把黄河西瓜品牌培育
作为提升农产品质效的有力抓手，积极推进农
文旅融合发展，逐步探索观光采摘、智慧农业、
创意文化、乡村旅游等发展新路径，目前在黄河
街道已形成2万余亩的西瓜甜瓜产业园区，为
打造沿黄特色种养三产融合示范带奠定基础。
  “疫情过去、春暖花开，今年采摘尤其火
爆！”钱兆俊介绍，目前采摘占到西瓜销售的
三分之一，西瓜节将持续到10月份，农文旅结
合将进一步扩大黄河西瓜的市场影响力和知名
度，重塑黄河西瓜的辉煌。

一根藤上一个瓜

黄河西瓜的高品质发展之路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竹板打，声声
响，兴高采烈登上场，同喜同贺二
十大，亿万人民心向党。”近日，
在清脆的快板声中，济南市天桥区
工人新村南村街道党的二十大精神
“社区百姓宣讲团”专场宣讲活动
拉开帷幕。
  2022年，南村街道在全市率先
成立“社区百姓宣讲团”，并在各
社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热潮。“宣讲团成立以来，
社区党员发挥各自所长，创作了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讲作品，将
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到百姓家门
口。”南村街道西区联合党委书
记、西区社区党委书记田象霞说。
  2022年10月24日，济南市委常
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022年11月14日，济南市举行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省委宣讲团报
告会暨市委宣讲团宣讲动员会，迅
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济南市
精心组织党的二十大代表进机关、
企业、学校、医院、社区、农村率
先宣讲；济南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市委教育工委、市国资委党委等单
位，分别组建宣讲团，开展线上线
下宣讲。截至目前，济南市共组织
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各类
宣讲活动近万场，线上线下受众超
200万人次。
  在宣讲过程中，济南市创新实
施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一十百千万”宣讲工程，充分发
挥十个宣讲团作用，组织百场宣讲
培训，组成千个宣讲小分队，真正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飞入寻常百姓
家”；充分发挥“理响泉城”理论
品牌“1+15”矩阵作用，通过“点
单宣讲+常态宣讲”“固定宣讲+
移动宣讲”“理论宣讲+文艺宣
讲”“线上宣讲+线下宣讲”等创新方式，打造
理论宣讲全覆盖新模式，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人心、落地生根；创新利用省、市理论宣讲基
地，以党员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讲，激发
党员群众用新思想武装头脑，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内化为全市上下砥砺奋进的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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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2日上午，姚家街道丁家
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与济南科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在齐鲁科技金融大厦举行了丁家村保障房租赁项
目签约仪式。这是济南中央商务区首个签约的重
点保障房租赁项目。
  项目签约后，将按照规划立足济南金融集聚
优势，打造明湖国际资本运营产业园，建设“六
位一体”的科创金融综合服务平台。项目聚焦金
融高精尖领域，发展潜力巨大，将成为科创金融
产业带及济南市第二条“亿元楼”黄金走廊上的
重要组成部分。

济南中央商务区首个

重点保障房租赁项目签约

 □记者 赵国陆 通讯员 张爱进 报道
  4月中旬，钢城区举办首届海棠节，图为辛庄街道寄母山脚下的万亩海棠园进入盛花期，大批游客前来赏花游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