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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张康 通讯员 宋志伟 张文晓 报
道）近日，沾化区住建局举行“讲
好故事颂党恩”朗诵比赛暨“最
美住建人”颁奖活动。

活动中，18组选手带来了

精彩的朗诵表演，一个个令人
感动、充满正能量的住建故事
催人奋进。经过激烈角逐，该
局工程科代表队和徒骇河公
园管理服务股代表队获得一
等奖。

沾化住建系统
“讲好故事颂党恩”

惠民县建成全市首家
村级家风馆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董锋磊 通讯员 吴群群 李翠娥
贾宝君 报道)惠民县创新拓展

“美丽庭院”建设的内涵品质，将
家庭环境美化与家风家教深度融
合，画出乡村振兴同心圆。

在惠民县纪委、县委组织
部、县委宣传部的支持下，县妇
联联合皂户李镇在后找李村打
造建成全市第一家村级家风馆。

后找李村家风馆以“爱·家”
为主题，设在村庄中心位置，北
面正房是家风馆和积分超市，广
场西侧是家风长廊、孝善食堂，
东侧是家风舞台。走进后找李
村家风馆，醒目处悬挂展示名人
家风家训、拥兵报国红色记忆、
村风村情变化展示等明显家风

印记。一张张生动真实的历史
照片、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家庭故
事、一条条经典传世的家风家训，
更是让前来参观的村民印象深
刻，在观察学习中，体悟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后找李村党支部书记张军
说，“设立家风馆是为了促进尊老
爱幼、互相帮助这些优良传统的
发扬。让村里人学习良好家风，
以村风带民风，让良风习俗赓续
传承。”

后找李村还建起孝善食堂，
方便村里的老人孩子。每年举办

“婆婆和儿媳共缝一床被”活动，
促进婆媳关系改善提升，通过拉
家常，表扬先进，将质朴的村风民
风浸润每位村民的美好生活。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伟 时洪剑 报道）11 月 3日,

“在知爱建筑梦滨州 金银携手惠
民助企”住房公积金与合作金融
机构集中签约仪式在渤海先进
技术研究院举行。

此次签约,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与中国建设银行滨州分行
进行全面战略合作,与滨州农商
银行、潍坊银行滨州分行、兴业银
行滨州分行签约构建信息化合
作、数据共享机制,为缴存企业和
缴存职工提供更多公积金业务服
务和金融服务。活动现场,4家银
行为部分企业授信,总额度达
8800万元。

近年来,滨州公积金以全方
位办好人民满意的公积金为中
心、以党建为统领、以改革为动

力,聚焦构建与银行的联动体系,
持续推进“一次办好”为民服务,
积极推进大数据应用、数据共享
交换平台建设,信息交互流程体
系不断完善。目前,滨州公积金
已实现线上线下“无差别受理、同
标准办理”。建立了以综合服务
平台为依托,八大服务渠道为支
撑,爱山东手机App平台、支付
宝、抖音相互补充的“1+8+3”信
息化综合服务体系；应用人脸识
别技术、智能免填单、电子证照、
电子签章等技术，25项业务实现
秒批秒办，住房公积金领域内的
政务服务事项全部实现网上办
理；同时加速跨省通办,通过住
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联接全国
341家中心,32项跨省和全省通
办事项实现了及时办、快速办。

市住房公积金与合作金融机
构集中签约仪式举行

4家银行为部分企业授信
总额度达8800万元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裴庆力 通讯员 王赞 赵洪骁 尚
拥军 报道）10月16日，滨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不动产登记部
门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行市主城
区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全程网
办”模式的通告》，自即日起，市
主城区全面实行新建商品房转
移登记“全程网办”。此项新举
措，标志着企业和群众期待的不
动产登记“全网办、零跑腿、加速
度”全部实现。

10月 16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不动产登记部门印发了
《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全程网
办”实施方案》，通过加强部门协
作、实施数据共享、优化网办流
程、取消线下核验等举措，推动登
记申请、身份核验、领取不动产电
子证照等各环节实现全流程网上办
理。有效化解了购房人从交房到拿
证需要跑多处、时间长等难题。

以往群众申请办理新建商
品房不动产权证时，要跑开发企
业售楼处、政务服务中心不动产
登记、税务等多个地点、多个窗
口。自今年9月起，不动产登记
部门联合税务部门，与开发企业
积极对接并进行业务指导，先后

在滨州天通置业有限公司天泰
学府壹号住宅小区、滨州新湖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湖玫瑰园
住宅小区、滨州安联置业有限公
司安联-风度柏林住宅小区就

“全程网办”开展了试点工作。
综合运用“互联网+网签、不动产
登记”、电子税务局、电子证照等
技术手段，通过网上推税，共享
合同，核税信息、税票，审核前
置，将多环节合并为一，实现“一
个环节、全程网办、即时办结”。

随着登记财产领域优化营
商环境改革的推进，新建商品房
转移登记业务实现“全程网办”，
进一步扩大了线上办理不动产
登记业务的种类，让企业和群众
切实享受政策带来的方便和实
惠。目前，滨州市主城区已设立
15个乡镇（街道）便民服务点和
106个开发企业便民服务点，在
此基础上连续出台新建商品房

“交房即交证”“单方申请”“全程
网办”等政策，实现“四减”（减环
节、减材料、减跑动、减时限），打
出一套便民服务“组合拳”，弹好
优化营商“协奏曲”。

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全程
网办”模式的实施，让企业实现

“自主办、即时办、零跑腿”；让群
众“只需来到售楼处，喜获房子
和证书”。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不动产登记部门用“全程网办”
的最新模式、“即时办结”的最快
速度、“便民利企”的最新举措，以
实际行动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让市民办理不动产登记更便捷。

滨州市主城区新建商品房
转移登记实现“全程网办”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杨雪瑞 报道)记者从
11月3日召开的“在知爱建”全市
科技工作发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党的十八大以来,市委、市政
府将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引导创新资源向创新活动
集聚,系统性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
境,科创助推高质量发展、支撑新
旧动能转换的作用持续显现。

贯彻新发展理念,
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

在2019年成立市科技领导小
组的基础上,今年7月成立全省首
个实体化运行的市委科技创新委
员会,探索建立了“一个全域科创
布局、两个专门机构保障、三项工
作制度配套、四个界别专项运行”
的工作模式,为全省科技创新委员
会实体化运行探索了新路径。

突出“抓战略、抓改革、抓规
划、抓服务”,先后出台《关于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强化科技创新支撑
新旧动能转换的实施意见》《关于
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实施意见》《滨州市渤海科技创新
券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构建起
涵盖创新全链条的科技创新政策
体系。

全市科技创新综合水平指数
上升至全省第7位,提高幅度列全
省第2位；创新资源指数列全省
第 3位；科技领域考核指标连续
两年取得全省第1名的成绩。滨
州市科技局被省委、省政府授予

“山东省人民满意公务员集体”荣
誉称号。

聚力高能级平台建设,
打造创新驱动“强力引擎”

自2019年起,扎实推进以渤
海先进技术研究院、魏桥国科研究
院为双核的“五院十校N基地”全
域创新布局建设。截至目前,渤海
先进技术研究院聚集800余项科
研服务资源,创新要素加速整合,
放大效应持续显现。魏桥国科研
究院光刻胶项目试生产成功,铝基
复材项目正式投产。

通过山东省铝基复合材料重
点实验室建设,完成首批7个研发
项目立项,投资额1.1亿元。组建
山东省高端铝制造与应用创新创
业共同体,实施科技研发项目11
项,带动链条企业研发投入1.2亿
元。同时,结合产业共性需求,布
局了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和

新型研发机构三类定位清晰、有机
衔接的市级科技研发平台体系。
目前,已累计培育市级以上重点实
验室58家、技术创新中心8家、新
型研发机构28家,成为全市高层
次人才聚集、重大技术攻关、重大
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载体。

突出企业主体作用,
推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

建立科技型企业链条式梯次
培育机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总量
从2012年的56家增加到2021年
的392家,增长7倍,典型经验做法
受到省政府通报表扬。

建立研发投入激励机制,2021
年度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
到3.49%,列全省第1位,实现了“两
连冠”;全社会研发投入经费历史上
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成为我省
第7个研发投入过百亿的地市。

实施产业集群科技创新工程,
培育滨州市创新型产业集群4家,
先后获批国家高端铝材、创新型产
业集群试点(培育),国家高端铝材
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玉米精深加
工、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优化人才引育环境,
强化基础支撑服务能力

聚焦“人才+科技”,实施人才

“百千万”工程、“三进三创”工程,
建立高层次人才服务“绿色通道”,
对高层次人才的资料查阅、研发实
验、仪器设备等需求,给予全力支
持。

链接科技部人才中心高层次
人才资源库,成功获批科技领军人
才(滨州)创新驱动中心。依托渤海
先进技术研究院、魏桥国科高等技
术研究院,成功争创首批省级开放
式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

2017年以来,共入选国家级
重点人才计划6人,科技部创新人
才推进计划2人,泰山产业领军人
才12人,山东省外国专家项目9人
(团队),以及省级以上各类引智项
目35项。

扩大科技合作交流,
借智借力借势共赢发展

探索出“企业出题点题、政府
牵线搭桥、高校院所参与”的产学
研合作新模式,滨州市先后与清华
大学、中科院沈阳分院、山东产业
技术研究院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
心、滨州中心和滨州铝谷中心。全
市有39家企业与13家“中科系”院
所开展战略合作,实现超高精细光
刻胶、铝基复材、弹性应变传感器、
激光选通成像等一批国字号科研
成果批量转化、落地试产。

2021年度滨州全社会研发
投入经费首次突破100亿元

科创助推高质量发展、支撑新旧动能转换作用持续显现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杨雪瑞 报道)记者从
11月3日召开的全市科技工作发
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围绕
做好科创引领争先向前文章,市
科技局将聚焦产教融合、实业创
新,进一步强化“政产学研金服
用”创新要素深度融合,夯实创
新基础、激发创新动能、助力产
业升级,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
量”转化为滨州跨越发展的“最大
增量”。

做强“研发投入”与
“成果转化”两个关键

从研发平台、研发项目、科技
人才、科创企业培育进行全链条支
持,建立研发投入激励机制,全社
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在全省实
现了从2018年第9位、2019年第3
位到2020年第1位的“三级跳”。
2021年滨州市研发投入强度增至
3.49%,较2018年增长1.16个百分
点,分别高于全国、全省1.05个和
1.15个百分点。同时,加大创新生
态构筑、服务升级和资源整合力
度,组织高校院所、创新平台、科技
人员和团队深入企业,畅通科技成
果转化渠道,提高全社会“创新浓

度”,近年来技术合同交易额年均
增幅达到30%以上。

下一步,我市将重点推进山东
滨州开放式大学科技园建设试点,
以管理体制机制、运营管理模式创
新为突破点,集聚省内外高校科技
资源,搭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共享
平台,力争到2023年基本建成“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科技人才培养、
科技企业孵化”为主功能的开放式
大学科技园。

做通“自下而上”与
“自上而下”两个途径

坚持需求导向,深耕“政产学
研金服用”融合创新格局,探索学
科与产业互动新模式,以创新联
合体形式实现通融创新。一是围
绕生态纺织、高端铝、绿色化工等
优势产业需求,开展自下而上式
技术攻关。组建山东省高端铝制
造与应用创新创业共同体,以“事
业”为核心,以“利益”为纽带,吸
引45家涉铝企业组团形成“规模
效应、集约效应”,缺什么建什么、
需要什么引进什么,解决单个企
业做不了、不愿做、做了不合算的
问题。二是着眼于未来产业布
局,建立魏桥国科高等技术研究

院,向上支持大学的特色学科建
设,向下赋能新兴产业的发展,开
展自上而下式创新,目前已启动
56个科研项目,配套的科研实验
平台28个,总投资额共计约8.1亿
元,涉及仿生技术、网络巡飞、海
洋工程装备等领域,其中超高精
细光刻胶项目已成功实现试生
产,突破我国高端光刻胶“卡脖
子”难题。

下一步,我市将进一步完善重
大科技项目储备库,新储备100项
重大科技项目,高质量实施一批具
备引领性强、集成度高的“补链”

“延链”研发项目,推动重点优势产
业集群化创新。

做好“主体培育”与
“平台塑成”两个载体

着眼于提升创新资源集聚度
和创新主体活跃度,实施两个行
动。一是实施科技型企业梯次培
育三年行动,构建“泛科技型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后备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型领军企业”五级梯度培育
体系,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分别由 2018 年的 134 家、
124 家增长至 2021 年的 736 家、

392 家,均实现大幅度倍增。二
是科技创新平台升级行动。近年
来,我市先后获批立项山东省重
质油加工技术创新中心、山东省
医疗健康纺织材料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铝基复合材料重点实验
室。同时,积极探索研发机构运
行模式创新,培育市级新型研发
机构 28 家,其中 14 家已同步备
案为省级新型研发机构,涵盖铝
产业、化工、纺织、新材料、智能制
造、现代农业、资源环境等重点产
业,形成一批创新能力强、驱动效
益明显的新型研发机构集聚发展
的良好局面。

下一步,我市将启动新一轮
高新技术企业三年倍增计划,进
一步完善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
体系,持续推动高新技术企业扩
容提质。制定《滨州市重点实验
室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加快新
型研发机构培育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按照高能级平台、融合协
同创新平台、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等功能,加快重塑科创平台建设
体系,体系化布局一批市级重点
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和创新创
业共同体,打造科技创新策源新
引擎。

聚焦产教融合、实业创新,进一步强化“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要素深度融合

我市力争明年建成省级开放式大学科技园

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李
淑霞 通讯员 杨雪瑞 报道)记者从
11月3日召开的全市科技工作发
展成就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围绕深
化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我市坚持用开放的思维抓科
技、用合作的理念促创新,精准对
接转换所需、企业所盼,先后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全市
技术转移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让企业需求“上接天线”,让高校院
所成果“下接地线”。

政府引导,建立常态
机制

深耕“渤海科创汇”品牌,以京
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重点,举
办200人左右的对接活动6场、中
小型活动200余场次,并与哈尔滨
工业大学(威海)、中科院青能所、过
程工程研究所、苏州纳米所、东华
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开
展产学研对接。2018年以来,全
市企业与高校、院所签署各类产学

研合作协议累计1000余项。
今年以来,围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十强产业前沿
科技成果推介等,邀请中科院等高
校院所30余名专家学者来滨,深
入企业调研对接,科技部创新人才
驱动中心(滨州)、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产学研实践基地、
滨化中央研究院揭牌。

产研融合,打造示范
样板

出台《滨州市全面推动产学研
协同创新管理办法》《滨州市技术
转移转化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持
续建设和完善技术转移体系。
2018年以来,全市技术合同成交
额年均增长30%以上,滨州学院科
研处成功备案省级技术转移转化
服务机构,滨城区、沾化区成功创
建山东省技术转移先进县。

西王特钢与中科院金属研究
所开展战略合作,以股权换技术,
打造了创新驱动、引智转型的“西
王模式”,双方共建了全国第一条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装备
用钢清洁智能制备示范线”,成功
研发了一大批新材料钢轨、高速
动车车轴钢、国家重点工程用钢、
海工钢、军工钢等高端特殊用钢
120种。在西王集团等龙头企业
的示范带动下,我市企业与中科
院的合作取得一系列共赢成果。
侨昌化学有限公司与中科院上海
有机化学所联合开发的除草剂系
列农化产品,被认定为国家重点
新产品,累计推广面积5000多万
亩;邹平大展纳米新材料公司与
中科院金属材料研究所在碳纳米
管、纳米轮胎、石墨烯等领域的合
作,加快了产品高新技术产业化,
提高了企业在国内同行业中的竞
争力。

双招双引,打造融合
生态

自2021年起,连续两年实施
科技服务“对标诊断”行动,建立产
学研合作专项服务队,为企业提供

“1345”服务方案：即一个企业提出

1个技术需求,科技系统联系对接
3个科研成果、4个高校或科研院
所、5个行业专家；1个高校、科研
院所推介1个科研成果,科技系统
对接3个技术需求、4家同行业企
业、5个转型升级企业。

特别是今年3月份疫情期间,
市科技局立足“急愁盼”、摸需求,
着眼“疫情后”、送成果,通过电话、
问卷、视频会议等形式,摸排企业
800余家,征集技术合作、需求清
单 118 余项,发布最新科研成果
500余项,通过需求与成果双向匹
配,提高对接效率。

此外,利用“互联网+”创新
创业服务,整合全市创新创业资
源要素,实现科研信息发布、项目
申报、成果登记、业务查询、资源
共享、文献信息等创新服务全部
网上办理,为科技创新创业、产学
研合作对接提供专业、便利、高
效、务实的科技服务。今年以来,
全市累计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
454项。

让企业需求“上接天线”,让高校院所成果“下接地线”

2018年以来签署产学研合作协议1000余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