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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第十一届中国产
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在山东省省会
济南召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
被授予“2017年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示范区”。这标志着由财政
部、科技部与中国农业大学组织
实施的总投资2048万元的国家公
益性行业（农业）科研专项——

“国家优质高效富硒农产品关键
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在博山区
的实施、研发和推广工作，得到了
国家的充分认可并被授予了极高
的荣誉。

博山区是山东省24处纯山区
县之一,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发
展生态特色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但是,作为贫硒地区如何跟
上新时代步伐,抢占特色富硒农业
制高点?

博山区委区政府经过积极争
取，“国家优质高效富硒农产品关
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落户博
山区。随后，由中国农业大学、北
京农学院、南京大学、河北谷子研
究所等13所科研院所、51名专家
组成了该示范项目科研团队,共同
开始了集群式试验研发，目标很
明确：创建国家级“富硒农业示范
区”。

起点低、差距大，要实现这样
高远的目标，必须实干、苦干。博
山区始终以产学研融合发展为契
机，紧紧依靠科研团队，按照“一
个目标、三个聚力”战略目标，以
走到全市前列为工作要求，通过
做好农业综合开发，推动农业由
传统种植向特色、生态、休闲农业
的转变，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促进“文旅之都、生态城市”建
设。博山区着力培育一批特色主
导产品、建设一批示范基地、培植
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全面提升博
山区富硒农产品特色化、产业化、
品牌化、标准化水平，推进产业化
进程，并突出抓好宣传推介、市场
营销，不断提高富硒农产品的市
场认知度和占有率，把富硒产业
转化为富民工程和博山区农民增
收的主渠道。

创建国家级“富硒农业示范
区”，改善农民的生产条件，加强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是关键。博山
区农发办坚持把工作重点落脚于
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截至目
前，全区共争取立项实施土地治
理项目 21 个，总投入资金 1.3 亿
元，完成高标准农田改造11万亩，
涉及全区6个镇、50个村，惠及农
户5万户，年增农业收入3000万
元，基本解除了制约农业生产的

关键性障碍因素，大幅度提高了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产业化发展，是在土地
治理的同时，扶持培育农业龙头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做强做大
的重要途径。几年来，博山区农
发办经过不懈努力，累计争取立
项实施产业化项目29个，争取财
政投入资金3647万元，扶持龙头
企业 12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15
个，年增加储存加工能力 1.2 万
吨，辐射带动2万户农户增收致
富。博山区农发办紧紧围绕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和国家现代农业发
展趋势，重点推动产业化项目由
小而散的松散型发展方式逐步向
集约化方向转变。实施的《淄博
山珍园食品有限公司三产融合综
合开发项目》列入山东省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改革创新“六个之
一”试点重点工作，在全面提升产
业化经营水平上取得重大突破。

博山区自觉把农业综合开发
纳入全区扶贫工作大局。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优先向贫困村镇倾
斜，优先改造贫困山区农民的生
产生活基础条件。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首先保证贫困村，保底改
造每人半亩地，其他项目也最大
限度地惠及到贫困村贫困人口；
2017年争取的产业化经营项目全

部实施精准扶贫，即项目单位必
须拿出财政扶持资金的30%，分
10年发放给项目区精准识别系统
中的贫困户，进一步加快农民脱
贫致富的步伐。

近年来,通过富硒试验,博山
区12个农产品基地作为试验示范
园区,掌握了猕猴桃、草莓、蓝莓、
小麦、谷子、元宝枫、茶叶等32个
农产品对硒的吸收规律、硒肥的
最佳施用时间及最佳浓度等一系
列科学数据。富硒农业推广普及
面积超过1万亩，研发制定了富硒
果品、富硒蔬菜两大类，富硒猕猴
桃、富硒草莓等8个品种农产品操
作规范和质量标准，并与中国标
准化研究院达成协议，开始在山
东省申报地方标准。同时培育出
了一批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示
范典型。比如,博山镇上瓦泉富硒
草莓每斤售价38元,是普通草莓
售价的7倍；山里阿哥生产的富硒
蓝莓售价达到每斤120元，被村民
亲切地称为“黄金果”；源泉镇常
规猕猴桃每斤售价7—10元,而通
过富硒试验,每斤售价达到20—25
元。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谷子研
究所的帮助下,博山区建立了大黑
山后、响泉、朱西、南沙井等多处
富硒谷子示范片区,亩产可达800
斤左右，创出了山坡地亩收入

8000—10000元。“半亩谷子就脱
贫”的奇迹，成为博山区农民脱贫
致富的又一重要渠道。

通过发展富硒产业,极大地带
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和农民脱贫
奔小康的步伐。2016年8月，在万
众瞩目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博山区
被授予“中国富硒农业示范基地”
称号。

谈及博山区富硒农业的发展
前景，区农工委副书记、农发办主
任陈建峰激动地说：“富硒农业工
作大有可为，前景无限。明年工
作重点是努力争创池上镇、博山
镇、源泉镇、石马镇4个富硒特色
产业小镇，着重打造以畅源蜜桃、
春胜板栗、润成草莓、鸿康蓝莓、
宏泉猕猴桃、惠丰大樱桃、颜春山
楂、乾之坤越夏菜、民心黄桃、长
成谷子等为代表的12个富硒特色
示范园区，并力争通过国家富硒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检查验收认
定，全力创建中国北方最具影响
力的富硒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
地。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农业投入不断增加，大型综
合性的农业开发项目逐渐增多，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田园
综合体项目会逐步落户我区，将
会对博山区的美丽乡村建设作出
更大的贡献。”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山东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了解到，新出台的《山东
省企业技术改造条例》(下称《条例》)将于
2018年3月1日起开始施行。

山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王万良在12月 1日上午召开的山东省人
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该条
例经由山东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通过，共6章 36条，就企业技术
改造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政府引导和
企业实施、激励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作
出了具体规定，为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提供

制度保障。
《条例》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山

东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决策部署，确立了
企业技术改造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国内
首个正式发布的专门针对企业技术改造的
地方性法规，是山东省在全面总结企业技
术改造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把行之有效的

政策和经验做法法制化的有益尝试。
王万良表示，《条例》较好回应了企业

关切和社会共识，广泛集中了民智、反映
了民意，对于加快推进山东省工业创新发
展、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加速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

《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条例》
明年3月1日将施行

本报记者 信鹏/杨凯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
山东省十一次党代会部署，推进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和制造业强省建设，加强银企深
度合作，12月6日，山东省经信委会同人民

银行济南分行联合召开山东省装备制造业
金融顾问服务暨银企对接会，山东省经信委
副主任王信、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人民银行
济南分行的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

据了解，对接会上山东省经信委向金融
机构推介了133个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具

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重点装备项目，计划总投
资2354.6亿元，以及59家投产装备项目需要
流动资金支持的企业，融资需求达到80亿
元。这批项目及企业已入库山东省融资服务
网络平台，并作为金融机构优先支持的对象。

对接会上，金融顾问团和装备制造业企

业还进行了现场互动。针对企业提出的传
统产业如何融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人民
币汇率风险回避及国际信贷业务等金融问
题，金融顾问团现场“把脉会诊”，为企业一
一解答，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建议，
取得了良好效果。

荣获2017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区称号

博山富硒农业创出惠民新路径
杨凯姜乾相

山东装备制造业金融顾问服务
暨银企对接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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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会上山东省经信委向金融机构推介了133个对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带动

作用的重点装备项目，计划总投资2354.6亿元，以及59家投产装备项目需要流动资金

支持的企业，融资需求达到8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