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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区科学技术局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打算

2020 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区科技局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五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全

市高质量发展“十二大攻坚行动”和全区“七个方面、十六项重

点工作”工作部署，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多措并举推进

科技兴区工作，不断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快实现全区新旧

动能转换。博山区科技局荣获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先

进集体二等奖。

一、2020 年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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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全面树立平台思维，以平台

思维做发展乘法，以平台思维整合资源，以平台思维营造科技创

新生态，积极搭建各类平台。一是做好统筹规划工作。结合全区

实际拟定出台了《关于“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一体

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方案》和《关于实施科技创新平台赋能

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二是积极创建人才创新平台。山东北汽

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与格鲁吉亚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

铁柱合作建设的院士工作站获得省科技厅备案。山东东佳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工业大学赵耀华教授签约共建国家重点人才

工程专家工作站。三是构建协同型合作平台。立足全区机电泵类

产业资源优势，打造“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创业共同体。牵头

成立了淄博市高效机电泵类产业战略创新联盟，推举山东华成集

团有限公司为理事长单位，组织申报淄博市先进泵类产品产业创

新创业共同体。四是打造高水平众创空间。淄博颜山电子商务创

业园申报省级众创空间并进入公示名单。中国机电梦工场成功孵

化高新技术企业 1 家。

（二）推动校城深度融合发展。坚持把深化校城融合发展作

为延展产业链条、提升创新能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

一是开展精准对接活动。4 月 2 日，在山东理工大学举办了“山

东理工大学——博山区校城融合发展”企业交流对接会。15 位

专家教授分别与山东华成集团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负责人就技

术难题、行业发展等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全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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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开展“一人双岗”工作。组织 30 家企业与山东理工大学就

“一人双岗”工作（山东理工大学教师一岗在学校、一岗在企业

挂职“科技副总”）进行对接。山东理工大学 24 名专家教授被

山东安博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2 家企业聘任为“科技副

总”。三是合作共建产业平台。10 月 10 日，博山区人民政府与

山东理工大学共建“丘陵山地精准农业航空及智能化农业技术与

装备示范基地”揭牌仪式在池上镇举行。四是加大域外高校合作

力度。组织全区 12 家企业与区外高校合作申报淄博市重点研发

计划（市外校城融合）项目，其中山东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

担的项目获得立项。一年来，通过拓展合作渠道，29 家高校院

所在博设立研发机构或者与区内企业签订校城融合战略合作协

议。

（三）加强科技人才培养引进。把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科技工作的重要着力点，为全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强有

力的科技人才支撑。一是开展人才技术需求征集工作。面向全区

共征集技术难题 25 项，人才需求 19 项，编纂形成《2020 年博

山区技术难题和人才需求汇编》。二是组织申报各类高层次人才

项目。全年共组织申报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1 项、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工程（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类）3 项、山东省创业大赛

4 项、淄博创业大赛 4 项、淄博英才计划（创新类）8 项，其中

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申报的科技部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已完成答辩，淄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徐红伟入选淄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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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计划（创新类），山东农业大学刘玉升教授入选淄博创业大赛

创业项目类。三是为高端人才和企业牵线搭桥。西安交通大学王

红洁教授与淄博工陶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大尺寸常压烧结

碳化硅制备技术开发项目合作协议；山东大学郝京诚教授与山东

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就“汽车轻量化复合材料研发”

项目开展合作；山东理工大学李富军教授与山东佰润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就葡萄种植、葡萄育种工作进行合作。四是用好各类人才

交流平台。组织 100 余家企业、200 余人次参加第一届中国（淄

博）新材料产业国际博览会暨第十九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

论坛活动，邀请北京市欧美同学会及青岛科技大学专家教授与博

山企业家开展对接洽谈。活动期间，参会企业对接高层次人才

37 人，其中院士 3 人、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专家 9 人。28 家企业

签定各类合同、协议、意向 52 项，两个重点项目现场签约。

（四）全面推进企业创新能力建设。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和主导作用，增强自主创新支撑能力。一是培育壮大科技型

企业队伍。2020 年，全区已有 72 家企业通过科技型中小企业评

价，完成入库登记；21 家企业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全区高

新技术企业达到 45 家。二是组织申报各类科技计划。组织山东

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申报 2020 年度中央

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组织淄博益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申报 2020 年度山东省科技股权投资项目，组织山东安博机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申报淄博市重点研发计划，其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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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成中德传动设备有限公司等企业的 3 个项目入选淄博市重

点研发计划。三是组织申报各级科学技术奖。组织山东华成集团

有限公司的“瓦斯高效安全抽采系统成套关键技术及产业化”项

目申报国家科技进步奖，组织淄博博一新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 3 家企业申报山东省科学技术奖，提名山东华成中德传动设备

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的科技成果为淄博市重大科技成果。四是做

好科技成果登记和转移转化工作。2020 年，全区共登记重大科

技成果 9 项。淄博博山孟友钢化玻璃制品厂的“钢化玻璃餐具”

项目荣获第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项目优秀奖，山东山博

电机集团有限公司的“军用低压大电流发动机军转民项目”获批

2020 年淄博市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五是全面落实科技

惠企政策。全区 63 家企业完成 2020 年度企业研究开发财政补助

资金申请，补助总额达 1366 万元；7 家企业享受山东省中小微

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财政补助，扶持资金总额达 140 万元；山

东山博电机集团有限公司获得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补助资金

57.07 万元。

（五）认真做好外国专家工作。把外国专家与国际合作交流

工作纳入科技发展轨道，积极实施有效措施，为高端外国人才引

进和国际技术合作与交流工作营造良好环境。一是举办“高层次

外国专家淄博行——博山专场”活动。4 位外籍院士和 6 位国际

知名专家进行了线上路演，介绍和展示他们各自领域的最新科技

成果，全区 50 家重点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二是组织申报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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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专家项目。2020 年，共组织申报国家外国专家项目 1 项、

齐鲁友谊奖 1 人、省级引智项目 3 项、“外专双百”项目 2 项、

市级海外创新创业基地 1 个、市级引进外国专家项目 3 项，其中

山东北汽海华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获批淄博市高端外国专家

引进计划，淄博华绵制衣股份有限公司获批淄博市高端外国专家

项目。三是做好外国专家的管理服务工作。疫情期间做好外国专

家情况摸排工作，帮助淄博艾杰旭刚玉材料有限公司 2 名日籍专

家顺利复工返岗。

（六）加大农业科技工作力度。以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

展，切实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推广能力和服务能力，让

农业科技成为精准扶贫的动力源和助推器。一是扎实开展科

技扶贫。一年来，全区 5 支科技服务队工作覆盖 86 个省定扶贫

工作重点村，通过线上培训、线下指导等方式开展各类培训

和指导共计 400 余次，累计培训超过 2000 人次。各农科驿

站结合各自运营主体的实际情况累计开展各类服务指导 30

余次，培训近千人次。二是做好农业科技人才选拔工作。推荐

5 名专家成功申报第二批省级科技特派员，选派 3 名专家分

别对口服务淄博益君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佰润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和山东山珍园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重点农

业企业。三是认真做好农业创新平台的评估验收工作。在上级

科技部门组织的评估验收工作中，博山区石马镇桥西村益君农科

驿站获批市级示范性众创空间和优秀农科驿站，博山区池上镇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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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村农科驿站获批市级优秀农科驿站，博山特色猕猴桃星创天地

获批市级优秀星创天地。

（七）扎实做好企业服务工作。通过开展科技政策宣传、签

订科技服务合同、指导企业做好疫情防控等措施，进一步优化营

商环境，当好服务企业的“店小二”。一是举办各类科技政策培

训班。2020 年，区科技局先后举办了“全区研发费用财务管理

暨科技政策解读培训会”和“博山区技术合同认定登记政策培训

会”。对研发费用归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

等内容进行了解读。二是签订科技服务合同。在全面评估企业科

技发展水平基础上，区科技局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为全区 41 家

企业量身定做并签订了“科技服务合同”。对企业的科技需求视

难易程度在 5-12 个工作日内拿出解决方案。三是指导科技型企

业科学防控疫情。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承担重

大科技项目的企业制作并发放了 300 余份“博山区科技局关于全

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的倡议书”和防疫科普材

料。同时，通过微信群及时发布科学有效的防疫信息，确保企业

平稳运行，科技项目按进度顺利开展。

（八）全面突出党建引领。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

实施政治理论学习学时化管理，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一是严格落实党建工作。制定了

《2020 年党建工作计划》，按时落实“三会一课”制度，定期

召开党建工作例会，组织党员到社区报到，为党员集体过政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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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制定出台《博山区科技局政治理论学习课时化管理制度》，

对党员政治理论学习实施量化管理。二是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工

作。制定了《2020 年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党组主体责任清单》，

全年组织党风廉政建设部署会 2 次，组织廉政谈话 2 次，领导班

子述责述廉 1 次，集中开展警示教育 8 次。三是紧抓意识形态工

作。定期专题研究部署意识形态工作，学习传达中央和省市区委

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文件，及时向上级党组织专题汇报意识形

态工作开展情况。一年来，区科技局未出现重大舆情与负面报道。

四是抓好精神文明建设。成立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开

展文明家庭评选和“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在结对社区安装精

神文明宣传展板 6 块，定期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活动，完成市级精

神文明单位争创工作。

二、2021 年工作打算

（一）工作要点

1.加强科技型企业培育工作，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力争全区新增高新技术企业 10 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 10 家以

上。全区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同比增长 0.1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同比增长 1 个百分点。

2.加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力度，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开

展“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园区”一体化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建设。组织中国机电梦工场争创国家级众创空间、山东省科技企

业孵化器，指导鲁中人力资源产业园争创山东省众创空间；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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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产业技术研究院淄博分院合作共建博山制造研究院；推动高效

机电泵类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与江苏大学合作建设江苏大

学流体机械（泵类）博山研究院，依托淄博博一新能源科技发展

公司建设“全国热控技术研究院”，推荐山头陶琉古镇建设国家

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组织山东东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报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示范基地。

3.深度开展校城融合工作，助力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创

造条件，与山东理工大学合作建设博山新旧动能转换研究院，继

续开展“一人双岗”工作。拓展与域外高校的合作水平和范围，

组织区内企业与域外高校合作申报校城融合项目（市外校城融

合）15 项以上。

4.加大对上争取工作力度，推动全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组织

申报市级以上科技项目 15 项以上，申报市级以上科学技术进步

奖（重大科技成果）13 项以上；申报市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 8

家以上，筹建院士工作站 2-3 家；申报省外专“双百计划”1 项，

市级以上各类人才计划 8 项以上。

5.完成博山区“十四五”科技创新规划编制工作。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立足博山区域发展现状，围绕企

业培育、项目申报、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科技系统业务板块

进行精准调研。全面聚焦科技创新的热点、难点问题，提高规划

编制的前瞻性、科学性，高质量完成博山区“十四五”科技创新

规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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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要求，锤炼高素质干部队伍。认真落实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严格执行“三会一

课”、支部主题党日、组织生活会、民主评议党员等制度，提高

党内组织生活质量。加强局机关党的纪律建设，及时开展岗位廉

政教育和警示教育，推进廉洁风险防控工作。牢牢把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旗帜鲜明地开

展思想舆论斗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打造特色机关文化。激励

党员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培养“狮子型”“老黄牛型”干

部。

（二）工作措施

1.实施高企倍增计划。一是实施“小升高”培育行动。强化

高新技术企业源头培育，制定高新技术后备企业培育工作细则。

二是落实高新技术企业奖补政策。对符合奖补条件的企业及时兑

现奖励，增强企业申请积极性。三是强化管理服务。进一步完善

“订制式”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机制。畅通申报渠道，提高工作效

率，加强服务指导，营造宽松申报环境。

2.实施校企合作计划。一是与山东理工大学继续开展“一人

双岗”计划。2021 年，组织区内企业开展精准对接，选聘 20 名

博士到对口企业担任“科技副总”，实现全区“科技副总”数量

翻番。二是组织泵类企业开展院校行活动。组织华成山东华成集

团有限公司集团、山东颜山泵业有限公司等 10 家骨干泵类企业

到江苏大学开展产学研对接，提升企业产品技术水平。三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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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高层次人才博山行”活动。计划邀请 10-15 名两院院士、

国家重点人才工程专家和外国专家等高层次人才到博山与企业

开展对接，为企业把脉问诊。

3.实施企业培训计划。为提升企业的科技创新意识，明年上

半年邀请行业专家举办 3 期培训班：1 月份，面向规上企业举办

研发投入统计培训班；4 月份，面向规上企业和科技型企业举办

科技政策解读培训班；6 月份，面向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

企业举办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培训班。

2021 年 1 月 7 日

博山区科技局办公室 2020 年 1 月 7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