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彭传刚 组版：颜莉

长清：校地融合，美美与共
“拎包入住搞孵化”，产学研平台不断完善

一座城市对高校的态度，就是对未来的态度。
面对大学城这个独特的优势和宝贵的资源，长清把建设打造“科教产业融合区”作为重要抓手，

围绕科教人才智力资源，率先发力、主动作为，着力发展产学研平台，写好校地融合“新文章”。

长清区校地融合发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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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地互相奔赴

在长清创新谷的产教融合
创新中心五层，山东交通学院
的尹修杰教授正带领团队进行
大型农机装备关键技术、核心
装备的研发工作。

“目前我们在产教融合创
新中心的团队有10多人，2021
年11月成立了济南科润达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尹教授说，目
前团队主要由在校研究生、在
校本科生，企业工程设计专家
组成，团队研发的基于高精度
北斗定位的水稻宽幅直播机产
品已历经三代，公司获批6项专
利，发表2篇论文。

“说实话，在高校中想要将
科研技术真正转化为应用和产
品，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场地、
设备、资金都是问题。”尹教授
表示，2022年入驻产教融合创
新中心后，这些问题都得以顺
利解决，不仅科研技术能够落
地成型，此处还为高校学生提
供了学习实践场所。

“本科阶段我就一直在尹
教授的团队中，目前继续在团
队中参与产品研发。”朱志林
2022年从山东交通学院毕业
后，便选择了继续留在尹修杰
教授的团队，留在长清。“我觉
得这里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环
境，让我们能一以贯之地深耕
自己学习的领域，同时对于现
在在校的同学来说，也能为他
们提供一个实践场所。”

近年来，长清区不断推进
校地融合发展。而校地融合并
不单是一个概念，需要的是载
体，依托的是项目。

当前，国内多地积极推动
产学研战略平台建设，引导地方
企业与科研院所联动，促进科研
结果产业化，孵化高新技术企
业。一些地方对“企业+科研院所
+产业载体+产业集群”的协同发
展模式已经形成共识。

在此大背景下，为进一步
促进校地融合发展，给高校专
家团队成果培育转化提供空间
支持，长清专门拿出2万平方米
的空间，打造了大学城产教融
合基地，成为长清校地融合成
效的一个缩影。

2023年9月，山东交通学院
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在基地揭牌
运营，入驻11个创新创业项目，
当年实现新增市场主体13家，
推动校地融合打开了新局面。
当前，创新中心内包含智能电
动车辆、数据治理、轻量化板材
等多个领域的科研项目。

积极推进产教融合，对加
快长清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校
地双方共赢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无论是对地方、对高校还有
对企业都是一个多方受益的好
事。

平台还将继续扩大

有了“珠玉在前”，长清更有
了做好产教融合这篇文章的信
心。

除了山东交通学院的项目
外，目前创新谷还重点围绕齐鲁
工业大学新征集了一批科研项
目。同时，推动师创集团与山师
生命科学学院合作共建动物检
疫检测中心项目；推动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与新佳怡包装有限公
司共建集教学与实践于一体的
茶包装设计联合实验室，共同打
造北方茶叶包装设计生产最大
集散地；促成东晓生物和齐工大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在创新谷
共建生物实验室等。

事实上，长清区校地融合优
质产业载体及配套设施还有很
多：既有双创时代广场、大学城
科创中心、晶格广场等已建成载
体，也有长清科创孵化基地、鲁
澳大健康科技园项目、园博园未
来之城项目、范庄文旅项目、锦
峪马山田园综合体项目等在建
项目。在科创载体之外，长清还
有30个各类产业园区，还有118万
平方米的闲置车间、厂房，可以
为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提供空间。

为破除校企“壁垒”，提供项
目建设智力支撑，长清区还组建
了“经济社会发展高校专家智
库”，聘请15所高校的105名专家
学者，同全区48个部门、街镇建
立合作关系，以高校才智资源赋
能区域高质量发展。同时，用好
效用资源，推动驻区高校与辖区
企业进行人才链、教育链与产业
链的融合，努力实现校友经济与
地方经济互促共进。

正如长清区委书记肖辉所
说，“我们所有载体都将向高校
各位老师敞开大门，只要高校有
需求，我们都可以免费向大家开
放。”

下一步，长清区也将继续扩

大产教融合创新中心规模，整合
其他高校科研团队力量，拟打造
成集“科学研究＋成果孵化+人才
培育+教学实践+实习实训”为一
体的长清产教融合新样板，助推
科研项目孵化落地。进一步把校
地融合推向新的更高水平，让更
多高校教师与学子“拎包入住搞
孵化”，让大学城活起来、让大学
城好起来、让大学城发展起来。

“软件”支持同样重要

校地融合，既要有好的硬件
资源，优质的“软件”支持也必不
可少。面对高校人才这个宝贵的
资源，长清可谓是“掏心窝”“掏
家底”。

“没想到这么顺利就收到了
生活补助，顺利开启职场生活。”
一名毕业后刚入职长清某企业
的研究生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了
他的亲身体验。

“用好大学城人才资源，联
动高校搭建更加畅通的人才交
流渠道，建立更加紧密的产教融
合合作关系。”2024年长清区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校地融合想要向
着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争
取更多的人才和项目留在长清
非常重要。

要想“引得凤凰来”，长清如
何展现留住人才的诚意？

让人才政策不再只是一纸
文件，而是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福
利，是长清近年来着力在做的实
事。真金白银发放青年人才生活
和购房补贴：对企业新引进的全
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本、专科
学生，分别按照每月1500元、
1000元、700元和500元的标准
发放生活和租房补贴，连续发
放三年。对有购房需求的博士、
硕士人才，分别给予15万、10万元
一次性购房补贴。

高校人才服务上，长清也考
虑到了人才落户后的很多“关
键小事”，比如配偶随迁、子女
就学、就医服务等，出台相关政
策，着力解决人才干事创业的后
顾之忧。

5月31日的全区高校座谈会
上，肖辉从载体、政策、教育、住
宅、接待、医疗等六个方面介绍
了长清“留人”的具体措施，对人
才“来者不拒”。

长清凭什么能吸引人才？肖
辉的话就是答案———“我们将用
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为高校
菁英、青年才俊在长清发展创造
最好条件、提供最大便利、营造
最优环境。”这是这方土地留住
人才的诚意。

校地融合的决心

一直以来，长清为何如此重
视校地融合？

作为济南市大学城所在地，
长清区拥有不可多得的资源：13
所驻区高校、近20万名师生集
聚，国家及省部级科研实验机
构200多个，两院院士、泰山学
者等副教授以上高端人才4500
余名，放在全市乃至全省范围
内来看，都是极为不可或缺的
宝贵资源。因此，长清立足优
势，进一步深化与驻区高校对
接服务，促进校地融合发展可
谓是一条必然之路。

正如座谈会上肖辉所说，
“在携手前行的22年历程中，长
清用心服务高校，高校深情回馈
长清，双方在人才培养、科技创
新、产学研协同等方面展开密切
合作，建立起了温暖友好、富有
成效的合作关系，助力长清不断
加快发展步伐。”谈及大学城对
于长清的重要性，肖辉真诚地
说，“大学城已经成为我们党委
政府的重要智库、人才培育的重
要基地、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
为全区和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才
选择长清、留在长清，校地融合
正在全面快速发展。

去年，山东省化妆品界首个
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 山东
北方美谷化妆品研究院正式落
户济南市长清区。俄罗斯自然科
学院外籍院士、山东北方美谷化
妆品研究院院长李天铎教授介
绍，“我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科
研，从象牙塔转换赛道是一次冒
险。创业初期，正是得益于长清
在政务服务、资金、场地上的大
力支持，我们才得以发展起来，
最终选择落户长清。”

李天铎院士团队的成功就
是长清打破校地壁垒、拓展多维
合作，开启校地、产才“双向奔
赴”的一个缩影。长清聚焦校地
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联合13所
驻区高校建立健全校地组织部
长联席会议制度，搭平台、拓渠
道、链资源，着力解决校地融合
难、成果转化难、人才留用难的
问题。

人才培养，大部分都来自大
学。放眼国内外，大学城对于增
添城市发展活力和文化底蕴的
贡献，特别是对所在片区的价值
提升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从硅
谷现象到中关村模式，从杭州的
下沙高教园区再到上海的杨浦
区，都证明着大学是城市最重要
的创新源，城市与大学应血脉交
融，相互赋能。

随着校地合作不断深入，人
才高地不断垒筑，如今的长清正
在成为校、企、地和人才互相奔
赴、互相成就的热土。随着产学
研平台的不断完善与扩展，校
地融合将不断发力，为自身及
整个济南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不
竭动力，一个“美美与共”的长清
未来可期。

晶格广场大学城高校产教融合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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