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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济南区县书记谈科技⑤

济南市委、市政府决定在长清区建设济

南创新谷，这是市委、市政府对长清区的最大

信任和支持，创新谷的建设必将成为我区完

善科技创新体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又一

广阔平台。长清区委、区政府决心按照市委、

市政府部署，抢抓机遇，主动谋划，超前工作，

举全区之力积极配合支持推动创新谷建设，

把济南创新谷打造成国内外知名的建功立业

的创新谷、集聚人才的智慧谷、劳动贡献的财

富谷。创新谷建设是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的又一重要举措，它必将对我

区经济和社会建设以及科技创新工作发挥决

定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

济南创新谷规划区域，东起京福高速公

路，西至济菏高速公路，南起崮云湖街道办驻

地以南一带山体，北接经济开发区，规划面积

约 70平方公里，设置为四个功能区：人才培养

区、环境配套区、产业核心区、生活休闲区等。

其中，产业核心区位于总体规划区域的南部，

着力打造“四个特色产业区”的产业布局。

研发孵化中心区：重点发展基础软件、信

息安全、工业软件、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应用

解决方案等高端软件，建设高水平创新研发

基地、培训基地，承接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

移，吸引各类企业和研发机构 300 家，实现年

销售收入 350亿元。

嵌入式软件和数字装备产业区：重点发

展汽车电子、智能家电、数字装备产业，重点

吸引全国电子百强企业、汽车电子制造、数控

机床研发、数字家电等重点行业企业。集聚

企业 200家，实现年销售收入 400亿元。

信息通信与物联网产业区：重点发展基于移

动互联网的应用开发与内容服务，大力推进移动

互联网应用，打造国家物联网应用示范基地。集

聚企业200家，形成年销售收入150亿元。

服务外包和文化创意产业区：重点发展

以 业 务 流 程 外 包（BPO）和 信 息 技 术 外 包

（ITO）为主的服务外包产业，突出发展以动漫

游戏、数字出版为主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企

业 200 家，实现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成为创

新谷人力资源高度集聚最具活力的地方。

建设济南创新谷是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的战略性选择。作为项目所在地的长

清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六大基础条件和优势。

——优越的地理位置。长清是济南西部

新城的主要载体，是连接长三角和环渤海地

区的咽喉要道，是东北、华北通往中原的必经

之地，区内京沪铁路、京福高速、济菏高速、京

沪高铁、104 国道、220 国道等干线纵贯南北，

济南市第一条轻轨即将从创新谷开始建设。

长清作为省会济南辐射带动鲁西南发展和连

接中原腹地的桥头堡，必将成为海内外投资

者垂青的宝地。

——优美的山水环境。创新谷位于群山

环抱之中，南北大沙河水系穿越其中，上游建

有崮云湖和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与五峰山旅

游度假区相邻，依山傍水，风景秀丽。下游建

有“长清湖”，位于大学科技园的核心区域，景

色分外秀美。济南国际园博园位于创新谷

内，该园总面积约 5176 亩，是集园林景观、生

态旅游、植物科普、文化博览、休闲度假、水上

游览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国际博览园。长清

可谓山、水、绿、城一体，空气清新、宜居宜业。

——优秀的人才储备。位于创新谷内的

大学科技园是汇聚高科技人才、现代化产业

及科研、信息和学术的交流中心，现入驻大学

10 所，每年毕业学生 4 万余人，有省部级实验

室 28个，博士后流动站 46个，博士点 46个，硕

士点 185 个，两院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专家、泰山学者等高级人才约 2500人，

丰厚的人才资源储备为济南创新谷建设和长

清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

——优化的产业结构。长清区调整优化

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挥济

柴、铸锻所等骨干企业科技优势，推动机械装

备制造产业向高端高效方向发展。以北辰、

宏达、国舜、环冠等为代表的节能环保产业，

正逐步向核电装备、深冷容器等高端领域拓

展；以晶恒、迪生等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呈现良

好发展态势；以通达动漫、一品娱软件为代表

的数字创意产业园初具规模；以迅达康兽药、

明发兽药、佳宝乳业为代表的医药食品产业

发展迅速。高端机械装备、新型建筑建材、压

力容器、电子信息、医药食品五大特色产业将

全力推动济南创新谷建设，带动济南西部经

济的稳步发展。

——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为不断加大

长清招商引资力度，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发展

开放型经济，增强全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在严

格落实《济南市招商引资奖励实行办法》的同

时，长清制定了 15条招商引资奖励政策，目前

济南市为发挥省会优势，打造科技人才创新

创业高地，又制定了 11 条政策措施。若干政

策措施将会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步伐，

推动济南创新谷建设的进程。

——优质的创新创业服务。长清区成立

了企业创新创业协会，组建了大项目办公室，

全方位服务企业创新创业。通过搭舞台、建

平台、送政策、争资金，全力打造创新创业的

良好环境。全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 15 家、自

主创新产品 247项；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 22

家，其中省级 10 家；企业技术中心 32 家，其中

国家级 1家、省级 7家；近 5年实施市以上科技

发展计划 200 余项，获创新型城市建设奖 87

项，专利申请量 5000余件。

乘风破浪正适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长清

区委、区政府正以昂扬的斗志，改革创新的精

神，扎实若干的作风，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下，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积极扩大宣

传，大力招商引资，强化领导与调度、协调与服

务，全力推进创新谷建设快速健康发展。

举全区之力配合支持济南创新谷建设
□ 中共长清区委书记 王京文

济南综合保税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纪高轩）济南

综合保税区近日举行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仪式，岱银、宏业纤维、维真生物科技、远

洋祥丰、济南中外运、晶正电子等 6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同时，园区内围网道

路也开工建设，标志着济南综保区正式

拉开封关验收的大幕。

本次集中开工的 6 个重点项目共投

资约 20.5 亿元，单体项目最大投资 13 亿

元。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销

售收入约 27.4 亿元，年上缴利税约 2.46

亿元。其中，投资最大的山东维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占地 30 亩，总建筑面

积约 25000 平方米，一期投资 3 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约 2亿元。

此外，综保区对封关验收所涉及的

道路、围网、监管设施建设有序推进，其

中新扩区道路总长约 16 公里，分 3 期建

设，涉及封关围网道路已全面开工，预计

5月底可达到预验收条件的要求。

济南综合保税区于去年 5 月份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目前综保区已累计引进

企业 80 余家，主要涉及集成电子、棉纺

市场、生物医药、保税物流等产业。2012

年，实现主营业务总收入 147 亿元，同比

增长 212%。

油田高含盐污水资源化研究取得成果
科技日报讯 （尹倩 丁慧 马涛）由

中石化胜利设计院开发的油田采出水电

渗析脱盐技术，继 2012 年在孤东四号联

合站开展“污水深度处理用于配注保粘

现场试验”取得成功后，近日又在孤岛二

号污水站顺利完成了“污水脱盐替代清

水回用注汽锅炉”的现场试验，油田高含

盐污水资源化技术研究取得可喜成果。

电渗析脱盐技术是一种利用电能进

行驱动的膜分离粗脱盐技术，相比反渗

透等精细脱盐技术，其对预处理的要求

更为宽泛，具有预处理流程短，系统配套

简单、处理成本低等特点。

经过一个月的试验，技术人员掌握

了电渗析技术脱盐率可调节的规律，在

控制脱盐率 70％、达到锅炉系统进水指

标条件下，处理成本比传统技术降低了

近 30％。该技术的另一大特点，是实现

了处理全流程基本不加药，较其他油田

在用的化学资源化技术减少了加药量和

污泥产出。同时，与目前普遍采用的锅

炉用清水的方式相比，不仅节约了清水

资源费用，而且节约了富余污水的回灌

费用，经济效益显著。

齐鲁制药位居全国制药工业排名前列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纪高轩）国家

工信部网站近日发布权威消息，在企业

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三项

主要经济指标排序中，齐鲁制药位居全

国制药工业排名前列。

根据 2012年 12月快报，全国医药行

业工业企业的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三项主要指标，并进行企业资

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三项主

要经济指标排序，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在

全国 1996 家医药工业企业法人单位中，

三项经济指标排序位居前列。其中，按

利润总额排序名列第 5 位，按资产总额

排序名列第 10 位，按主营业务收入排序

名列第 17 位，各项经济指标上升幅度明

显，体现了齐鲁制药在国内药企中强劲

的发展势头和经济实力。

胜利油田钻井院扩眼技术走进土耳其市场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李江辉 梁子

波）胜利油田钻井院近日成功完成土耳

其 UGS-8储气库井扩眼施工，不仅为大

井径扩眼作业积累宝贵的施工经验，而

且展示胜利钻井院雄厚的技术实力，打

开新的国际市场。

土耳其地下天然气储气库项目位于

安卡拉以南 200 公里的盐湖南岸，建设

目的是为了建成一个巨大的地下储气

库，用于冬季供气调峰。UGS-8井是土

耳其盐湖天然气地下储气库项目的第一

口井，该井由胜利油田渤海钻井 50115

钻井队承钻，胜利钻井院承担扩眼任务。

技术人员针对该井前期钻井情况、

完钻井径电测曲线、地质岩性录井和实

钻井眼轨迹等，制定具体扩眼措施。3

月 27 日在井段 1147 米至 1459 米扩眼，

进尺 312 米，平均扩眼速度每小时 11.14

米，1130.50 米至 1459.00 米井段扩眼进

尺 328.50 米，平均扩眼速度每小时 3.18

米，4月 6日完成扩眼任务。

一周速览

一次偶然的错误，让山东岱银集团抱回

个“大金娃娃”——技术含量极高的“中国专

利金奖”。这是该公司董事长赵焕臣没有想

到的。

在面料纺织过程中，竹节本来是纺纱领

域的一种纱疵，会使面料产生色档、布面凹凸

不平等问题。一次偶然的失误，山东岱银集

团送到客户手中的一批布便充满了这种“瑕

疵”。谁知道，市场对这种布料反应出奇的

好，货品甚至到了脱销的地步。于是，这个民

营企业反其道而行之，打算批量复制“错误”，

于是“交捻竹节纱生产方法”便应运而生。

事情便这样充满戏剧性。颠覆了纺织领域

追求纱线粗细均匀、面料表面平整的传统理念，

该技术将纱线“竹节”疵点，通过设备改造，实现

在传统环锭纺纱机上生产竹节花式纱，竹节花

式变化丰富，风格多样；同时，提高了竹节纱的

成纱质量，是纺纱生产技术领域一种新的突破。

该专利技术转化实施后，很快被市场认

可，生产出来的交捻竹节纱，在牛仔布、装饰

布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截至 2012 年底，

累计生产 21.3 万吨竹节纱，新增销售额 68.2

亿元，新增利润 5.4亿元。

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就在刚刚结束的泰

安市科技创新与奖励大会上，该企业获得了

泰安市委市政府 100万元的奖励，以表彰该公

司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努力。

“中国专利金奖”评奖向来苛刻，之前，山

东省获奖企业中，也就是海尔冰箱、盛瑞传动

8AT 等少数高技术企业获得。而这项技术也

是本届中国专利奖中山东省唯一获发明专利

金奖的项目，是泰安市自 1989 年设奖以来获

得的首枚中国专利金奖，可谓实至名归。

“这枚奖章凝聚了企业发展的灵魂——

科技创新。”赵焕臣说，“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下，企业只有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对高附

加值产品的研发，大力提升产品竞争力，才能

成功实现转型。”

据了解，从 2000年起，这个纺织企业每年

拿出 30%的利润用于科研及其奖励。企业投

资 2600 多万元成立省级技术研发中心，组成

了包括东华大学等 15家纺织院校在内、由 300

多名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顾问团。在此基础

上，技改投入平均以 30%的速度递增,每年都

有新技改项目上马。从 2000 年至今，岱银集

团共投资 3 亿多元，新上精梳生产线、西服流

水线、气流纺、剑杆织机等项目，加快了设备

的升级换代步伐，树起了“岱银”品牌，使集团

的产品质量、档次步入国际领先行列。

目前，岱银集团平均每天都有一种新产

品研制成功。集团被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认定

为“国家纺织产品开发基地”，有 30多项技术、

产品通过省级以上鉴定,达到国内领先以上水

平；20余项技术获得中国专利。

实际上，岱银集团获得中国专利金奖是

泰安市狠抓知识产权工作的缩影。

去年间，该市共申请国内专利 8586件，居

全省第 6 位。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2858 件，占

全市申请总量的 33.29％。全市国内专利授权

2710 件，居全省第 9 位。而截至 2012 年 12 月

底，全市累计申请专利 42129 件，居全省第 6

位；全市累计授权专利 13568 件，居全省第 10

位。

同时，该市制定出台了《泰安市知识产权

战略纲要 2012 年推进计划》、《泰安市专利发

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印发了《关于知识产权

违法行为举报投诉奖励办法的通知》、《关于

成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分中心和维权援助站

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知识产权政策体

系进一步完善。

复制“错误”：靠什么成就“中国专利金奖”？
□ 本报通讯员 徐海鹏 本报记者 王延斌

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山东龙光天旭

太阳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2 年，是国内外集

太阳能热水器研发、毛坯管、真空集热管、生

产与销售于一体的大型专业化企业。其中毛

坯管、真空集热管产业规模在业内居全国第

二位，公司综合实力在全国同行中位居前列。

仅仅十来年的时间，这家企业何以在众

多太阳能企业中脱颖而出？“始终坚持创新是

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科技创新是我们企业

兴旺发达的源泉”。公司总经理周志强一句

话道出了企业迅猛发展的秘密。

对于企业科技创新，该公司掌握了四个

要点：一是建立了专门的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投入足够的资金（科技研发的投入达到产品

年销售额的 5%以上），形成了集研究、开发、设

计、制造于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他们一方

面吸引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到企业兼职进行

技术开发，一方面引导高等院校毕业生到企

业就业。同时调整和充实人才培养方式，建

立企业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共同培养技术

人才的途径，造就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懂市场

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形成一支稳定持续的自

主创新人才队伍。

二是掌握运用好国家的各项政策，把握

国家的产业政策和科技创新政策，将自己的

科技创新活动积极争取纳入国家创新整体

规划之中。2006 年，公司对生产太阳能核心

部件原材料的全电熔高硼硅玻璃窑炉进行

了自主研发和设计改造，改造后的窑炉产品

吨电耗由原来的 2060 千瓦时下降为 1200 千

瓦时，年实现节电 8000 万千瓦时，改造技术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获得 600 万元国家节

能奖励资金。这是山东省唯一获此奖励的

太阳能生产企业。2011 年，该公司又成功申

报了国家节能节水技术资金奖励，获得国家

无偿奖励 605 万元，用于公司的窑炉节能技

术改造。

三是根据市场需求，对企业现有产品进

行原始创新。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优势是贴

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可迅速将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为商品，通过市场得到回报。天旭

太阳能依靠自身雄厚的科研实力，以生产一

代、储存一代、研制一代的产品创新策略，不

断推出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三

高”产品。

四 是 紧 盯 科 技 前 沿 ，尽 可 能 抢 占 制 高

点。该公司技术人员经过刻苦钻研，研制

成功了一种新型排气台，使保温箱内部温

度上下一致，集热管膜层颜色一致。该产

品结构合理，安装方便，使用寿命长，具有

较高的性价比。几年来，该公司已相继开

发出一种镀膜机转架、全玻璃真空集热管

热损试验支架、一种热管式双玻璃真空管

集热器等多项新产品，11 项获得国家专利，

在市场中占有绝对优势。天旭商标被认定

为“中国驰名商标”，天旭产品太阳能用真

空集热管和太阳能热水器被认定为山东名

牌产品。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秉承‘创一流品牌，

立百年大业’的企业宗旨，坚持诚信为本、创

新发展、精益求精和一切为了客户的满意的

经营服务理念，为中国太阳能行业的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总经理

周志强信心满满。

用科技冲刺在行业的最前沿
——记山东龙光天旭太阳能有限公司

□ 本报记者 魏 东

利用 25年时间，以 2.5万元借款起家的镇

办企业威高集团，在接连将美欧医疗设备巨

头“挑落马下”并实现近 200亿元产值之后，遇

到了新的挑战。

“我们一对一的项目合作没有问题，如何

跨越‘点’上的合作，进一步提高组织化能

力？”威高集团董事局主席陈学利口中的合作

是“中科院—威高计划”，这个院企合作的规

划是中科院为其量身打造的：“即使我们的合

作已经很紧密，但不能否认的是中科院的研

发与我们的需求还是有出入，并不是百分百

无缝衔接，如何将这些细缝补起来？”

作为政产研合作的新范例，“中科院—

威高计划”连接中科院、山东省科技厅、威

海市政府和威高集团，整合资源面向医疗

领域的科技前沿展开科研。本报记者在山

东一路跟随调研，无论是在企业还是科研

院所，这种模式是公认的“开创了院地合作

的新模式”。

但随着这种模式的推进，合作也显出它

的欠缺。在这种程度上，院企合作再深入，既

是威高的挑战，也是中科院的挑战。

“贵人”中科院：牵手中科
院，获取“第一桶金”

在人生的关键之处扶一把，这是“贵

人”。对陈学利和威高集团来说，“贵人”

就是中科院。

25 年前，当陈学利来到镇办输液器小厂

时，谁都没想到，凭着借来的 2.5 万元，他会将

这里打造成年产值近 200亿，中国最大的医疗

器械制造基地。

回 头 看 去 ，陈 学 利 和 威 高 集 团 遇 到 了

“贵人”。

“威高能达到今天的创新成就，一是国家

的倡导与重视，历史的推进；二是以中科院为

代表的科研院所的支持。”

1999 年，中科院长春应用研究所率先与

威高“牵手”，成立可降解材料研究项目组，威

高获取了源于高新技术的“第一桶金”。此

后，院地合作的喜讯频传：与中科院大连化学

物理所共建大连威高生物技术研发中心，在

生命医学材料、生物信息等领域迈出第一步；

与中科院沈阳金属所联手建立中科院金属研

究所威高研发中心，推动威高骨科产品的结

构调整……

不久前发生的增塑剂事件，让很多人开

始关注这种具有增加材料柔软性、透明性等

功能却又存在一定危险性的添加剂。作为国

内一次性医疗器械生产领域的行业龙头，威

高早在 10年前就着手在医疗耗材领域解决增

塑剂问题。

借助中科院强大的研发力量，经过 4位博

士后接力研发试验，威高集团最终成功地用

化学和生物改性的聚烯烃材料取代增塑后的

PVC 材料，解决了传统 PVC 医用输注器械存

在的增塑剂自身溶出污染、增塑剂吸附部分

药物成分等弊端，并荣获了 2009 年度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

挑战“进口货”：“中科院—
威高计划”两头放开

“中科院—威高计划”的两头，对应

着研发源头和转化、应用主体，即科研院

所和企业；现在，这一计划“两头放开”，

使研发主体和应用主体不仅仅限于中科

院和威高，而是寻找“最适合的”。

“像心电图机、CT、磁共振等高端医疗器

械基本看不到国产品牌，跨国企业垄断了 80%

以上国内市场份额。在超声波仪器、磁共振

设备等领域，跨国企业的垄断份额甚至超过

90%，其结果是价格居高不下。”

业内人士的这句话道出了背后的生存尴

尬。在外企垄断高端市场的境遇下，民族医

疗 器 械 企 业 也 正 在 突 围 ，但 医 疗 行 业“ 三

高”——科研难度、研发周期、成本投入都高，

也是不争的事实。

2010年4月，中国科学院、山东省科技厅、威

海市政府和威高集团，共同签署了“中科院—威

高计划”，旨在整合各方优势资源，面向医疗

领域的科技前沿，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技术

研发、产品试制、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全

方位合作，共同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

据了解，在首批高技术研究计划支持项

目中，项目申报数达到 122 项，其中得到计划

资金扶持的项目 8 项，涉及高分子材料、血液

净化材料、骨科材料等高新技术产品。“目前

国内医院使用的高分子材料、血液净化材料

和骨科材料主要依赖于从欧美进口，进口成

本分别在 8 万元/吨、15 万元/吨和 1.5 万元/

根。陈学利表示，威高集团已经就上述材料

进行了实验性研究，在此基础上，计划用两年

的时间实现量产，国产产品成本将降低 50%—

60%。”

而最近，领导小组探讨了“中科院威高

计划”的发展及规划事宜，并达成了“两头放

开”的共识：“中科院—威高计划”的申报范

围应从中科院扩展到院外的其他单位，以便

更好地挖掘优势项目；“中科院威高计划”要

立足威高集团，服务威海乃至山东医疗器械

的发展；组织专家组对国外同行业进行调

研，开展顶层设计，实现从跟踪模仿向创新

引领的转变。

“中科院—威高计划”每年安排研发经费

3000万元，其中威高集团投入经费 1500万元，

山东省科学技术厅代表山东省投入 500万元，

中科院投入 500 万元，威海市政府投入 500 万

元。据了解，这一规划仅仅在 2010年，就共立

项 5项，跟踪 3项，合同金额为 1275万元；2011

年共立项 3项，跟踪 3项。

量体打造“解决方案”：“中
科院—威高”的行动

“院企合作可以‘两条腿’走路”：一条腿

是了解国际先进医疗器械，哪些中国市场可

以利用，中科院可以帮助分析、完善和提高；

再者就是基于中国市场需求的原始创新。

“五年前，我们与三峡总公司合作，搞了

一个‘三峡创新工程’；工程很实在，类似于

‘中科院—威高’计划，中科院将近 20 个所参

与其中；三峡出难题，我们提供解决方案。现

在，他们给我们出题都难了。”

对于威高的困惑，中科院院地合作局局长

孙殿义如此举例。按照这种模式，“中科院—

威高”计划就是威高提出需求，中科院组织力

量研发，双方再对接。这其中，中科院协调其

各个所的关系和任务。

不过，这个看似完美的计划在实践中却

不尽完美。陈学利就坦言：双方的研发并不

是无缝衔接，有些研究成果，看上去很美，但

跟企业需求还是有出入。

“院企合作可以‘两条腿’走路”，陈学利

认为，这两条腿就是：了解国际的先进医疗器

械，哪些中国市场可以利用，中科院可以帮助

分析，帮助完善和提高；再者就是基于中国市

场需求的原始创新。

而孙殿义给出的建议则更直接，“可以先

选择一两个领域，先将十几种产品做起来。

再从广度和深度上铺开。”

从十几年前与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开

展小范围合作开始，到今天双方开展的全方

位、深层次的高技术研发计划，中科院与威高

的合作正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威高”的挑战
——院地合作在山东（三）

□ 本报记者 王延斌 本报通讯员 高光雨 王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