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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瑞超 于泊升

11月18日，由山东高速集团
投资建设的京台高速济南至泰安
段改扩建项目(泰山枢纽立交至
殷家林枢纽立交)北京方向提前
恢复通行，意味着该段已实现双
向通行，标志着国内首条“6改8”
国高网高速公路通车。

下午3时许，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来到京台高速济南至泰
安段泰山枢纽处，哨声一响正式
通行，围挡外等候的货车、私家车
相继通过。

山东高速股份京台高速济泰
段改扩建项目办主任郭建民介
绍，“改扩建前该段日通行车辆8
万—9万辆，改扩建后通行能力可
增至12万—13万辆，将大大提高
通行能力。”

济南市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
心副主任庄建伟向记者介绍，济
南段项目建成后，济南西部“南北
大通道”将进一步拓宽升级，济南
省会城市“首位度”将进一步提
高，助力泉城“西兴”新格局构建。
同时，将进一步加强济南与泰安
的交通联系，对带动沿线区域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服务新时代现
代化强省会战略和省会经济圈一
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济南11月18日讯（记者
赵清华 通讯员 黄亮） 记

者11月18日上午从省政府新闻办
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18日，全省
16市和省本级、胜利油田医保卡
跨省结算、普通门诊省内和跨省
联网直接结算正式开通运行。同
时，为让群众在“一卡通行”和异
地就医联网结算中更省心、更省
事、更便捷，山东进一步改革简化
了异地就医政策，并将于2022年1
月1日起正式实行。

门诊报销待遇方面，异地门诊
就医可享受参保地门诊报销待遇。
凡建立职工和城乡居民门诊统筹
政策的市，参保人员省内跨市、跨
省异地就医不受签约基层医疗机
构范围和等级限制，均可享受门诊
统筹待遇并实现联网结算，异地报
销与本地报销额度合并计算，不超
过当年度门诊统筹报销额度。

自付费用方面，降低临时外
出就医首先自付比例。转诊转院
人员，自行外出就医人员，因出
差、探亲、旅游等“临时外出就医
人员”，省内跨市、跨省住院医疗
费用首先自付比例，由原来各市
规定的不超过40%，统一调减为
不超过10%；普通门诊、门诊慢特
病省内跨市、跨省就医首先自付
比例不超过10%。

另外，取消异地就医定点医
疗机构范围和家数限制。异地就
医直接备案到就医地，不再备案
到具体医疗机构，参保人可在备
案就医地所有联网的普通门诊和
住院定点医疗机构中自主选择就
医，并实现直接结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杨璐

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
议将于11月29日在济南召开。届时常委会会议
将审议《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
案）》等地方性法规草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注意到，多个省份已陆续启动了省级人口与
计划生育条例修订，从公布的内容看，各地普遍
增设“育儿假”。

11月15日下午，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在济南举行第76次会议，决定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11月29
日在济南召开。记者发现，建议常委会会议的
主要议程中，审议省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山东
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等法规
包括其中。

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
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
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
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
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
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此后，多个省份陆续启动了省级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修订。据不完全统计，江西、四川、江
苏、贵州、吉林、山西、黑龙江，辽宁、湖南、湖北、
陕西、安徽、海南、宁夏等省份都公布了当地的
人口计生条例修正案。还有部分省份正在推进
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

值得关注的是，各地普遍延长了产假、增
设育儿假。

在已通过条例修正案的省份中，江西、四
川、贵州三省份都规定，子女三周岁以下的夫
妻，每年各有10天育儿假。山西给出的育儿假
天数更多，明确“符合规定生育且子女不满三
周岁的，夫妻双方所在单位分别给予每年十
五日的育儿假”。

10月29日，黑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正后的《黑龙江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用人单位每年给予
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的父母各十日育儿假，假期
工资照发。

江苏省的条例规定，“推动实行父母育儿假
制度。育儿假的具体实施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
定。”

吉林省的条例规定，“支持有条件的地区
或企业事业单位设立父母育儿假。”

还有的省份公布了条例修正草案的内
容，向社会征求意见。

比如，海南省计生条例征求意见稿提出，3
周岁以内孩子的父母除了可以各自享受每年
10天的育儿假，还可以给予夫妻任意一方每天
一个小时的育儿时间。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提出符合法律
规定结婚的公民，除享受国家规定的3天婚假
外，增加婚假10天；女方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
基础上，延长产假90天；男方享受30天护理
假；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父母双方各
10天育儿假。

陕西在意见稿中提出，在国家规定婚假
的基础上增加假期十天。职工合法生育子女
的，在法定产假的基础上增加产假六十天，同
时给予男方护理假十五天，夫妻异地居住的
给予男方护理假二十天。女职工生育三孩的
再给予半年奖励假，其配偶增加护理假十五
天。

山东医保卡

实现跨省结算
异地就医享受参保地报销待遇

省城西部“南北大通道”升级

京台高速济泰段

恢复双向通行

瞄准高精尖，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

追梦海上探秘激光 我省再添三院士
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发布2021年当选院士名单。名单显示，潍坊先进光电芯片研究院院长郑婉华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岛有2位科学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分别是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王军成和中国
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陈松林，两位院士都长期从事海洋科学研究，彰显了我省海洋科技的实力。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张晓鹏 高雅洁 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石如宽

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关于公布
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的
公告》，新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65人。其中，潍
坊先进光电芯片研究院院长郑婉华当选中国
科学院院士。

郑婉华，中科院半导体所固态光电信息
技术实验室主任、潍坊先进光电芯片研究院
院长，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首席科学家，主要从
事人工微结构材料和半导体激光研究。她
2003年回国后，最先向科技部建议在我国研
究高性能光子晶体激光，并在国内率先突破
激光激射，发展了从光子晶体能带调控、光子
晶体激光结构设计、材料生长到芯片制造的
全链条自主可控技术体系，在高性能光子晶
体激光器基础原理和关键技术方面做出了开
创性和系统性贡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中国专利金奖，发表论文80多篇，授权
专利100多项。

2018年，潍坊市潍城区以引进郑婉华科
研项目为契机，建成潍坊市首家“四不像”产
业技术研究院，为全面提升研究院发展水平
和科研层次，2020年将研究院提升到省市层
面——— 由中科院半导体所、山东省产业技术
研究院、潍坊市政府、潍城区政府联合共建。
目前，潍坊先进光电芯片研究院被列入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直属院，牵头建设的山东省先
进光电芯片创新创业共同体被纳入全省“1+
30+N”创新体系，2020年获批研究生培养资
格，已入院博士研究生5名、硕士研究生29名。
以研究院为发展龙头，潍城区规划建设了占
地1400亩的潍坊半导体(激光)产业园，已引
进上下游产业链高新技术企业60余家，预计
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0亿元，迅速打造为扎根
潍坊、立足山东、放眼全国、面向全球的半导
体激光产业基地。

破译了我国首个鱼类基因组，实现我国
鱼类基因组序列图谱从0到1的突破，建立鱼
类精子库……11月18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黄海所陈松林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松林1960年出生。1982年，他大学毕业进
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从事鱼
类生殖生理和繁殖技术研究。1989年后，他投入
完成了淡水鱼类精液、胚胎冷冻保存的课题研
究；负责建立了我国主要淡水鲤科鱼类精子超
低温冷冻保存技术和精子库。2000年初，陈松林
进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工
作。他将先前研制的淡水鱼类精子冷冻保存技
术应用到海水鱼类上，又成功建立了花鲈、大菱
鲆和半滑舌鳎等十多种海水鱼类精子冷冻保存
技术和冷冻精子库，解决了海水鱼类种质保存
和遗传育种中缺乏冷冻精子的难题。

陈松林深知科学技术的最终目标是造福
人类。半滑舌鳎因其味道鲜美，深受消费者喜
爱。但半滑舌鳎雌、雄个体生长差异巨大，经
过一年多的养殖后，雌鱼可达到1斤多，雄鱼
却只有2到4两，严重限制了半滑舌鳎苗种的
推广和养殖产业的发展。

对此情况，陈松林及其团队开展了半滑舌
鳎雌鱼和雄鱼全基因组测序和精细图谱绘制
以及其他一系列研究，将苗种的生理雌鱼比例
提高了20%左右，将养殖产量提高了20%以上。
同时，还率先突破了半滑舌鳎人工雌核发育技
术难关，提高了养殖产量，产生了40亿元的经
济和社会效益。

此外，陈松林还主持开展了牙鲆高产抗
病分子育种技术的研究，培育出我国鲆鲽鱼
类首个新品种———“鲆优1号”快速生长牙鲆，
其生长速度比普通牙鲆提高20%以上、成活
率提高20%，现已在山东、福建和天津等沿海
省市实现产业化养殖。

郑婉华：
最先建议在我国研究
高性能光子晶体激光

陈松林：
让鱼长得更好更快

造福百姓餐桌

海边出生，海边长大，海上工作40多年，
从无到有，给中国海域织就了一个全世界第
二大的“眼睛”网络，他便是新晋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
研究员、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学术
委员会主任王军成。

王军成1953年出生。1978年，从哈尔滨工
业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山东，在山东省科学院
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投入到对海洋监测浮标
的研究中，一干就是40多年。

在王军成团队的努力下，1993年，第一个
国产的业务浮标终于在黄海上出现，中国的
大海上有了真正属于中国人的“眼睛”。

海洋监测浮标的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
作，需要不断在海上做试验。最多的时候，王
军成一年有100多天在海上，1993年的一天，
王军成正在东海工作时，四米巨浪突然袭来，
他无法从浮标回到船上，最后只得跳海，同事
们用绳子把他拉回船上。

“这样的经历不止一次，但不经历这些困
难，就没有浮标的不断进步。”回首40年的经历，
王军成感叹，“一定要有永不言败的精神。”

从当年十来人的团队，到如今50多人的团
队，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已成为
国内最大的海洋监测浮标研发、检修团队。他们
研发的海洋浮标也在不断进步。北到渤海、黄
海，南到南海，200多套海洋监测浮标标志着中国
已经构建起规模世界第二的海洋监测浮标网
络，其中九成以上都来自王军成团队。

据介绍，王军成团队研发的浮标每天向国
家海洋局和中国气象局输送近30000组数据。“从
气象台发送的海洋预报到海洋气象预报，很大
一部分数据都来自这些监测浮标。”

现在，年近七旬的王军成依然奋战在科
研一线。

王军成：
海上工作40多年

为研究浮标不惜“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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