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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6 月底，山东华凌电缆有限公司研制
的“华龙一号”核电项目模拟件，计划出
厂进行第三方鉴定实验，这是为新型核电
站反应堆研发的特种电缆。
  这家民营企业从2008 年开始，就跟
一根电缆较上了劲，不断挑战极限， 60
年寿命的电缆为核电站保驾护航，-55℃
耐极寒电缆装上高铁。大国重器的背后，
离不开细分领域单项冠军的“托举”。
  在济南市章丘区经十东路华凌电缆科
创中心，一根不起眼的双层绝缘护套电
缆，是核电站不可或缺的“工业血管”，
也是这个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
看家本领。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邢立
江，正在为模拟件的出厂鉴定作最后的准
备，他和研发工程师们整整做了一年的各

种试验，确保在新型核电站内能够使用
60年。
  中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要求
电缆在60 年全生命周期内耐受大剂量辐
射，在地震、失水事故甚至爆堆等极端工
况下，仍然能够正常导电。在实验室内，
各种仪器设备就是验证什么样的配方能够
符合这些指标。比如防止热老化，工程师
们把材料放在150℃的高温中持续“烤”
1500 小时以上，据此反向推算正常工况的
使用寿命，并保留10%的安全裕度；而事
故工况下的考验更为严苛，需要接受大剂
量射线、高温高压等一系列破坏性测试。
  防老化只是电缆四大指标体系中的一
项，调整配方时还要兼顾阻燃、导电、塑
性等其他性能。这就跟中药配伍一样，很
容易顾此失彼。邢立江说，材料是电缆行
业的天花板。有时为了找到最佳平衡点，
微调几十次配方，平均每天打样3-5 个，
设备每年工作300 天以上，试验—失败—
再试验……
  华凌电缆技术中心主任黄延江表示，
虽然先后为荣成、石岛湾、海阳等多个核
电项目提供产品和服务，但核电站快速迭

代发展，每个堆型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
需要不断突破技术，始终奔跑在创新路
上。目前，他们已经开始研发下一代核电
产品，向80年寿命的目标努力。
  “材料不突破，电缆就是个加工
活！”邢立江说，这是华凌电缆早已刻到
基因里的共识。在研发核电电缆的过程
中，材料成为瓶颈，为此，他们积极寻求
国际合作。放眼全球，白俄罗斯在这个领
域的技术处于领先地位，2013 年，华凌
电缆与山东省科学院联合引进白俄罗斯国
家科学院高分子材料技术，成功实现电缆
材料转化，此后在海外共建实验室，研发
出能够替代进口的高性能尼龙增韧剂、
轨道交通耐低温尼龙波纹管等新材料产
品。黄延江表示，高铁用的车体线缆需
要长时间高速运行，要求寿命长，但是
在-40℃以下的极端情况下，绝缘层就很
容易脆裂。海外合作，让这些难题迎刃
而解。
  作为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华凌电
缆在核电电缆领域成功突围之后，又开始
挑战深海采矿电缆。“蛟龙号”这种大国
重器，对电缆的要求极高，目前，全球可

以生产这类电缆的企业屈指可数，主要依
赖进口。
  邢立江表示，随着深海勘探开采技术
的进步，深海采矿电缆可能是下一个风
口。电缆“下海”并非耐腐蚀那么简单，
海底作业通常在3000 米以下，这个深度
的工况复杂而极端，大温差、高水压，一
根电缆不仅供电、通信，还要吊装各类重
型设备，属于复合线缆，对技术指标要求
非常高。
  华凌电缆与中国海洋大学联合进行技
术攻关，在这一领域尽快破题，努力打通
海上能源开发的“生命线”。目前，华凌
电缆与上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等20 多
个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建立合
作，不断筑牢特种电缆的技术底盘。 
此外，在导体领域，华凌电缆也在积极试
水“铝代铜”，与魏桥集团共同研发铝合
金导体。邢立江告诉记者，铝的导电率只
有铜的60%，而且强度低、耐热差，最怕
发热引发安全事故。因此，研发团队正在
试验调整材料配方，降低铝线的升热速
度，同时在热载荷下提高导电率。

华凌电缆寿命长耐极寒，护航核电站、高铁运行

60年寿命电缆为核电站保驾护航
  □ 本报记者 曹儒峰 张文婷

  “扬尘问题解决了，蓝天又回来了！”6月20日，记者走进泰安
市泰山区红花荟盆景公园项目现场，数台炮雾机喷洒着水雾，道路上
干净整洁，家住周边的王大姐对现在的环境表示满意。
  “泰安市泰山区花卉市场东边大院渣土车运土产生扬尘污
染”——— 5 月3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泰山区交办了这一群
众反映的问题。
  泰山区第一时间责成相关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区、街道、村三级
立即联合赶赴现场调查，发现因地势低洼，现场回填了部分种植土，
然而在场地平整、种植土卸车过程中，扬尘管理措施未落实到位，产
生了扬尘。
  为有效抑制扬尘污染，泰山区对症下药，立行立改：加强场内保
洁，提高场内道路洒水频次，确保路面湿润整洁；严格车辆管理，进
出车辆必须经过洗车台，轮胎、底盘冲刷干净方可驶出，避免造成带
泥上路和扬尘污染；同时加大绿化力度，对已完成规整的地块，种植
苗木、草坪，减少裸露土地，提高场内绿化率。
  “我们举一反三，在全区开展类似问题排查整改，对各施工工
地、主次干道等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排查，严格落实防尘降尘措施。”
泰山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扬尘解决了 蓝天又回来了

  □ 本 报 记 者 李丽 周欣怡 
    本报通讯员 刘畅

  近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山东省医
学科学院）（以下简称“山一大”）被授
予全国文明校园称号。徜徉于山一大校
园，一步一景，石刻、雕塑、文化长廊，
绿树掩映，处处浸润着医学人文；教室、
实验室、手术室，师生医护员工精神昂
扬，干事创业氛围浓厚。
  “我是医学生，关键时刻就要往前
冲！”前往青海杂多县支教途中遇车祸，
连线专家进行必要处置的韩天扬；在暴雨
中停车，为摔倒女子挡住水流的梅书豪；
高铁上协助医生，救助突发疾病旅客的孙
娅婷……
  近年来，随着“领航工程”推进建
设，学校涌现出众多思想向上、品质向
善、行动向前的青年学子。学校党委组织
部负责人李亭介绍，“领航工程”是山一

大党委着力打造的党建品牌，主要围绕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目前，全校320 个支部共联系543 个学
生班级，已累计开展各类领航活动 2000
余次。”李亭表示。
  “领航工程”重在引领，强化陪伴，落脚
在解决学生实际问题。每一名党员都是领
航员，经常走进班级、时常走进宿舍、日常
活跃在微信群里，成为学生最信赖的人。
  “‘领航工程’以党建为引领，坚持
育人和育才相统一，成为学生成长道路上
的灯塔。从理论学习到社会实践，从科研
指导到心理疏导，我们努力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人文素养的医学卓越人才，不断为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学
校党委副书记王宇轩表示。
  在山一大的校史馆里，一部厚重的
“家谱”静静地诉说着学校的历史与荣
耀。山一大将百年沧桑凝练为“一部家

谱，五个故事”，让历史成为鲜活的思政
教材。西迁烽火中，师生将附属医院改为
“第十重伤医院”，在轰炸间隙开课；灭
病四连冠展厅里，王兆俊防治黑热病的铁
皮药箱锈迹斑斑，旁边是世界卫生组织的
赞誉碑——— “中国的成功经验”；楼德办
学的复原场景中，土坯墙上挂着师生自制
的骨骼标本，药碾旁堆着采摘的中草
药……
  “‘一部家谱，五个故事’不仅是对
学校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更是对学校精神
的传承与弘扬。它们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
了学校前行的道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
山一大人。”学校党委副书记吴向东表示。
  “数字人”教室内，临床医学专业本
科生刘柳戴上VR眼镜说道：“病人瞳孔
在放大！”她面前的“数字人”能模拟
2000 多种病症，甚至会对错误操作发出提
示。山一大教务部部长潘继红解释：“这
是学校基于医学大模型建设的医学教育智

能体，通过‘AI大模型+数字人’技术，
打造高度仿真的AI 数字病人和各类急伤
症救治情景，培养学生临床诊疗思维、操
作技能和医患沟通能力，提高医学人才培
养质量。”
  据了解，该系统采用先进的3D 建模
技术以及动作绑定技术，实现医学数字人
动态交互功能。“我们推进人工智能技术
与医学高等教育深度融合，通过构建病例
推演平台与数字人模拟系统两大智能体，
赋能学科发展，加速医学教育的数字化转
型。”山一大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部部长
范华说。
  “文明校园创建，是我们学校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抓手。”山一大党委书记刘思
金表示，“通过文明校园创建，提振了大
家的精气神，凝聚了干事创业的强大合
力。面向未来，我们将继续以文明创建聚
力，以团结奋斗成势，以改革创新制胜，
续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医”路奋进的文明校园

  □ 本 报 记 者 董卿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张涛

  前不久，一家智能制造企业和烟台高
新区洽谈投资合作，企业代表开门见山：
“土地、税收等政策各地都差不多，你们
烟台高新区的优势在哪里？”
  “在烟台各区市中，高新区虽然面积
最小，但是高校数量最多。我们有3所高
职院校、 1 所本科院校，另有一所民办本
科高校正在建设，每年能向企业输送约3
万名既贴合企业实际需求，又能充分发挥
专业特色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缓解企
业的用工难题。”烟台高新区经济发展局
副局长成克松说。
  听到这话，企业代表眉头舒展，当即
敲定合作建厂事宜。
  “职教资源、人才优势，正成为烟台
高新区招商引资、稳定投资的发展优
势。”烟台高新区管委分管负责人姜洋介
绍，近年来，该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

机制破壁垒、以平台促转化、以环境聚人
才，加速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链协同共
振，不断推动产教融合向深处融、向实处
走，形成了“高校赋能产业升级、城市反
哺高校建设”的良性循环。
  “6月到10月是生产旺季，我们需要
10 名机电专业的技术人员，能否帮忙协
调？”近日，烟台高新区一企业负责人打
来电话寻求帮助，烟台高新区管委工作人
员立即联系相关院校，派出对口专业的学
生前往企业实训，解了企业燃眉之急。
  机电、机器人、电商物流、药品质量
与安全……细细翻看烟台高新区各职业院
校的学科设置，可以发现，这些专业大多
数紧紧围绕当地主导产业。从专业设置上
贴近产业，已成为当地职业院校的共识。
  “走进教学楼，就像进入一座产业园
的写字楼里面，这里有专门的指导老师手
把手指导，还会有企业‘导师’教我们案
例实操，寒暑假也会去企业顶岗实习。”
烟台职业学院软件技术专业学生陈琛说。

  据介绍，烟台高新区还建立“学科+
产业”“专业+企业”动态匹配机制，推
动区内职业院校新增生物医药、智能建造
等紧缺专业15 个，建成国家级重点专业
20 余个，专业与产业匹配度达100%。与
此同时，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改革，打造“企
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模式，推动驻
区高校与万华化学、比亚迪、中集来福士等
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15 个，开设订单
班、现代学徒制班超百个。
  “这里的学生确实能干，专业水平也
高。”烟台某海工装备企业负责人说，“学校
课程设置与企业需求接轨，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学校借助企业资源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和水平，企业借助学校平台开展经营提
升和科技创新，‘校企共育’实现双赢。”
  “我们推动驻区高校参与各级产教融
合共同体共计158 个，帮助烟台职业学院
牵头成立黄渤海新区产教联合体和烟台高
新区产教联合体，烟台职业学院成为全省
唯一一个牵头两个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高职

院校。”烟台高新区教体局局长李强介
绍，该区还积极探索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引
共用人才机制，鼓励支持高校老师在区内
创新创业。目前，高校老师在全区孵化器
内创办企业12 家，烟台职业学院19 名博
士通过联合申报课题、开展技术服务等方
式，与企业进行合作。
  高校赋能产业升级，城市也在反哺高
校建设。在烟台高新区，一系列利好职业
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继落地。“比如，
我们聚焦土地、资金等要素发力，供应
700 亩稀缺沿海土地支持烟台理工学院二
期建设，对山东城市服务职业学院、山东
商务职业学院在建项目实行‘专员包联’
服务，提升项目建设进度。我们还累计投
入7000 万元新建学府东路、科创路等4条
配套道路，优化6条公交专线及共享单车
接驳点布局，构建起‘高校—产业园—核
心商圈’ 15 分钟通勤圈，提升师生出行
效率和便利。”烟台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
局高级主办刘聪介绍。

“土地税收等政策各地都差不多，你们烟台高新区的优势在哪里？”

奔着3万技能人才来投资

  □ 本报记者 张文婷

  6 月23 日，记者来到邹平市黄山街道鹤伴二路西南侧，曾经的建
筑垃圾堆已清理一空，场地平整完成，并设立了醒目的警示标志。
“小区边没有了成堆的垃圾，晚上出来散步的人更多了。”附近抱印
小区一居民告诉记者。
  6 月14 日，群众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反映邹平市黄山街道
抱印小区北侧每日17 ：00 左右被倾倒大量建筑垃圾，对周边环境和
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收到转办的信访件后，黄山街道办事处立即开展
实地核查，查明问题地点实为抱印小区院墙外鹤伴二路西首南侧50
米处，现场堆积装修垃圾、杂草枯木等，占地面积约200 平方米。垃
圾主要来源于抱印小区及邻近的金桂园小区、天玺苑小区，因物业监
管缺失，业主和装修公司随意倾倒垃圾，形成长期污染源。
　　针对已核实问题，黄山街道办事处责令涉事三家物业公司委托有
资质单位清运，全部垃圾已于6月15日前清理完毕。相关物业公司对
垃圾堆放点进行了围挡封闭，现场设置警示标志，并加装监控摄像
头，防止垃圾乱倾倒再次发生。
  “我们将加强宣传引导和日常巡查监管，督促物业公司落实管理责
任，合理设置装修垃圾投放点，做好装修垃圾规范化处置。”黄山街道办
事处有关负责人表示，为清除治理盲区，下一步将强化技防（监控）+人
防（巡逻）手段，填补监管缝隙，同时以举报奖励等形式动员群众参与，
形成垃圾“源头分类—规范投放—定时清运”的闭环。

垃圾清走了 散步的人多了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一张来自重庆市医疗机构的财政电子票据，
在滨州市成功完成了异地报销结算，标志着我省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
销的首笔业务落地。据介绍，今后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应用场景，
将由医疗领域向其他公共服务领域拓展，逐步形成具有山东特色、智
慧便捷的“跨省通办”票据服务体系。
  山东作为全国首批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报销试点省份，财政与卫
健、人社等部门通力协作、加强配合，聚焦群众关心的异地就医结算
费用报销等公共服务领域，科学选取试点单位和试点市，扎实推进试
点工作，在全国率先实现与其他试点省份财政电子票据跨省查验、互
认、报销和信息反馈，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票据跨省报销服务，大
大缩短报销时间、有效节约报销成本，同时，还避免了使用纸质票据
可能存在的丢失、损坏、造假等问题。
  据介绍，下一步，山东将加快推动试点市之外的其他市开展财政
电子票据跨省报销业务，持续提升财政电子票据社会化应用水平。

山东财政电子票据
跨省报销首单落地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为促进和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聚青发展，6月27
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会，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青年人才聚
青就业创业的若干措施》。作为吸引青年人才的“政策包”，《若干措施》
共包括8个方面28条举措，从就业创业、培训科研、住房安居，到子女入
学、交友婚恋、文旅消费等方面，全面增强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
  就业有岗位。青岛将推进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硕博研究生实
习计划、“10+1 ”创新型产业体系就业支撑计划，每年举办招聘活
动1000场次以上，发布就业岗位40万个以上。
  创业有扶持。青岛将进一步强化创业扶持，对符合条件的来青创业
青年人才，给予最高1 . 2 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个人申请20万元及以下
创业担保贷款的，免除反担保要求并给予全额贴息；创办小微企业的，可
申请最高4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并按实际贷款利率的50%给予贴息等。
  科研有助力。青岛将举办青岛市大学生科技节，开放青岛市揭榜挂帅
平台，为青年人才参与全市重点产业科技创新提供场景和项目支持。支持
博士后聚青发展，对进站（基地）博士后连续两年给予每月7000-13000元的
生活资助，对博士后承担的创新项目，最高可给予10万元项目资助。
  《若干措施》还聚焦青年人才对居住、子女入学入托等关切事
项，大力整合人社、卫健、教育等部门资源，努力为青年人才在青就
业创业破除后顾之忧。
  着力减轻租购住房压力。对在青就业落户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按照
博士每月1200 元、硕士每月800元、本科每月500元标准，发放不超过36
个月的住房补贴。对在青创新创业落户并购买唯一商品住宅的40周岁
以下博士、35 周岁以下硕士，分别给予15万元、10 万元一次性安家费。
  着力减轻照护婴幼儿经济负担。加强青年人才子女入托入学服
务，对备案托育机构在托普惠性托位按照二孩500 元、三孩600 元每
人每月进行补助（机构和托育家庭各补助50%）。

青岛发布28条政策措施
促进青年人才聚青就业创业

  □记者 梁利杰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 6 月 28 日讯 经过前
期道路测试与验证，济南市首条L4
级自动驾驶智能网联公交线路——— 智
能网联公交2号线今天正式向市民乘
客开启预约体验。
  此次市民预约体验的线路采用
L4 级自动驾驶车辆，属于高度自动
驾驶，车辆的所有驾驶操作全程无须
人员介入。车辆在运行场景下，具备
交通信号及道路标识标线识别、自主
超车、自动避障、精确进站等功能。
  据悉，该线路每周六、周日运
行，每辆车限载9名乘客，配备一名
安全员，车辆实行一人一座。如遇特
殊情况，安全员可随时接管车辆，并
进行一键制动。
   6 月 27 日，L4 级智能网联公
交2号线进行测试。

济南首条L4级

自动驾驶公交线路

乘坐体验

  （上接第一版）本批信访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420 个，其中水污
染问题87个、大气污染问题129个、土壤污染问题56个、生态破坏问
题56个、噪声污染问题61个、海洋污染问题1个、其他问题30个。
  截至28 日，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我省交办信访
件6127 件，其中重点关注件438 件。交办的信访件中，涉及济南市
1105 件、青岛市945 件、淄博市397 件、枣庄市220 件、东营市185
件、烟台市506 件、潍坊市484 件、济宁市247 件、泰安市199 件、威
海市176件、日照市274件、临沂市646件、德州市117件、聊城市213
件、滨州市276 件、菏泽市110 件、省直27 件；涉及生态环境问题
8392个，其中水污染问题1581个、大气污染问题2537个、土壤污染问
题1391 个、生态破坏问题1235 个、噪声污染问题1036 个、辐射污染
问题36个、海洋污染问题51个、其他问题52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