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毛鑫鑫

　　像设计工业产品一样设计耐盐碱种
子，并通过人工模拟环境加速繁育；建
立盐碱地高效阻盐与快速培肥扩容增效
技术模式，有效降低盐分、提升地力等
级……在位于省黄三角农高区的国家盐
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围绕盐碱
地生物育种、产能提升和生态化利用等
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正在火热开
展中。
　　盐碱地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粮
食安全、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战略至关重
要。省黄三角农高区盐碱土壤分布广泛、
类型丰富，面积达到43 . 97万亩，占全区
总面积的83 . 75%，是探索盐碱地治理利用
新技术新模式新路径的天然本底试验场。
去年12月，科技部正式批复国家盐碱地综
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努力打造盐碱
地科技创新高地，为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

强国建设作出山东贡献。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近
日，中宣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
访活动在山东举行。记者在多地采访发
现，从农业企业到科研机构再到田间地
头，种业振兴加力推动，先进技术、装备
加快推广应用，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势头正
劲，“粮袋子”“菜篮子”“果盘子”更
加充盈、丰盛。

让土豆成干粮

　　“别拿土豆不当干粮。”马铃薯是我
国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主粮
作物。在位于乐陵市的希森马铃薯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希森带领团队多年
来育良种、深加工，着力推动马铃薯主
粮化。
　　“‘希森6号’，薯形好、薯皮光
滑，产量高，口感好，抗病、抗旱，并以
单季亩产9 . 38吨、9 . 58吨的产量，两度刷
新世界单产纪录，已经在全国26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累计推广面积超过1500万
亩。”梁希森说，推动马铃薯主粮化，必

须从根本上培育更多适宜的良种。依托国
家马铃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集团已成功
培育出33个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
种（系）。
　　马铃薯全粉、马铃薯馒头、马铃薯曲
奇、马铃薯面条……企业生产的各式各样
的马铃薯制品广受市场欢迎。“马铃薯加
工成全粉，可以贮存15年不变质，这对粮
食储备具有重要意义。”国家马铃薯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胡柏耿说，但同时也要
看到一个问题，马铃薯含水量较高，把马
铃薯加工成全粉，要去掉百分之七八十的
水，加工成本高。因此，团队又开发了生
浆馒头，就是直接将鲜马铃薯清洗去皮后
打成生浆，然后跟面粉混合制作，这样就
降低了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
　　未来，希森将加快研发步伐，努力形
成从育种到大田种植到餐桌主食一体化的
有机食品产业链条，为攥紧中国种子、端
稳中国饭碗贡献力量。

智能化储粮降损耗

　　在位于齐河县焦庙镇的粮食烘干仓储

指挥中心，动态监管平台上实时显示着全
县15个乡镇16处粮食综合服务中心的粮食
库存量、出入库、粮情、烘干等相关信
息。这些是齐河去年投资建设的，共配套
5000吨智能化恒温粮仓38座，总仓容达19
万吨，日烘干能力达到1 . 08万吨。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聚焦
粮食全链条减损降耗、补齐产后处理短
板，齐河在全国产粮大县中率先实现烘干
仓储设施乡镇全覆盖，有效改善粮食产后
烘干、储存条件，解决极端恶劣天气下粮
食无处晾晒容易霉变、农户自行储粮损耗
大等难题。
　　“每处粮仓内都安装有多参数良性检
测系统，可全天候对粮堆中的温度、湿
度、水分气体成分及虫害情况进行检测，
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可以进行远程操控，
从而保障粮食品质，确保储粮安全。”项
目投资方、齐源集团下属企业齐源绿季农
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德勇说，通过应
用“物联网+智能化”储粮技术，实现粮
食库存“低温、低氧、低能耗”，粮食保
管损耗低于0 . 9%，每年可节粮减损7000
吨。         （下转第二版）

科科技技赋赋能能，，让让百百姓姓餐餐桌桌更更加加充充盈盈
——— 山东各地现代高效农业发展势头正劲

　　□记者 张春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省政府政策例
行吹风会机制的实施方案》，建立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机制，及时
公开政务信息，权威解读政策文件，主动回应公众关切，依法保障人
民群众知情权，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原则上每半月举行一次，注重时效性，根
据省政府常务会议议题审议情况，会同政策起草部门研究确定政策例
行吹风会主题。政策例行吹风会主要对省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和以省
政府、政府办公厅、政府部门名义印发的规定性文件，与民生关系密
切的重要政策性文件等进行解读，通过建立常态机制，为进一步深化
政务公开提供新的制度保障。
　　在解读内容方面，相比传统新闻发布会，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
更加注重发布内容的贴近性。重点向公众介绍政策制定背景、决策依
据、出台目的、创新性做法，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及重大公共利益的，
说明政策出台合法性、合理性。对政策性文件中的关键词、专业术
语，以及可能引发社会公众误解、疑问、质疑的内容，邀请专家阐释
解读，及时有效回应。属原有政策进行修订的，说明修订的理由和新
旧政策的衔接和差异。
　　为进一步放大声量，省政府政策例行吹风会创新传播方式，借力
重点新闻媒体和政务新媒体矩阵，强化重点领域政策信息公开，提升
群众对政策知晓度，增强政策认同，进而理解、支持、推动政策落地
实施。对市场主体关切的“六稳六保”、优化营商环境、民生实事等
政策，线上线下联动推广，及时传递党委政府声音。通过短视频、长
图等多种宣传形式，让企业对政策“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实现信
息多跑路，企业少跑腿，在政府和企业之间搭建信息互通、资源互
享、情感互融的桥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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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莒县讯 山东省数字经济“百城牵手万项”活动日前在莒县
启动。记者从省工信厅获悉，山东将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供需对
接、滚动入库、打造标杆等形式推介重点项目，推动万余个数字经济
项目在全省136个县（市、区）落地，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项目谋划
招引意识和实施达产能力，促进县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项目是做强做优做大我省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前期，
省工信厅遴选并公布了一批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和优秀产品及解决方
案，数字经济“百城牵手万项”活动旨在搭建省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
和优秀产品的桥梁，持续向各市、县送项目、送资源、送政策、送服
务、送技术、送人才，助力县域数字化转型升级。在此过程中，山东
将实施数字经济项目靶向推介，线上动态发布供需两张清单，通过大
数据画像实现供需双方“云速配”；线下以“数融百城、数赋万项”
为主题开展定制路演，针对各市发展基础与规划，做好特色项目谋划
和推介，加强数据招商、场景招商。
  山东将优化强化政策支持，对供需明确、论证合理的项目开辟审
批“绿色通道”，加快办理项目土地预审、规划选址、环评能评等前
期手续，推进项目落地。围绕数字新基建、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和平台化载体等领域，按照“储备项目抓前期、签约项目抓开工、在
建项目抓进度、竣工项目抓投产”原则，每年遴选科技水平含量高、
创新引领潜力大、绿色低碳效益好、经济带动能力强的项目，纳入年
度省级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并强化入库项目的建设要
素保障。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强化党管人才工作体系和推进机制，前
期，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方面，组织省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和县市区、开发区，以及省属高校、科研院
所、医疗卫生机构、国有企业等重点用人单位，研究确定2023年度党
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373个，通过建立“书记选题、领衔攻坚”机
制，加快推动人才引育创新。
  据了解，今年各级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聚焦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推动中央和省委人才工作会议部署落实，紧扣人才发展的关
键环节和人才关心事项，涵盖战略人才引育、青年人才集聚、人才平
台载体建设、“四链”深度融合、人才服务保障等重点工作。
  我省自2020年起，每年组织实施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目前已
连续实施四批，由各级各部门“一把手”负责统筹推进项目开展，
有关主管部门及时跟进、督促指导，推动形成了一批人才工作创新
成果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带动全省人才工作加快实现突破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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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各级确定2023年度

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目373个

全省将用3年时间

落地万余数字经济项目
覆盖全省136个县（市、区）

山东建立省政府

政策例行吹风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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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市全部建成全民健身中心

到2025年城镇学校体育场地基本向社会开放

权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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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卢鹏
   通讯员 张超 报道
  8月4日，山东港口烟台港蓬莱港
区，B1260A型超大型海上风电叶片
抵港完成接卸，并将在蓬莱进行多项
性能测试。
  该风叶长达126米，是目前全球
已下线的最长风电叶片，接卸过程
中，仅用25分钟成功起吊下船，山东
港口烟台港再次刷新山东口岸最长风
叶吊装纪录。

全球最长风叶

烟台港完成接卸

山东出台19条举措

支持地热能开发利用
 要闻·2版

政策解读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

还是人民健康”
写在第15个全民健身日之际

　　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七月底以
来，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出现极端降雨
过程，洪涝地质灾害严重，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习近平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决听从统
帅号令，闻令而动、冲锋在前、勇挑重
担，持续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以实际行
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的使命和担当。

  紧急驰援，充分发挥军队

突击队作用

　　统帅心系人民，部队听令景从。驰援
灾区，刻不容缓———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连日
暴雨导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附近河道
水位不断上涨，漫灌风险激增。武警北京
总队某支队2000余名官兵第一时间出动，
在河床低洼处垒筑堤坝，保护全镇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几十公里外的河北省高碑
店市白沟河任务区，火速抵达的中部战区
陆军第82集团军“铁军旅”官兵，在暴雨

泥泞中挥动铁锹、装填麻袋、加固岸堤。
　　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多个村镇因
连日暴雨遭遇山洪。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
团军某旅近200名官兵，携带40余台工程
抢修及机械化桥梁装备，从多个驻训地连
夜奔赴受灾地域……
　　汛情就是命令，生命重于泰山。在党
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人民子弟
兵更多力量向防汛救灾一线集结，一系列
部署从指挥中心下达：
　　中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8月1日前
置指挥所，统筹1万余名官兵、民兵，在
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有序展开救援。
　　北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中心5次下达
专项指示，及时向黑龙江、吉林方向派出
前进指挥所，战区陆军、空军、海军多支
部队奉命出动。
　　武警部队作战勤务指挥中心24小时运
转，根据各方向汛情变化调派兵力、动态
协调各类保障。
　　……
　　危难之际，党和人民心连心；生死关
头，子弟兵和人民在一起！
　　随着“杜苏芮”北上，洪水逼近黑龙

江省多地，城镇村庄面临洪水倒灌的危
险。8月4日凌晨，北部战区陆军第78集团
军某合成旅、某工化旅兵分两路携大型机
械装备奔赴灾区；武警黑龙江总队哈尔滨
支队200余名官兵在蚂蚁河尚志段，连夜
奋战9小时。
　　哪里有灾情，部队就出现在哪里。救
灾一线，处处是党旗红和迷彩绿———
　　被暴雨冲垮路基的丰沙铁路上，武警
北京总队某支队参谋长王峰带领40余名官
兵组成突击队，跋涉12公里挺入旅客列车
被困地域；河北省涿州市靖雅学校安置点
1000余名村民被困，承德军分区指挥员刘
卫平带头进入流速15米每秒的洪水中实地
勘察研判；吉林省舒兰市人武部政委周昆
训在前赴一线途中遇险，因公牺牲……
　　“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让老百姓看到，
党和国家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武警
黑龙江总队现场指挥员贾洪运说。

  勇挑重担，全力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暴雨过后，北京市房山区杨林水村道

路中断、电力中断、通信中断，与外界
失联。
　　8月3日上午，中部战区陆军第82集团
军某合成旅奉命派出侦察组向杨林水村挺
进。攀登近乎垂直的崖壁、穿过水流湍急
的深沟，官兵抵达杨林水村后发现，一名
13岁的女孩在山洪来临时身受重伤。
　　侦察营副营长周鑫立刻组织官兵将女
孩外送，历经4个多小时的跋涉，官兵们
以肩为梯、以背为桥，为女孩开辟了一条
生命通道。
　　全力搜救失联、被困人员，尽最大限
度减少人员伤亡……风雨中，人民子弟兵
以实际行动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
　　哪里有困难，部队就攻坚在哪里。
　　华北多地，暴雨如注。官兵们冲锋在
前、连续奋战———
　　中部战区空军出动直升机勘察受灾情
况，为在一片汪洋中开展救援的地面力量
提供重要参考；中部战区陆军第81集团军、
第82集团军多支专业救援力量抢通道路、
加固岸堤；武警北京总队、河北总队官兵持
续搜救失联、被困人员；河北省军区民兵
分赴6地抢险救灾……  （下转第四版）

听听令令景景从从  勇勇挑挑重重担担
———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持续奋战防汛救灾一线

　●“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

幸福生活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广泛开

展全民健身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引领全民健身和卫生健康事业实现全方位进步、

取得历史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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