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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仕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 月14日至15日，2025 “李宁杯”
中国匹克球巡回赛—东营站（CPC— 1000 ）暨“好
运山东”黄河口匹克球公开赛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
河镇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60 余名匹克球高手齐聚
东营港，共同角逐荣誉。
  本站赛事以“相聚东营港，一起匹克球”为主
题，比赛设公开组和常青组两个组别，兼顾竞技性与
全民参与性。公开组分为男单、女单、男双、女双、
混双五个单项；常青组分男双、女双、混双三个单
项，共计260余场比赛。
  据了解，2023 年9月，仙河镇成为国内第一个授
牌的匹克球联盟小镇。该镇成立 35 支社区匹克球
队，全镇中小学全面开设匹克球课程，专业运动员走
进企业、社区开展免费培训，匹克球正成为“全龄健
身”的热门选择。“目前，全镇已经建有51 片高标
准匹克球场地，超过1/5 的人口参与这项运动。”仙
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焦建东说。

  □记者 杨珂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郭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 月 17 日，位于广饶县的
山东聚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技术中心内，
技术人员正在利用行星搅拌机对电池仓专用
防火涂料进行搅拌实验，不断改进产品性
能。作为公司自主研发的战略性新产品，电
池仓专用防火涂料具有出色的防火、隔热、
绝缘等性能，有效提高了电池的安全性，降
低火灾事故发生的风险。
  “伴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日益普及，电池
安全成为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公司研
发出了电池仓专用的防火涂料，既具备防火
隔热的功能，又增强了电池仓的抗撞击强
度，更具有耐压、绝缘、热传递功能，使电
池安全防护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公司技术
总监魏志华介绍，目前，该企业与国内新能
源汽车头部企业进行全方面技术合作的同
时，也在新能源储能领域积极拓展，打造新
能源电池的全方位安全管理解决方案。
  山东聚东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水
性涂料和特种涂料的生产、研发以及钢结构

防腐、防火涂装一体化发展，坚持走“产学
研”结合之路，创建了山东省唯一的水性环
保特种涂料工程技术中心、功能性高分子材
料水性化技术与应用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技
术中心，目前拥有30 余项国家专利。其研发
的防火涂料产品打破了国外涂料巨头的技术
壁垒，产品及技术可替代进口。在获评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的基础上，该企业又成功入选国家级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新型研发机构如今已成为东营市工业经
济创新发展的“催化剂”。以新型研发机构
为突破口，东营市推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
（所）长负责制，赋予学术带头人在选人用
人、技术路线、经费使用等方面充分自主
权。全市建成新型研发机构 26 个（省级 16
个），落地中科系机构 4 家，集聚研发人才
1040 人，承担省级及以上项目13 个，突破关
键技术20 余项，打通产学研融合“最后一公
里”，推动技术成果加速产业化。
  “公司依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这一平
台，吸引更多高精尖人才，助力水性功能

性高分子材料及医用新材料的研究，快速
解决新能源电池仓热管理、新能源储能站
防火保护等关键新技术，打造更具有市场
竞争力的拳头产品。”魏志华说，现在公
司已经与中国海洋大学、山东大学的科研
团队洽谈海洋防腐涂料、耐高温防腐涂料
的技术研发及博士后人才培养，全方位打
造科技创新高地。
  从平台搭建到人才会聚，从技术攻关
到产业应用，东营市正以科技平台为支
点，撬动创新要素向重点领域加速集聚。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发挥山东省高端石化创
新创业共同体核心作用，先后链接 10 余家
高校科研院所，孵化链接芳烃、乙烯、丙
烯、碳四上下游企业 42 家，集聚场地、人
才、技术、资金等 10 余个创新创业发展要
素，培育了合理高效的协同创新机制、利
益共享机制、产业培育机制、人才招引机
制。目前，共同体已培育孵化出山东亿维
新材料有限公司、捷创(东营)能源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山东乾泰技术研究有限公司等 5
家科技型企业。

  东营市围绕高端石化、橡胶轮胎、新能
源等优势及战略新兴领域，精准布局8个高能
级创新平台，实现主导产业全覆盖、新兴产
业前瞻布局。近 3 年来，平台累计引进包括
20 名院士、 153 名博士在内的高层次人才430
余人，形成“平台引才、产业聚才”效应，
推动产业链与人才链深度融合，助力产业向
价值链高端跃升。
  重点实验室夯实基础研究“硬核支
撑”。东营市建成全国重点实验室1家、省级
重点实验室8家。其中，国内唯一页岩油气勘
探开发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集聚郭旭升院士
等229 名人才，突破陆相页岩油理论、海相页
岩气高效开发技术，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科
技保障；山东省CCUS 重点实验室实施国内
首个百万吨级CCUS 全流程示范工程，获国
际权威认证，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国家级科技创新平
台16家、省级107 家、市级525 家，累计承担
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169 项，一批高端
制造、新能源等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加速转
化，为区域发展注入强劲创新动能。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玲玲 张雪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手机一震，面试邀请就
来了！”这几天，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王成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开
发的“东凯优聘”小程序上投了简历。让他
又惊又喜的是，不到两天，专业对口的岗位
面试电话就打来了。
  王成口中的“东凯优聘”，是东营经开
区人才工作的“掌中宝”。它由区里的东凯
人才发展集团精心打造，线上，它和微信公
众号、视频号带岗栏目“打配合”，求职、
招聘一键搞定；线下，“春风送岗·惠民助
企”等专场招聘会也场场火爆，成了求职者
和企业眼中的“香饽饽”。
  人才是发展的硬核支撑。东营经开区深谙

“城以才兴，才以城长”的道理，想要高质量发
展“更上一层楼”，必须把人才这把“金钥匙”攥
牢。怎么留人、引人，开发区的法子很实在：围
着产业转，按企业“胃口”引才！
  企业需要啥样的人，经开区服务精准到
位。“人员需求分析+组织架构搭建+定向人
才寻访+薪酬考核咨询”，一套“保姆级”咨
询服务送上门。“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国际大
专家，如今成了我们研发团队的‘座上
宾’！”胜利油田胜鑫防腐公司的技术总监
任伟感叹道。有了经开区人才平台的牵线搭
桥，困扰企业多年的硬骨头——— 海洋高硫环
境防腐难题终于啃下来了。
  作为经开区人才工作的“市场先锋”，
东凯人才发展集团目标清晰：推动高端装
备、有色金属、生物医药、新材料这些“当

家产业”聚链成群、做大做强。他们使出浑
身解数，联手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 30
多家顶尖国企、高校、院所和人才机构，
在人才培养、专家合作、成果转化、技术
攻关、项目研发上深度合作。短短一年时
间，就有 6 个省级以上“高精尖”人才项目
扎了根。
  人才引进来，更要“育得好”。东凯人
才集团还当起了“充电站”，把高校、院
所、培训机构的优质资源“一网打尽”。
“请进来”传经送宝，“走出去”开阔眼
界，党政干部、企业高管、业务骨干、技能
人才都能在这里“充上电”，人才成长的
“快车道”越拓越宽。
  东营留学人员创新创业园，则是海归人
才的“梦想加油站”。这里有行业大咖当

“智囊团”，从创业点子到落地壮大，全程
“陪跑”；有高效服务通道，办事不绕弯；
更有活力四射的“海归朋友圈”，创业路上
不孤单。园区还变着法子办活动：“留·在
东营”沙龙碰撞思想火花，“海聚山东”带
留学人才看东营、开座谈会，“两送两问”
精准对接需求……平台搭起来，资源链起
来，让海归人才安心扎根、放手闯荡。
  如今在东营经开区，“人”与“城”正
上演一场精彩的“双向奔赴”。截至目前，
全区人才总量已突破8 . 5 万人，青年人才用实
际行动选择与东营经开区共成长，连续七年
实现净流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
料、生物医药这些“新势力”产业，年产值
近三年平均增速超过10 . 6%，跑出了发展“加
速度”。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连琏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在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土家族居民魏
喜凤家中，写有“ 2022 年利津县孝老爱亲最美家
庭”和“2023 年山东省民族团结进步‘红石榴’家
庭”的两本荣誉证书熠熠生辉，良好家风的代际传承
在这个家庭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在凤凰城街道，像魏喜凤这样以优良“家风家训”为
基石，以“小家”和睦促进“大家”融合的家庭不胜枚举。
街道以党群服务中心为核心阵地，深入挖掘利津“四贤”
等人物的优秀家规家训，引导居民“见贤思齐”。同
时，创新打造“厚德家风”“书香四溢”“勤俭持家”等特
色主题楼栋，营造弘扬“家文化”的浓厚氛围。“立家规
 传家训 树家风”亲子公益集市“家风故事分享会”等
活动应需而设，通过群众“点单式”服务，有效激发居民
参与自治的内生动力，让家规家训焕发时代活力。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郭盛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带领村民致富的90 后“女强人”
韩永慧、热心巧解邻里纠纷的社区“和事佬”高春
兰、照顾“捡来的爷爷”近十年的崔雷鸣、把故事讲给
更多人听的油田“破烂王”王喜……随着东营市河口区
孤岛镇“东方红之星”主题评选活动连续举办，越来越
多的凡人善举从幕后走向台前，走进了大众视野。
  近年来，河口区孤岛镇以“东方红之星”主题评选
活动为载体，不断建立健全道德模范推选、宣传、礼遇、
管理制度，凝聚道德力量，构筑精神高地，镇域内道德
模范层出不穷，在全社会形成德者有得、见贤思齐的价
值导向。截至目前，孤岛镇已成功举办五届“东方红之
星”主题评选活动，共评选出身边榜样42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陈祥征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到该区医保局对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工作进行督导。
  今年以来，东营区纪委监委紧盯医保基金管理突
出问题，推动区医保局等职能部门开展专项整治工
作。区医保局聚焦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对内
开展查流程合规、查岗位风险、查数据疑点嵌入式“三
查”，确保医保基金安全运行；对外开展医保基金使
用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检查。截至目前，专项检查共追
回违规使用的医保基金14 万余元。该区还建立了协
同治理调度机制，区医保局联合区卫健局、区法院、
东营公安分局等9部门建立数据共享、线索移送、联
合惩戒机制，目前已相互移送问题线索18条。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高文亮 宋义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出狱后不思悔改，反而继续实施犯
罪，勾结团伙成员在输油管线上打孔盗窃原油，非法获
取巨额利益。日前，已经“三进宫”的王强强（化名）再次
被东营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东营区作为胜利油田原油主产区，涉油犯罪多发。
区检察院聚焦涉油犯罪特点，综合开展犯罪打击、数字
模型创建、犯罪预防、环境建设等工作，为油田发展提
供司法保障。据统计，该院联手油地公安、油区护卫中
心等单位，累计打掉盗油团伙60余个，借助法律监督
模型共发现非法穿越施工类案监督线索22件。该院还
从防范企业内部腐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为企
业提供“点单式”法治服务，服务油田发展。

精准监督

守护群众“看病钱”

中国匹克球巡回赛

—东营站落幕

榜样示范引领

美德浸润人心

提供司法保障

“检”护能源安全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燕华飞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日前，在广饶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组
织的农机驾驶证考试现场，花官镇门圈村村民仲济洋
熟练操控着联合收割机，精准完成倒车入库、模拟田
间作业等实操项目。作为刚购置新农机的“新手”，
他迫切需要取得驾驶资格。令他惊喜的是，报名后不
仅很快参加了考试，而且从理论考试到实操考核，再
到领取驾驶证，整个过程不到半天就全部完成了。
  农机驾驶证“即过即发”是广饶县优化政务服务
的生动实践。该县通过将服务窗口前移、简化办理流
程，构建起“当日提交申请、全科连考、当场拿证”
的全新服务模式，极大缩短了办证周期。

家教润心田 家风传万家

农机驾驶证“即过即发”

助力抢农时

聚“智”成势，院士博士会集东营

16个国家级科创平台撬动产业创新升级

人才“抢着来” 产业“加速跑”

东营经开区市场化引育平台打造发展新引擎

  □记者 杨 珂 李广寅
  通讯员 薛文文 刘志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 月 5 日，天刚放亮，东
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唐家村村支书唐修亮
就一头“扎”进了麦浪里。“嘿，瞧这麦
穗！个个都憋着股劲儿，沉甸甸的！”唐
修亮一双糙手抚过金灿灿的麦秆，饱满的
麦穗在晨光的映射下晃动着，丰收的喜悦
溢于言表。
  “三年前这片地可是白花花的盐碱滩！
粮食种下去收不了几粒，野芦草却蹿得比谁
都欢实。”老唐咂咂嘴回忆道，那时候一翻
地，全是硬邦邦的白土坷垃，“硌得脚底板
生疼！可八百多亩地啊，不能撂荒，还得想
法子种粮！”他掏出手机，翻出一幅记账本
的照片介绍，2020 年他头一回试种麦子，
五百斤种子撒下去，总共才收上来八百斤。
“连着三年，年年倒贴！”说起这个，老唐
就叹气，这块地成了他心窝子里的一根
“刺”。
  转机在 2023 年。辛店街道成了全区盐
碱地改良的“试验田”，唐家村也划进了
试点。
  “想让庄稼长壮实，根子在治土！”
田垄间，每隔三十米就挖开两米深的农
沟、两米五的斗沟，地底下一米深处还埋
了 波 纹 暗 管 ， 这 套 “ 排 碱 透 析 ” 的 法
子——— 明沟强排加暗管吸盐，真把这块盐
碱地给“治”了。“如今土里的盐分从齁
嗓子的 0 . 9% 降到了 0 . 3% ，麦子总算不用
被‘腌咸菜’喽！”老唐心头的刺，算是
彻底拔掉了。“去年麦子一亩打了一千三
百八十多斤，一亩地能落一千八百元！今
年瞅这架势，稳稳超一千四百斤！”望着
眼前望不到边的金黄，老唐眼里的欢喜都
快溢出来了。
  说话间，村民唐宝宁正抱着一大捆杂草
从麦田里钻出来，拿袖子抹了把脸上的汗珠
子，冲老唐咧嘴笑：“可不咋的！老支书，

你看这麦穗多密实，瞅着就稀罕人！”
  “下周该开镰了吧？”一声问话，把沉
浸在喜悦里的老唐拉了回来。街道农业办主
任张光梅正沿着田埂风风火火地赶过来。
“嗯呐！收割机都备齐了，五台家伙什儿，
三天就能把这地‘剃’干净！”老唐应着，
“多亏了区里、镇上农技员的指点，水、
土、种子‘三管齐下’，帮咱挑了这耐盐

碱、省种子还高产的‘轮选49’，真是好
种儿！”
  “地可不能光使唤不养着，麦子收
了，还得接着种耐盐碱的大豆。今年，你
们村再扩种两百亩！”张光梅手里攥着新
绘的高标准农田规划图，给老唐“派活
儿”。“麦豆轮着种，地才越种越肥，这
活 儿 咱 必 须 接 ！ ” 老 唐 笑 呵 呵 地 应 承

下来。
  不远处，挖掘机轰隆隆地平整着新开
的盐碱地，沟渠管道的施工声，和着风里哗
啦啦的麦浪声，你呼我应——— 这片曾经没人
看好的“不毛之地”，正用它沉甸甸、金灿
灿的麦穗子，实实在在地讲着一个“盐碱窝
里长出金疙瘩”的丰收故事！

白花花盐碱地长出“金疙瘩”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刘玉平 报道
  本报广饶讯 仲夏时节，“三夏”农事
繁忙，广饶县51 万亩冬小麦迎来集中收获
期。令人惊喜的是，曾经低产的盐碱耕地，
经综合改造利用后，如今已成为丰收的“主
力军”。
  在广饶县盐碱耕地综合利用试点项目稻
庄片区，金黄的麦浪随风翻涌，联合收割机
在田间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饱满的
麦穗被卷入收割机，脱粒后的麦粒如金色溪
流，源源不断地流入运输车。
  “今年小麦大丰收！我种的‘师栾

02— 1’品种，产量比往年高不少。正常年
份，这个品种每亩产量约一千斤，今年每亩
能达到一千二三百斤，而且收购价比普通小
麦每斤高出两毛钱左右。”种粮大户侯永安
满脸喜悦地说。
  这片高产麦田，以前是轻度盐碱地，
农作物产量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去年，广
饶县入选全国支持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名
单后，投资2 . 02 亿元，实施盐碱耕地综合
利用试点项目。修建桥、涵、闸等各类水
工建筑物，硬化田间道路，衬砌渠道与排
沟，增施有机肥、氮肥……一系列举措让
盐碱耕地逐步蜕变为旱涝保收的“高产

田”。
  “现在灌溉管道直通地头，水源充足，
大大节省了人力和物力。田间道路四通八
达，小麦收获后能及时运出，特别方便，也
为后续粮食生产筑牢了根基。”侯永安深有
感触地说。
  麦收现场，广饶县的农技人员活跃在田
间地头，为农户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他们
宣传农机安全生产知识，指导农机手加快机
收进度、减少损耗，提醒农户禁止秸秆焚
烧，同时做好夏种、夏管各项工作，全力护
航“三夏”生产。
  从盐碱滩涂到“黄金粮仓”，这是“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在广饶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广饶县通过有机肥改良土壤、
推广优良品种、强化技术指导等一系列举
措，持续提升盐碱地效益，为粮食稳产增收
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该县不断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新
模式、新技术，通过农田综合开发、土地整
理、深挖沟渠排碱、配方施肥等措施，有效
降低土地盐碱化程度，大幅提升土地产出效
益。此外，当地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以蔬菜、食用菌等为主的特色
优势产业，实现农业增产增效，在盐碱地上
奏响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奋进乐章。

低产盐碱地变身丰收“主力军”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朱潇玲 报道
  改良后的盐碱地小麦长势良好。图为辛店街道唐家村党支部书记唐修亮（左）和村民在麦田里查看小麦成熟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