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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发布
多项成果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济南1月11日讯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
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上获悉，目前，我省形成
以《山东省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4—2026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为引领，以《关于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
务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建设的若干措施》《山东省养老机构综合监管
办法》为主的“1+3”系列政策体系，有力推
动了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庄严介绍，《三
年行动计划》聚焦设施扩量、服务提质、体系
增能，提出未来三年全省养老工作的发展目
标，量化了护理型床位占比、社区养老服务设
施配建达标率、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率等重点
指标。同时，明确实施养老机构固本强基、居
家社区扩围增效、医养康养提质赋能、农村养
老提档达标、养老人才提升培育、养老服务质
量提升、养老产业提速发展等“七大行动”。
如围绕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我省提出护理型
床位占比保持在70%以上的发展目标，对每张
新建护理型床位补助8000元—12000元，对机构
收住失能老年人给予每人每年2400元—3600元
运营补贴。
  聚焦老年人“一餐热饭”需求，《关于积
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坚持尽
力而为、量力而行、可持续发展，努力构建覆
盖城乡、布局合理、方便可及的老年助餐服务
网络。从建设运营上，通过依托配建一批、辐
射带动一批、新建改建一批等方式，多渠道增
加老年助餐服务设施。从资源配置上，通过党
组织领办、企业连锁运营、慈善志愿参与等方
式，打造市场运作、多方参与、共建共享、持
续发展的服务模式。从政策集成上，统筹省级
养老服务发展资金对老年助餐服务工作给予支
持，符合条件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享受水电气
暖居民生活类价格和各项税费优惠政策。
  在支持养老人才队伍发展方面，省民政厅
等10部门出台《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的若干措施》，提出支持院校设立养老专业，符合条件的给予80
万—100万元奖补。将养老护理员培训纳入本地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项目指导目录。对入职养老服务机构的院校毕业生，给予1万—2万元
入职奖补。优化职称评审方式，对医养结合机构中的护理人员单独分
组评审。将养老服务人才纳入“齐鲁首席技师”“山东省技术技能大
师”选拔范围。“目前，全省210所技工院校中有108所院校开设护理
专业，在校生超过2万名。去年全省开展养老护理员补贴性培训20469
人次。”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衣军强说。
  质量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省民政厅等20部门联合印发《山
东省养老机构综合监管办法》，着眼养老服务机构的建设、登记、运
营、退出的全生命周期，明确了20个部门的具体监管职责，实现监管
部门和对象全覆盖。这也是我省养老服务综合监管的第一个规范性
文件。
  为确保各项养老服务政策落实落地，我省不断加大财政保障力
度，2021年以来累计安排养老服务专项资金15亿元。“我们联合省民
政厅深入开展研究论证和绩效评估，明确了省级资金重点支持的15项
政策项目，已全部纳入《三年行动计划》。”省财政厅二级巡视员王
永振说，下一步，省财政将细化完善省级养老服务资金补助政策和实施
意见，优化支出结构，及时、足额安排养老服务发展所需资金。

山
东
推
动
养
老
服
务
高
质
量
发
展

◆
形
成
系
列
政
策
体
系 

◆
不
断
加
大
财
政
保
障
力
度

  □记 者 王亚楠
   通讯员 荆培珩 报道
  本报烟台1 月 11 日讯 今天，两院
院士评选2023 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
展新闻”发布会在烟台举行，会上现场发
布了2023 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成果
和科技创新成果提名榜单。
  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科
学家绘制迄今最全人脑细胞图谱等分别获
选2023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烟台睿创微纳技术股份有限公司8微
米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模组等成果获评2023
年度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山东能源
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
研究所）铁系梳枝丁戊橡胶等10 项成果
入选 2023 年度山东省科技创新成果提名
榜单。
  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成果和科技创新
成果提名榜单是在省科技厅组织下，由住
鲁院士从省重大科技成果库中层层筛选、
投票选出。这些“山东好成果”代表了山
东一年来科技创新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其
中多项成果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
科技前沿，突破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达
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彰显了山东科技创新
的“硬实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山东高
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
断完善成果导向的科研组织和要素配置机
制，加快项目、平台、人才、资金等创新
要素向科技型企业、高能级创新平台、顶

尖创新人才集聚，产出了一批重大标志性
的科技创新成果。
  2023 年 7 月，我省启动“山东好成
果”发布工作，截至目前已征集入库成果
603 项，遴选发布6 批共30 项重大科技成
果。省创新发展研究院组织开展一系列成
果发布会、路演对接活动，吸引省内外
350 余家高校院所、投资机构、重点企业
现场参与，线上参与人次超过21 万，达

成合作意向 50 余项、投资金额超 2 . 1 亿
元，有效促进了专家与企业家、成果与资
本精准对接。
  今后，我省将持续围绕“山东好成
果”做好省重大科技成果的征集发布工
作，持续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促进创新
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

全球运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海阳首飞
一箭三星，创造十余项全球和全国纪录

  □记 者 杨秀萍
   通讯员 聂东磊 报道
  本报海阳1 月 11 日讯 今天 13 时
30 分，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海阳
附近海域使用引力一号遥一商业运载火
箭，将搭载的云遥一号18-20 星 3 颗卫
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
得圆满成功。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即采用难度
较高的海上发射，刷新了全球运力最大
固体运载火箭、我国运力最大民营商业
运载火箭纪录，进一步丰富了我国运载
火箭型谱。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由东方空间技术

（山东）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火箭采用三
级半全固体捆绑构型，高度约为30 米，
芯级和助推器直径同为2 . 65 米，起飞重
量405 吨，起飞推力600 吨，整流罩直径
4 . 2 米，具备运载能力大、载荷空间大、海
陆通用、快速响应、经济性好等特点。
　　引力一号首飞，填补了国内全固体
捆绑构型运载火箭的技术空白，创新突
破了固体运载火箭原最大约2吨运力的
瓶颈，不仅支持百公斤级卫星的“一箭
30星”，还可发射3、4 吨重量的小型货运
飞船、超大型卫星等，为实现中型运载火
箭快速应急发射提供了解决方案。
　　“捆绑技术是火箭实现中大型运载
能力的必备技术之一，更是总体设计能
力强大的标志之一。”东方空间联席
CEO、引力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布向
伟感慨，三年磨一“箭”，引力一号首飞取
得多项创新成果实属不易。除了全球运
力最大固体运载火箭、国内运力最大民

商运载火箭，引力一号还创造了国内首
款捆绑式民商运载火箭、国内首款全固
体捆绑运载火箭、首个捆绑式运载火箭
海上发射、首次实现海上发射高效“三
垂”测发模式、国内民商火箭最大整流
罩、国内首个自带导流槽的发射船首次
应用、国内首次采用充气式柔性防护罩、
国内首个芯一级起飞不点火的捆绑式运
载火箭等十余项全球和全国纪录。
　　此外，作为全球首个海上发射的捆
绑构型运载火箭，引力一号创新采用了
适应公路运输（传统是铁轨运输）的灵
活机动的垂直转运模式，扩充了我国中
型运载火箭海上机动发射能力。这也为
后续更大体积和重量的液体运载火箭海
上发射、海上回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我们围绕东方航天港集聚布局了
引力一号基础设施：5公里内可以完成
火箭子级总装总测、全箭垂直总装总
测、港口登船等流程，实现‘前店后
厂’。这种模式将以往转运过程上千公
里的距离大幅缩短，降低了成本。总装
厂和发射场集聚布局未来将成为火箭公
司的必然选择。”东方空间首席运营官
魏凯告诉记者，构建并验证引力一号
“一站式”发射服务体系，在大幅缩短
发射准备周期、具备发射工位扩展潜力
的优势下，未来将实现引力一号“一周
一次”的发射支持能力。
  自2019年我国首次火箭海上发射在
海阳取得成功以来，截至目前，东方航
天港已成功组织保障海上发射任务9
次，累计发射卫星48颗，初步具备常态
化海上发射能力。

铁肩担当，以行动守护平安
陈胜：一名交警的“拓荒”路

　　“济南交警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
肉不掉队！”这是今年55岁的济南市公安
局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分局交警大队大队
长陈胜常说的一句话。
  2018 年 6 月 28 日，济南市公安局组
建14 人的公安工作组进驻济南新旧动能
转换起步区，陈胜主动请缨，作为唯一
的 交 警 代 表 ， 开 启 了 他 的 “ 拓 荒 ”
之路。
　　此后5年，陈胜一有空就到城市乡间
道路上了解情况，用最短的时间摸清了辖
区道路底数，并主动对接相关部门专家，
积极参与到起步区路网交通组织谋划建
设中。
  注意到危化品车辆在国道排队带来的
安全隐患，陈胜协调大桥街道和相关企
业，在废弃物料场上建起免费临时停车
场。临时停车场建成后，先后协助应对数
十次因恶劣天气造成高速口封闭的应急处
置，为2600余辆半挂车、危化品罐车提供

了临时停车和休息场所，被驾驶员亲切地
称为“司机之家”。

　　张莉：不忘初心使命，守

护绿水青山

　　现任青岛市公安局黄岛分局宝山派出
所所长张莉所在的宝山镇，是国家级农业
产业强镇，被誉为“中国蓝莓第一镇”。
守护这里的绿水青山、护航经济发展，成
为张莉始终不忘的初心使命。
　　得益于这里独特的砂质土壤和片麻岩
层，宝山镇的蓝莓个头大、品质佳。这种
蓝莓根植的风化砂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引得不少盗采者屡屡作案，严重破坏了蓝
莓的生长土质，危害生态环境。
　　张莉了解情况后，主动加入全镇44个
村的微信群，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告知群
众，鼓励大家积极提供线索。2022年3
月，她带领战友成功打掉一个连续作案、
获利超39万元的盗采组织。由于利益被触
动，有人打电话恐吓她，还有的写匿名信
诬告她，但她自信邪不压正，从未退缩。

从警32 年来，张莉共参与抓获违法犯罪
嫌疑人1860余人。

　　杜通：守护网络安全的

“硬核战将”

　　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三大队大队长
杜通的同事们说，他的办公室经常灯火通
明，一年到头，他一半时间在伏案整理案
件线索，一半时间辗转各地取证抓捕，几
乎一直奔走在案件侦破的路上。稳重的性
格、缜密的逻辑、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
让杜通在18 年的从警生涯中屡破大案，
主侦案件2起被评为全国扫黄打非十大案
件，4 起被公安部评为精品案件，8 起被
省公安厅评为精品案件。
　　针对一起黑客组织攻击国内重要信息
系统及网站的案件，杜通主动请缨，带领
战友们奔赴全国各地，缜密开展调查取
证，最终从犯罪嫌疑人购买黑客工具这一
细小线索中找到思路，摸索出突破此黑客
组织的技战法，成功锁定黑客组织，带破
多起全国重大网络犯罪案件。

　■编者按 今年1月10日，是第四

个“中国人民警察节”，当晚，“齐

鲁最美警察”发布。 10 位“齐鲁最

美警察”用实际行动诠释护一方百

姓、守一方平安的铮铮誓言，彰显人

民警察牢记从警初心、筑牢忠诚警魂

的担当与使命。本报今起陆续刊发他

们的先进事迹。

  □记者 赵琳 报道
  本报北京1月11 日电 第 36 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今天上午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开幕。我省共组织16 家出版社参展，万余册鲁版精品
图书和新书亮相，向广大读者展现“书香山东”的文化底蕴和时代
气息。
  山东展团位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8 号馆，参展图书涵盖主题出
版、文化艺术、海洋科普、少儿生活等多个品类，吸引了众多参展商
和读者驻足浏览。参展出版物中，既有《齐鲁文库》《儒典》这样展
现山东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文化工程成
果，又有《中国人中国字》《中国北斗》《靠山》等多部获奖图书，
以及众多名家名作。
  今年，山东展团还首次策划展出《山东文化体验廊道故事丛
书》。《丛书》由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分上、下两编，共32 卷，
包含2664 个故事，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引领，以沿黄河、沿大运
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和沿胶济铁路等文化体验廊道为轴线，以各
市文化体验廊道建设为着力点，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山东源远流
长、灿烂辉煌的文化底蕴。
  北京图书订货会于1987 年创办，是国内十分重要的出版发行行
业交流平台和全民阅读推广平台，被誉为“中国出版行业风向标”。
本届图书订货会以“坚定文化自信，铸就出版新辉煌”为主题，3天
展期里，将集中展示图书40余万种，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参展商
达720余家。
  展会期间，山东展团将举行新书发布、座谈会、见面会等17 场
主题活动，邀请作者和重磅嘉宾到场与读者交流。

精品鲁版图书亮相

第36届北京图书订货会

22002233 年年中中国国十十大大科科技技进进展展新新闻闻

噪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
噪神舟十六号返回 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
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圆满完成
噪超越硅基极限的二维晶体管问世
噪我国科学家发现耐碱基因可使作物增产
噪天问一号研究成果揭示火星气候转变
噪我国首个万米深地科探井开钻
噪液氮温区镍氧化物超导体首次发现
噪FAST探测到纳赫兹引力波存在证据
噪世界首个全链路全系统空间太阳能电站
地面验证系统落成启用
噪科学家阐明嗅觉感知分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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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科学家绘制迄今最全人脑细胞图谱
噪人工智能首次成功从零生成原始蛋白质
噪全球最大实验性核聚变反应堆开始运行
噪OpenAI正式发布GPT-4
噪卫星首次成功向地球传送太阳能 证明
天基能源可信性
噪人类眼球首次移植成功
噪迄今最小粒子加速器问世
噪科学家首次实现单原子X射线探测
噪全球首张昆虫大脑“地图”绘制完成
噪人类泛基因组首张草图发布

　　□ 本报记者 杨帆

  1月11日，人们在海阳市连理岛上观看海上火箭发射。（□新华社记者 李
紫恒 报道）

2023年度

山东省十大科技创新成果

8微米非制冷红外热成像模组

高效节能磁悬浮透平真空泵

全球首款大功率金属支撑商业化SOFC产品

新能源汽车大型一体化铝合金压铸零件自动化加工及装配线

大幅面、高精度纳米压印光刻生产线

新一代深远海一体化大型风电安装船

10微米超薄氢燃料电池全氟质子膜

超高清全色激光电视

岩土工程灾变分析软件HazE

“妙手”腔镜手术机器人系统

  □记者 杨烨莹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东贝
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成确权登簿。这是继昆嵛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这一省内首个拥有“户口本”的生态空间之后，我省重要
自然资源确权登簿又一重大进展。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东营市黄河入海口处，是
中国最大的一块新生湿地，被誉为“中国东方白鹳之乡”和“中国黑
嘴鸥之乡”。登记单元面积为351812 . 57 公顷，国有面积为351763 . 37
公顷。从资源类型看，登记单元内森林资源面积3485 . 96 公顷，水流
资源面积4664 . 29 公顷，湿地资源面积99640 . 55 公顷，草原资源面积
9161 . 75 公顷，其他资源面积214693 . 54 公顷。
  山东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无棣县，是世界三大
贝壳堤岛之一，也是东北亚内陆和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的中转站和越
冬、栖息、繁衍地。登记单元面积为 30192 . 5 公顷，国有面积为
30192 . 5 公顷。从资源类型看，登记单元水流资源面积344 . 49 公顷，
湿地资源面积21498 . 83 公顷，其他资源面积8211公顷。
  此次登簿，将具有重要生态价值的自然保护地作为登记客体在国
土空间上予以精准落地，清晰界定了生态空间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
权主体，划清了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全民所有、不同层
级政府行使所有权的边界，不同集体所有者的边界，不同类型自然资
源之间的边界等“四个边界”，为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山东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有效监管、严格
保护和所有者权益行使提供了产权支撑。

我省两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了“户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