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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看台
本报记者 张佳星

“去年有 86个参赛项目落户烟台，今年我们

将继续从创新体制、完善政策、搭建平台、优化

服务等 4 个层面服务参赛获奖项目落地。”5 月

29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李朝晖宣布，从现

在起到 8 月份，烟台市将集中三个月时间举办

“2019年中国·烟台海内外精英创业大赛”，吸引

优秀人才到烟台创新创业。

海内外精英大赛的“虹吸”效应将吸引大量

人才“驻足”烟台，但要将人才留下来，且与本地

的产业发展相结合，考验着烟台的留人智慧。

除了完善度高、周全的“四面体式”配套服务之

外，烟台的惜才、爱才、助才，此次还体现在用才

的不拘一格上——大赛上的创业精英有望直接

纳入“双百计划”，获百万资助。

厚植产业优势，形成人
才“磁力”
“近些年，除了北上广深之外，也有很多不

同的地方成为人才高地，这些地区都有自己的

特色，而烟台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它的海洋蓝

色产业、黄金产业等，有的需要重点发展，有的

需要转型升级，对人才施展创新力有着很大的

吸引力。”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处处长祝素

娜表示，地方一旦形成产业聚集效应，就是对人

才的巨大“磁力”。

2015 年 12 月，烟台市发布《关于深化拓展

高端人才（团队）引“双百计划”的意见》（以下简

称“双百意见”），对产业集群的重点进行了梳

理，意见中指出，围绕机械制造、电子信息、食品

加工、黄金、现代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领域，新

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技术、高端装备

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和金融保险、文化创意、现代物流、中介服务等

现代服务业领域，引进 100 名高端创新人才和

100名高端创业人才。

烟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少娜介绍，烟台

通过厚植产业优势，培育形成了装备制造、电子

信息、食品加工、黄金、现代化工、汽车 6 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和 17个百亿级企业方阵。目前正在

大力发展现代海洋、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

化工、文化旅游、医养健康、高效农业、现代物流

八大主导产业。

创新评价机制，为创业
人才减负

根据“双百意见”，评审工作一般每年组织

1—2 次。需要申报推荐和资格审查，才能确定

候选人选。而参加此次大赛的创业项目类人

选，若获得二等奖及以上，在大赛结束一年内在

烟注册企业并符合烟台市“双百计划”高端创业

人才条件的，可获得来年烟台市“双百计划”初

步入选资格，经考察评估、社会公示、报批审定

等程序无异议的，可直接纳入烟台市“双百计

划”高端创业人才第一层次，给予 300 万元创业

资助，并享受其他有关待遇。

创业人才将无需再通过申报推荐、资格审

查等步骤。这种“赛中选优”的机制创新，不仅

减免了创业人才的很多麻烦和重复工作，还从

实际出发对人才的创业软实力给予肯定。

据介绍，烟台市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双

招双引”工作的意见》等 30 多个人才政策，大力

实施高端人才引进“双百计划”，推出“人才新政

15 条”等工作，目前拥有各类人才 175 万人，高

层次人才 8.7 万人，省级以上工程人才 1000 多

名，每年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400 多人，常年在

烟工作的外国籍人才 2800多人。

建园区配资助，解决创
业人才“痛点”

好的人才要有适宜的“土壤”才能开花结

果、壮硕成长，而创业企业最大的“痛点”就是先

解决活下去的问题，也尤其渴望地域和资金的

扶助。

为此，对于此次大赛获奖的创业项目，主办

方将组织烟台高层次人才创业园、有关创业园

区、专业投资机构与获奖项目进行对接，为项目

转化实施提供服务和资金支持，加速项目落地

发展。获奖项目将主要落户烟台高层次人才创

业园。

李少娜介绍，高层次人才创业园是高层次

人才创新创业的集聚中心和示范基地，通过人

才、技术、项目一体化引进模式，服务全市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目前园区在烟台高新区、

莱山区、福山区和开发区设立四个分园，分别

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为特色产

业。高层次人才创业园将对获奖项目给予创

业扶持资金、创业启动资金（股权投资）、房租

减免、产业化扶持、生活居住保障等全方位资

助扶持。

另外，烟台市还有 10 余个优质创新创业载

体供人才项目落户，有的园区还设有公共研发、

公共检测、成果转化等公共平台。另外还有龙

口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蓬莱化工产业园、栖霞开

发区、莱州开发区等特色园区供选择，对于每一

个选择烟台的人才项目，烟台市有关部门及各

园区将拿出最优惠的政策和最专业的团队，提

供科研场所、办公用房、启动资金、户口、教育、

医疗等全方位服务保障，帮助创业项目落地生

根、顺利转化。

创业大赛之后咋留人？烟台使出这几招

首个
云南与腾讯开启新文旅融合合作

打造新型数字文旅模式，释放文旅新动能。主题为“智慧旅游 让生活

更美好”的 2019云南国际智慧旅游大会近日在昆明举行。

大会当天，云南省与腾讯共同发布“云南新文旅 IP 战略合作计划”，据

悉，这是首个省级文旅融合实践，也是腾讯“新文创”战略提出以来首次立足

一个省份的落地实践。

“云南新文旅 IP战略合作”的核心，是基于腾讯“一部手机游云南”的基

础，用“新文创”的 IP化思维，汇集腾讯旗下游戏、动漫、影视、音乐等众多内

容业务，并调用 QQ、小程序等数字化工具，重点助力云南文旅“五个计划”

的实现，即：“云南云”IP塑造、大滇西旅游环线推广、丽江数字小镇建设、网

红目的地孵化、新文创文旅品牌共建。

作为旅游大省，云南是率先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省份。2017 年，云南省就与腾讯合作，启动“一部手机游云南”等智慧旅游

项目，充分利用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深耕文旅产业。

今年，当地将逐步引入腾讯的文化 IP资源，为云南打造全新的旅游形象。

（记者赵汉斌）

4000亿元
北京顺义加快推动5G产业发展

近日，由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 2019首届北京 5G产业与金融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 215家金融机构

和 293 家 5G 相关企业 600 余人参加活动。此次论坛以顺义区“国家产融合

作试点城市”为平台，聚焦“5G时代与金融赋能”。

近年来，北京顺义区全力构建“3+4+1”的高精尖主导产业新格局，加快

推动以 5G 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发展。研究制定《北京市顺义区 5G 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加快培育 5G新应用、新商业模式，推进 5G企业聚集。特别是针

对顺义区自动驾驶、车联网、工业互联网等功能需求，积极推动 5G基础设施

建设，率先开展 5G 典型场景的示范应用，并向民生服务、先进制造、城市管

理延伸，实现 5G 行业应用引领，为 5G 企业在顺义发展打造便利化、智能化

应用平台。

5G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活水灌溉。据了解，目前顺义已成为

北京第二大融资租赁聚集地，国创基金、国投基金、中交基金、中铝基金等

80 余支优质基金先后落户，基金管理规模达到 1.8 万亿元，其中产业基金

4000亿元，将为 5G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记者华凌）

22名
长沙首批产业链科技特派员领证上岗

在日前举行的 2019 年湖南（长沙）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该市首批 22

名产业链科技特派员现场“领证”，获颁聘书，准备正式到 22 条工业产业

链上岗。

为促进长沙创新驱动发展，长沙市委市政府推出了科技创新“1+4”政

策 体 系 ，启 动 了《长 沙 市“ 工 业 科 技 特 派 员 ”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17—

2019）》。过去两年中，已“派发”105 名工业科技特派员深入科技型企业开

展系列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活动，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实际技术问

题，反响颇好。

长沙市科技局局长郭塨介绍，为促进长沙市“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营商

环境优化年”建设，今年完善和增加了工业科技特派员派遣方式，为长沙市

22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布局科技特派员，促进产业链科技创新。最终，

从该市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 9 院校 82 名专家中，遴选出

了首批 22 名产业链科技特派员。这 22 名“新人”，未来一年将服务相关产

业链上的企业，帮助解决一般性技术问题，牵头解决产业链关键共性技术

问题。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梁雄）

1000余万条
宁夏打造“互联网+医疗健康”西部样板

5 月 29 日，国家卫健委“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及便民惠民服务专题

新闻发布会在宁夏银川举办。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宁夏利用“互联网+”

探索打造出了解决医疗资源短缺难题的西部样板。

2018年 7月，宁夏“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区正式获批。按照全区一盘

棋的思路，宁夏远程医疗服务平台已向上接通国家级医疗单位 30 家，向下

接通自治区、市、县、乡医疗机构 225 家，初步实现了居民健康档案、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等信息互联互通。目前，全区全民健康

信息平台汇聚电子病历数据已达 1000余万条，对接医保信息 1.1亿余条、公

安户籍信息 570万余条，实现疫苗流通全过程实时监控，血液采集、检测、制

备、供应和调配一体化管理，120医疗救援全区统一调度。

另外，宁夏积极培育互联网+健康产业，银川和中卫两市加快推进国家

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和产业园建设；出台 10 多个政策文件，建成全区互联

网医院在线监管平台，对线上医疗服务行为进行全程监管。 （王迎霞）

“在柑橘现在的保果阶段，怎样才能提高

产量，具体的措施有哪些？”

提出问题没多久，四川苍溪县江陵镇笋

子沟村柑橘种植大户何安祥就在“科技扶贫

在线”手机平台上收到了县柑橘专家罗友成

的回复。

“我们一个村每年的农业‘在线问答’都达

到 300 条。”笋子沟村科技扶贫驿站专员张家

安说，在当地不仅专家能够随时在线答疑，遇

到重大农业问题还可以邀请省里、市里的农业

专家现场把脉，“依靠科技扶贫，全村脱贫致富

的步子正越迈越大”。

5 月底，科技日报记者走访四川广元、巴

中等四川秦巴山区脱贫攻坚一线看到，无论是

种植养殖合作社、道地药材种植片区，还是柑

橘、枇杷、猕猴桃等“一村一品”农业产业园区，

科技正成为当地农业产业提档升级的有力支

撑，为解决“两不愁、三保障”奠定坚实基础。

江陵镇笋子沟村在上世纪 70 年代便是广

元远近闻名的柑橘大村，全村柑橘种植面积达

600余亩。但进入上世纪 90年代，由于品种不

佳、种植方法落后，曾红彤彤的“致富果”变得

暗淡无光。

“我们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种植

上遇到问题常常不知所措。”张家安回忆说，当

时遇到难题，柑橘种植户多选择咨询卖农药、卖

化肥的商贩，测土配方、科学种植更无从谈起。

2016 年“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启动建

设，“互联网+科技+扶贫”的新型科技服务模

式，也为笋子沟村带来了曙光。通过与专家

“线上线下”无缝衔接，以及科学育种、施肥、种

植等手段，全村柑橘产值连年翻番。

“2017 年我家柑橘出现不明原因的树枝

抽条死亡。通过‘扶贫在线’上报，省市专家迅

速会诊，判断为较大规模柑橘黄化病疫情。随

后通过土壤调整、根部处理等措施，疫情很快

得到控制。”种植大户何安祥说，尝到了科技甜

头，脱贫致富更有信心，“今年我还要种植春

见、青见等柑橘新品种。有了科技‘傍身’，没

啥好怕的！”

果树下还能种中药材？在苍溪县江陵镇

的四川省科技扶贫产业扶贫示范基地“苍溪万

亩种植基地”内，“猕药套种产业扶贫摘穷帽，

十村千户双万元连片拔穷根”的巨大标识，与

连片的万亩种植基地掩映在崇山峻岭之间。

“通过探索生态种植、复合立体种植新模

式，我们先后建设了松林树下种植、猕猴桃林下

种植、粮药套作等多个示范基地。”苍溪老林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蒋先直说，当地自然

资源独特，具有种植道地药材的优势，在科技支

撑下，一种新型的果药套种模式正在当地推广。

蒋先直说，具有消肿生肌功效的白芨，自身

喜阴，通过与较低矮的猕猴桃树实行套种，实现

了果品、药材的双丰收。目前，合作社产值已从

2015年的500万元，增长到2018年的6000万元，

已吸纳贫困户300余人，引导贫困户创业97户。

让“致富果”重获新生

“路无行人房无烟”，是前些年四川巴州

区秧田沟村的真实写照。由于地处秦巴产区

腹地，交通不便，过去这里的农村经济还停留

在基本的农耕经济，不少年轻人都外出打工

谋生。

转机出现在 2016 年秧田沟蔬果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该社现有社员 56户，通

过土地整理栽植圆黄梨 180 亩、芍药 100 亩。

“从种养殖项目的选择、选种育种，土地管理、

田间管理，每个阶段都有科技人员参与。”合作

社负责人袁晓兰说，过去发展农业“靠天吃

饭”，风险极高。如今在当地科技部门的支持

下，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均得到了保障。

今年 3 月当地圆黄梨树树叶翻黄，经初

步判断是螨虫引起。“过去可能就是打农药

杀虫，但我们合作社提倡生态种植，40%的

水果都通过电商销售，必须保障生态品质。”

袁晓兰说，上报需求后，在驻村农技员以及

区科技部门的指导下，一种新型的生物防虫

模式在当地实施，其通过在果树上培育其它

昆虫，能够依靠昆虫的相克作用杀灭螨虫。

“依靠科技，坚定了村民在‘家门口’致富的

信心。”她说。

巴州区长滩河村，是典型的“五马奔槽”山

区丘陵地带。以水稻为主的传统耕作模式下，

当地农村经济基础薄弱，成为远近闻名的贫困

村。“过去，村上是典型的‘两缺一多’，缺钱、缺

人，矛盾多。”驻村第一书记李润生说，刚驻村

时当地 80%的建筑为土坯房，还有 4 处地质滑

坡点。

在扶贫中，长滩河村依靠周边化湖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的优势，大力发展观光农业产业，

并从四川省农科院引进花期长、早熟等适用观

光农业的优质桃树品种。“如今，这里的桃花、

桃果已成为周边旅游品牌，每年春夏看桃花、

摘桃果游客络绎不绝，高峰期这个小小的山村

一天能接待近 2万名游客。”李润生说，农村经

济的较快提升也使当地旧貌换新颜，全村新建

巴山新居聚居点 3 个 156 户，加固维修改造 75

户等，土坯房改造率达 100%。

让“空心村”变身致富村

回忆起 5年前的那场经历，巴州区凌云乡

寨子包村村民岳金东，怎么也想不到养猪能让

自己成了贫困户。2014 年岳金东踌躇满志地

回乡创业，向朋友借钱投入 10 余万元发展生

猪养殖业，一口气养了近百头生猪。可由于缺

经验缺技术，遭遇猪瘟病，使得生猪全部死亡，

导致自己欠债近 30 万元，当年被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

“吃了大亏，当时感觉特别没面子。”如今

这位 45 岁皮肤黝黑的山区汉子，同样在经营

养猪场，不仅早就脱贫摘帽，还在 2017 年、

2018 年出栏生猪 700 余头，年收入近 20 万元，

截至今年初已还清了外债。

变化正是来源于科学养殖和风险防控。

2016 年寨子包村结合党员精准扶贫示范工程

将岳金东纳入示范户，并成立了种养殖专业合

作社，依托凌云乡农业服务中心进行对口养殖

指导。该中心 9 名农技人员不仅每人包村服

务，还成立了 3 人一组的养殖、种植等服务团

队一线指导。

“最近非洲猪瘟病要高度重视，有什么问

题随时联系。”5月 24日，对口服务的驻村农技

员杨涌泉向岳金东嘱咐了近期的养殖重点。

他告诉记者，目前这里已经建立了常态化的科

技农业扶贫“巡回”模式，自己每月固定巡访 5

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随时上门或邀请上级专

家指导。

不仅如此，微信群等多种互动方式也在专

家和种养殖户之间建立。去年 6月，寨子包村

村民范思贵种植的黄瓜长势不佳，他将图片通

过微信发给驻村农技员高文国后，后者迅速现

场调研并初步判断这是较大面积的双霉病，很

快区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站高级农技师张小

平便来到现场，帮助当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让贫困户从“吃大亏”到“富起来”

科技扶贫科技扶贫
照亮秦巴山区致富路照亮秦巴山区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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