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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博士士后后来来济济创创业业，，最最高高补补贴贴2200万万
济南将首设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工作站

本报9月11日讯（记者 周
国芳 通讯员 毛可超） 日
前，济南市人社局发布“济南市
博士后工作站建设行动计划”，
提出了博士后来济就业创业的
优惠政策。其中，博士后人员在
济南市企事业单位工作并签订
3年以上合同或所创办的企业
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市场
前景好的，将可获得10万元、20
万元留济补贴。

“行动计划”中，重点扩大
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规模。在
选择建站的领域时，将重点在
资源环境、新能源、现代农业开
发与应用、新材料、电子信息等
领域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除新开发领域外，还将积
极支持济南市基础产业、优势
产业和重点支柱产业领域内的
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申
报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承
担或参加“863”、“973”等国家
重大科研项目的单位将优先推
荐申请设站。对于新获批设立
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给予最
高30万元的资金扶持。

据统计，目前济南市共建
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2家，“行
动计划”将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
间使总数达到30家。

对于具有较强科技、经济
实力和良好发展前景但暂不具
备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条件
的高新技术企业，可申请设立
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新获
批设立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的，给予最高10万元的资金扶
持。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使省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达到8家。

在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
同时，济南市将首次探索设立
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工作站。
济南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有市级以上研发和技术
中心，承担国家或省、市重大
科研项目，与高校、科研院所
有紧密合作的单位可优先申
请设立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
工作站。新获批设立市级博士
后创新实践工作站的，给予最
高5万元的资金扶持。未来3
年，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工作

站将达到20家。
市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工作

站经批准成为省级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的，再给予5万元建站

资助。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
地经批准成为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的，再给予20万元建站资助。
新入博士后科研工作（流动）站

的博士后，给予每人每月3000
元生活补贴。在站博士后人员
获批国家、省博士后科研项目
资助的，给予配套资助。

临临沂沂交交通通扶扶贫贫打打开开群群众众致致富富门门
扶贫攻坚是革命老区的重点工程，交通不通把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大门关得紧紧的。沂蒙革命老区临沂市山多岭多，全

市三分之二的地域为山区和丘陵，临沂交通扶贫以道路扶贫为重点，正成为扶贫攻坚工作的“开门钥匙”。

本报记者 唐阳阳 通讯员 高仁涛

●“走得了”也要“走得好” ●“走得稳”更要“富起来”

2015年，总投资5700万
元，涉及沿线群众1 . 1万人、
覆盖土地3 . 1 4万亩，全长
19 . 66公里的马牧池环山公
路建成通车。该路沿线11个
村庄，有8个是省定贫困村。
该路的建成，有效解决了山
区群众的出行难题，带动了
沿线378户贫困户、588个贫
困人口脱贫致富，成为群众
的致富路、幸福路、小康路。
沿线群众依托该路实施农业
产业结构调整。

目前，沿线11个村庄累
计发展生姜种植5000亩，蜜
桃3800亩，苹果5000亩，车头
梨1000亩，冬枣300亩，林下
食用菌230亩，冬暖式蔬菜大
棚122个，实现产值8000余万
元，增加群众收入1200万元，

“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格局步
入“快车道”。

环山路还将沂南的马泉
创意农业休闲园、竹泉旅游
度假区、沂蒙影视基地、红嫂
纪念馆等旅游景点和蒙阴县
的孟良崮纪念馆、岱崮地质
公园，以及沂水县天上王城
等诸多景点串联，促进了区
域旅游业的发展，沿线农家
乐、采摘园越来越多，“穷山
沟”变成了“金山沟”。

沂水县院东头镇桃棵子
村村民张在俊，几年前全家5
口人收入就靠几亩坡地，很
难满足日常支出。近年来悄
然兴起的乡村游让张在俊萌
生了借势发展农家乐的想
法。2014年4月，在家人的支

持下，张在俊东拼西凑，并贷
款2万余元，开起了农家乐。
但随着客人的增多和客人对
餐饮、住宿、购物等服务要求
的提高，交通不便的弊端开
始显现，给乡村旅游经济发
展带来一定的困难。

随着交通扶贫工作的开
展，交通运输部门通过摸底
调查，做出了把旅游景区和
农产品重大产地纳入扶贫计
划的决定，桃棵子村也适时
制定出相关办法和实施方
案，通过争取上级补助资金
和自筹共筹措资金78万元，
用一个月的时间修建了一条
长1 . 5公里宽4-5米的农村公
路，改善了道路附属设施，美
化了周边环境，张在俊的农
家乐也借势从里到外焕然一
新，便利的交通条件更为他
吸引了不少游客。

如今，农家乐每天平均
接待五六桌，节假日期间要
达到十几桌。农家乐游客多
了、效益好了，张在俊不仅迅
速脱了贫，而且成了村里的
致富能人。同时，对没有条件
的贫困户，他又通过租赁房
屋、雇工的形式，积极带动周
边贫困户脱贫致富。

据悉，临沂市在实施交
通扶贫建设中，精准施策，把
公路建设与农村主导产业、
旅游开发、新农村建设相结
合，不断建设完善农村公路
路网，为山区群众铺就了无
数条致富之路，成功实现了
山区人民的致富梦想。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
进，临沂交通运输部门把云
蒙湖生态区确定为交通扶贫
攻坚的重中之重。在农村公
路的大力改造下，整个云蒙
湖生态区现已形成了60 . 4公
里的“外环”、1 8公里的“内
环”以及紧贴湖岸的150公里
生态隔离堤，沿湖村居全部
实现了村村通硬化路，许多
生产路也得到了硬化，个别
村还实现了户户通。

彭刘大村是蒙阴县的一
个库区村，紧邻云蒙湖，土地
少且贫瘠，交通闭塞，只有一
条“村村通”道路与外界相
连，生产路基本都是土路，一
到夏天，路面被雨水冲得坑
槽遍布，泥泞难行，村民受够
了道路不便的苦。

村民张明这样说：“俺村

里，家家户户种花生，地基本
都在北边那条岭上，以前有一
条土路，坑坑洼洼，你推着车
子，能把花生颠散了。要想富
先修路，这个道理俺都知道，
俺村就一条水泥路通到外边
的大公路，路窄得俩车半天才
能错开。以前也想再修一条或
者加宽，一算钱就闭了气了，
咱拿不起啊。”

通过改造彭刘大村内的
两条连接线得到了硬化，村北
的主要生产路也告别了土路
时代，一直硬化到村东头与县
道曹黄公路连接了起来，打通
了一条进出村子的新通道。

彭刘大村和云蒙湖生态
区只是临沂市实施“交通先
行”扶贫攻坚战略的一个缩
影。随着精准扶贫的提出，临
沂市交通运输部门组织50余

名工程技术人员会同设计部
门，在县区交通运输部门的
配合下，深入全市568个贫困
村，通过实地勘察、面对面交
流，对贫困村道路现状、建设
需求、资金筹措能力进行了
排查摸底，建立了交通扶贫
台账和建设需求数据库，制
定了《临沂市道路交通工程
扶贫专项实施方案》和《临沂
市“一点两区”道路建设规划
方案》，成立了以主要负责人
为组长的推进机构。

同时结合任职村第一书
记工作，进一步明确建设任
务，即用1年半时间，通过拓
宽通村路、打通断头路、开辟
出口路、对接干线路，建设农
村公路9 5 8 . 6公里、开通镇
村公交1 1条，从根本上改善
贫困地区交通现状。

●“走得好”也要“走得稳”

农村公路不仅需要高质
量，更需要高安全。目前，临沂
市农村公路安防工程任务已
基本完成，下一步，临沂市交
通运输部门将进一步健全安
防工程交工验收制度，已整治
完成的路段，要及时组织公安
交警、安监等部门进行交竣工
验收；加强日常巡查管护，对
损毁设施抓紧完善，确保充分
安全防护功能。

交通扶贫道路建设是一
项利民、惠民的民生工程，工
程建设质量被摆在首要位置。
临沂市建设扶贫公路原则上
不低于四级公路标准，对镇村
公交规划线路和具备条件的
扶贫村主要道路，按照路面宽
度6米的标准，进行单侧加宽、
双侧加宽或整体改造等方式
进行改造；对条件较差、交通
量较小的贫困村道路采取加

宽路肩、增设错车道等方式提
升改造，同步完善绿化、排水
以及安防工程，形成“外通内
联、通乡达村、班车到村、安全
便捷”的贫困地区交通运输网
络。

截至目前，临沂市道路交
通工程扶贫专项行动共新开
工601 . 1公里，完成路面面层
245 . 6公里，累计完成投资约
28343 . 9万元。

目前，济南市已经有22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通讯员 毛可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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