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发现1例本土新冠确诊病例，密接者及涉及的重点场所已管控

社区传播风险低，暂不划定中高风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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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名密接次密接者
首轮核酸检测均为阴性

该病例由武汉乘坐JD5528航班在2月
21日凌晨抵达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当晚获
悉在武汉期间活动场所内发现新冠肺炎阳
性病例后，自行前往医院进行核酸检测。2
月22日核酸检测结果阳性，由120负压救护
车转送至定点医院诊治，结合流行病学史、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测结果，专家组诊断
其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普通型），现已在
定点医院接受治疗。截至22日15时，已摸排
市内密接者7人（其配偶、孩子、同行人员及
出租车司机），次密接者85人（其中市北区7
人、黄岛区1人，另有患者孩子所在学校同
班级学生47人、同校车学生30人），均已实
施管控措施，第一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共
检测92人，结果均为阴性。

发现确诊病例后，青岛市立即启动应
急响应机制，各工作组、相关区市立即进入
应急状态，第一时间开展流调溯源、随访摸

排、封控消杀、核酸检测、集中隔离、转运救
治等工作。省疫情防控专家组已抵达青岛
市，与市疫情防控专家组联合予以现场指
导。在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协同联动、联
防联控下，疫情应急处置各项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中。

五个风险区域
环境检测结果为阴性

据介绍，发现确诊病例后，青岛市、区
两级流调处置队伍迅速赶赴市北区开展现
场流行病学调查处置，对确诊病例接触的
风险区域进行环境采样、检测、消杀等处
置，对其前往武汉、回青等过程进行详细流
行病学调查。

风险区域环境检测也迅速展开。相关
部门已对该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所涉及的
重点场所（青建太阳岛商务2号楼、万科紫

台小区、青岛内分泌糖尿病医院核酸采样
点、人民路283号尚乐城3号楼、青大附中燕
儿岛路校区）采取了疫情管控、环境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并对上述区域进行了全面
消杀。

与此同时，迅速排查管控乘坐航班风
险人群。经对病例乘坐航班开展风险人群
排查，本航班共有乘客134人，其中，密接者
37人（在青岛市27人，在省内其他市5人，在
省外5人）已全部找到，青岛市27名密接者
正在采取转运隔离采样措施；其他省市10
人，已通报所在地协查管控。

目前，该患者所涉及的青建太阳岛小
区、万科紫台小区、青岛内分泌糖尿病医院、
人民路283号尚乐城4个重点区域和青大附
中燕儿岛路校区，正在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下一步，青岛市将严格按照国家、省、
市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市委
市政府有关部署要求，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一是全力救治患者；二是全面精准随访
流调；三是快速完成重点区域全员核酸检
测；四是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

暂时不会开展
全域全员核酸检测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青岛市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省、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专家组
成员，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首
席专家姜法春表示，根据目前流调情况，该
病例在青岛的活动轨迹相对清晰、简单，各
种风险排查、管控也比较到位，病例涉及的
人群和风险区域均已得到有效管控，发生
社区传播的风险较低，因此本次疫情青岛
暂时不会调整防控风险等级，暂时不会划
定中高风险区域，健康码也不会变色，市民
出行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已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第一时
间进行了精准管控，对五个重点区域采取
了全员核酸检测，已检出的检测结果全部
都是阴性，因此青岛市目前暂时没有必要
开展全域的全员核酸检测。专家提醒，市民
不必过于担心，依然要自觉遵守疫情防护
措施和规定，关注好官方发布的全面信息。

据青岛市卫健委通报，2月22日，青岛市发现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记者从当天
下午举行的青岛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2日15时，青岛已摸排市内密接者7
人，次密接者85人，均已实施管控措施，第一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结果均为阴性。

青岛市目前暂时不会开展全域全员核酸检测，暂时不会划定中高风险地区，也
不会影响市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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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我省基本养老保险
全民参保计划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2022年1月1日
起，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
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为深入贯
彻全国统筹工作，更好推进我省全民参保
计划，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和参保人员权
益，提升养老保险制度公平性和可持续
性，今年，省人社厅将在去年“社保政策你
我他”宣传解读、“政策找人”等活动的基
础上，聚焦全民参保工作中的短板，查缺
补漏，分类施策，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养老
保险精准扩面行动。

通过社保数据筛查、与相关部门数据
比对等方法，全面摸清我省应保未保、应
缴未缴底数。针对目标人群推出“社保政
策你我他”宣传活动升级版，围绕“职工不
参保行不行、早参保与晚参保有什么区
别、参保人员养老保险账怎么算”等广大
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
宣传解读政策。同时深入推进“政策找人”
活动，通过经办机构上门宣传、短信提示、
微信推送等方式，开展面对面宣传，提高
职工维护自身权益意识。

连续17年提高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据介绍，省人社厅坚持惠民导向，做
好社保待遇调整发放工作。连续17年提高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2021年7月1日前，

高质高效完成全省753万
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调
整发放工作。第8次提高全
省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
金最低标准，由每人每月142
元提高到150元，高出国家标准57
元，连续两年增幅达27%。连续17年提高工
伤保险三项定期待遇水平，把工伤惠民政
策兑现为参保群众救急救命的“真金白
银”。一级至四级工伤职工伤残津贴每人每
月分别增加183元、173元、163元、153元。

全面加强社保基金管理，努力做到“管
钱有方、生财有道”。以风险防控为重点，开
展全省社保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有力
维护了人民群众“养老钱”“保命钱”。

预计投入56亿元
开发40万个公益性岗位

去年底，省政府印发《山东省城乡公
益性岗位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提出大幅
创设城乡公益性岗位，积极消纳农村剩余
劳动力和城镇长期失业人员，促进城乡低
收入群体就业增收。

据介绍，我省将齐河县作为全省试
点，指导其制订试点方案，探索建立城乡
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体系。后续根据城乡
规模、经济基础等不同类型，增加德州市
德城区、庆云县作为试点。同时，强化资金
保障。去年12月份，根据各地岗位开发计
划，下达16市、省财政直管县就业补助资
金4 . 2亿元，专项支持公益性岗位开发。
近期，省财政将再下达一批专项补助资
金，今年预计全省将投入56亿元。全省人
社系统将强化统筹协调，推动扩容提质行
动提速、提质、提效，确保圆满完成今年40
万个公益性岗位开发上岗任务。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日前发布通告，2月
23日起，荣乌高速公路威海至烟台段停止
收取车辆通行费。

通告称：鉴于荣乌高速公路威海至烟
台段（G18 K90+216-K139+631）收费期限

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和《收
费公路管理条例》有关规定，自2022年2月
23日零时起，该路段停止收取车辆通行费。
荣乌高速公路威海至烟台段停止收取车辆
通行费后，车辆通行费计费额为零，继续按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根据国家和省高速公
路建设发展规划，荣乌高速公路威海至烟
台段将实施改扩建，进一步提升公众出行
安全和服务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据山东省交通运输厅网站

荣乌高速威海至烟台段今起停止收费
收费期限届满，将继续按高速公路运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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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科技创新发展资金
将做到三个聚焦强化

2019年以来，山东省级对科技创新连
续保持高强度投入，2021—2022年两年，省
级科技投入再逐年增长10%，2022年达到
145.2亿元，是2018年的4.5倍。

据介绍，今年山东在省级科技创新发
展资金方面将重点做到三个聚焦强化：一
是聚焦强化基础研究策源能力，山东计划
启动省基础研究十年行动，围绕新一代信
息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碳中
和、海洋科学等领域，组织实施一批重大
基础研究项目。二是聚焦强化产业关键技
术攻关，山东梳理了“十强”产业关键核心
技术问题清单，在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
材料、氢能等领域，组织实施100项左右重
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实行“工作项目化、
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推进，加快突破
一批“卡脖子”技术。三是聚焦推动科技赋
能产业发展，在公共安全、高端芯片、智慧
农业等领域，再启动一批“技术攻关+产
业化应用”重大科技示范工程。

打造全省高校学科发展
“尖刀班”和“突击队”

近年来，山东不断增强高校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创新力，聚力做强科技创新载
体。实施学科尖兵梯队培育计划，为我省
科技创新提供高水平学科支撑。

2022年，山东将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
山东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打造引领全省高

校学科发展的“尖刀班”和“突击队”。实施
一流学科建设“811”计划，厚植已有数学、
海洋科学等8个现有国家一流学科竞争优
势，建强10个冲击“双一流”的潜力学科，
培育建设10个左右学科。

同时实施高校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计
划，为我省科技创新筑牢源头创新根基。
充分利用国家加快国家实验室体系建设
机遇，整合我省高校战略科技力量，组织
高校牵头或联合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等
高层次科研创新平台。主动服务经济需
求，分类建设一批高校实验室和高校重点
实验室，加快形成高水平学科全覆盖、创
新能力强、有力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高校实验室体系。

扭住创新“牛鼻子”
梯度培育制造业创新中心

制造业创新中心是《中国制造2025》
提出的五大工程之首，是国家重点打造的
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联合体。下一
步，山东将坚持“存量+增量”并重的思
路，一方面充分发挥已获批的国家和省级
制造业创新中心作用；另一方面，突出重
点、梯次培育，构建认定一批、培育一批、
储备一批工作格局。

国家中心方面，高标准建设国家先进
印染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能化家用
电器创新中心，同时瞄准工信部公布的36
个领域，进一步发掘筛选我省具有比较优
势的领域和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力争我省
在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方面进入全
国第一梯队。省级中心方面，围绕42条重
点产业链，加快布局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打造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平台，为
产业链协同创新提供支撑。

145亿元！省级科技投入再增10%
组织实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加快突破“卡脖子”技术

山东将开展养老保险精准扩面
通过社保数据筛查等方法，全面摸清应保未保、应缴未缴底数

创新，是刚刚结束的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给出的“关键
词”，而大会重点提出的“十大创新”中，科技研发创新位列第一位。2月
22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加快科技研发创
新，充分释放科技研发新活力有关情况。

2月22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就业和社
保工作情况。全省人社系统将深入贯彻实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全国统
筹，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持续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业态
从业人员“精准扩面”，适时适度提高社会保险待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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