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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大众日报》消息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山东省“创业齐鲁”行动方案（20 2 4 - 2 0 2 6
年）》，提出到2026年，全省扶持创业30万人以
上，带动就业80万人以上。每年培育专精特新企业
1000家以上，培育“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1000家
左右，扶持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100个左右；每年
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
速，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50亿元以上，新增个体
工商户经营性贷款500亿元以上；年均征集创业创
新赛事优质项目不少于1500个；每年举办各类创业
促进活动不少于1000场。
　　《山东省“创业齐鲁”行动方案（2024-2026年）》
明确了实施“创业齐鲁”行动的七项主要任务。
　　实施创业市场环境“暖心计划”。持续打造一
流创业环境，大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强化
部门联动和信息共享，以企业信息变更、开办餐饮
店、企业迁移登记等涉及企业3个“一件事”为重
点，为创业主体提供集成化服务。推动公共创业服
务下沉基层，深化“一次办好”“一网通办”集成
改革。深入开展创业环境优化“揭榜挂帅”活动，
打造一批具有山东特色的创业环境创新引领区。
　　实施创业重点领域“强链计划”。聚焦高科技
领域引领创业，以“十大创新”为引领，着力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创新创业集群化发展，
吸引集聚一批优质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创业团队，每
年培育一批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鼓励支持
新就业形态领域创业，鼓励创业者围绕交通出行、
外卖配送等新就业形态领域开展创新创业。
　　实施创业金融资本“护航计划”。优化金融服
务助力创业，加大首贷、续贷、信用贷、中长期贷
款投放，持续优化信贷结构，推动创业担保贷款等
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对天使基金，省级引导基
金最高出资比例提高至40%，省、市、县级政府最
高共同出资比例放宽至60%。支持创投风投助力创
业，到2025年，我省创业投资综合实力得到较大提
升，省级创业投资集聚区达到10个以上，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本地创业投资品牌领军企业达到30家以
上。试点开发“创业风险险”，支持引入社会资

金，对创业失败人员给予社会化资金救助。
　　实施创业领军人才“梧桐计划”。实施青年人
才集聚齐鲁行动，每年吸引青年人才不少于70万
人。大力支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业技术人员兼
职创新、在职创办企业、离岗创办企业、到企业工
作或参与项目合作。同时，引导外出人才返乡、城
市人才下乡创业，新建和提升改造一批返乡入乡创
业园区，政府投资的安排不少于30%的场地，免费
向返乡创业人员提供。持续落实新型职业农民职称
制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行动，每年遴
选100名业绩贡献突出的合伙人，按照柔性引才有
关政策规定分别给予1万元奖补，符合条件的纳入
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课程和
实践平台建设，每年遴选4000个左右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实施创业平台载体“筑巢计划”。加大高新技
术产业创新载体培育支持力度，提升各类创业载体
管理水平，扶持不同阶段创业主体发展壮大。依托
产业特色显著、青年创业者集聚、新业态消费场景
丰富的街区，通过搭建创业赋能中心，到2025年
底，在全省范围内试点建设40家省级创业街区。持
续深化“黄河青创走廊”共建行动，在省级层面打
造青创齐鲁大厦。
　　实施创业能力素质“锻造计划”。加强创业培
训规范化管理，出台山东省创业培训管理暂行办法
和创业培训师资管理办法。不断提升企业家创新创
业能力，全省年均培训民营企业家10000人以上，
遴选300名左右优秀中青年企业家进行重点培养。
每年完成高素质农民创业创新培训5000人以上。完
善支持“专精特新”企业成长发展的政策体系，推
进中小企业升规纳统、梯度培育，不断提升培育质
量，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实施创业文化生态“涵养计划”。在全省打造
“创业齐鲁”品牌，各市至少培育1个具有影响
力、叫得响的地区性创业品牌，形成“1+N”品牌
矩阵。高水平举办山东省创业大赛、高层次人才创
业大赛、大学生创业创新大赛、退役军人创业创新
大赛、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等赛事活动，储备优质创
业项目，促进人才引进、项目对接、交流合作。

“创业齐鲁”三年行动实施
到2026年，全省扶持创业30万人以上，带动就业80万人以上

喂鱼不是为鱼好
过度投喂请住手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别喂了！大鲤鱼撑死了！”日前，
济南趵突泉景区保安拎“罪证”喊话游客
的视频引起广泛关注。视频中，保安手提
一条大鲤鱼称“撑死了”，并吹哨劝阻游
客，提醒游客不要“荼毒生灵”。记者注
意到，近年来，全国多地的动物园、景区
发生过游客过度投喂动物的情况。游客的
喜爱可以理解，但过度投喂很可能会导致
动物生病或死亡。   （据海报新闻）

  趵突泉水中的鲤鱼体形圆润，萌态十足，颇
受游客的喜爱，被网友戏称为“猪鲤”。这种
“幸福肥”的背后，却隐藏着令人担忧的现
状——— 五花八门的食物一股脑儿地被倾倒在水
中，将“猪鲤”原本清澈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一个巨
大的“自助餐厅”。“猪鲤”之死，着实令人痛心。
  游客过度投喂，是导致“猪鲤”肥胖的直接
原因。有的游客缺乏科学的动物保护意识，认为
投喂动物是一种表达善意的行为；还有的游客存
在从众心理，当看到别人投喂时，自己也跟着投
喂。游客对动物园、景区动物的投喂行为，看似
是出于喜爱，但这种过度的热情却带来了严重的
后果。
  近年来，游客擅自投喂致使动物园、景区动
物患病乃至死亡的事件屡屡发生。2015年，上海
动物园的3头黇鹿在经历了数月的病痛折磨后相
继死亡，解剖发现均为肠梗阻，胃中塑料袋、小
毛巾等异物总重达38斤；2022年，天津动物园
内，游客向动物园的熊投喂导致熊呕吐，工作人
员制止投喂，但是很难完全阻止……
  这一系列事件都警示着我们：并非所有以爱
之名的行为，都能达到有爱的效果。游客的不文
明投喂行为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不仅威胁
着动物的生命健康，破坏了景区的生态环境，也
反映出部分游客文明素养的缺失。
  要减少不当投喂等错误行为，最有效的手段
除了加大监督和处罚，如在法律层面进行干预，
明确投喂行为需要承担的后果和处罚外，更要加
强相关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动物园、景区可以
通过科普活动、环保宣传等方式，让游客深入了
解投喂行为的潜在危害。利用社交媒体广泛宣传，
逐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减少类似悲剧的发生。
作为游客，要树立文明旅游意识，遵守规定，管住
“投喂之手”，莫让“好心”办了“坏事”。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从9月29日开始至10月8日结束、为
期10天的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圆满收官，客货运输多
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
次，日均发送旅客1773.9万人次，连续8天单日旅客发
送量超1700万人次。
　　其中，10月1日发送旅客2144.8万人次，创单日旅
客发送量历史新高；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15亿
吨，其中9月30日发送货物1172万吨，创单日货物发
送量历史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今年国庆黄金周旅
游流、探亲流、学生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始终保持
高位运行。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出行需求强劲增长
的态势，增加运力投放，强化站车服务。全国铁路实
行高峰运行图，统筹高铁和普速运力资源，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12237列，创运力投放历史新高。

铁路国庆黄金周运输

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

央行和财政部就国债买卖建立联合工作组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9日从中国人民银
行获悉，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已就央行国债买卖
建立联合工作组，并于近日召开工作组首次正式会
议，确立了工作组运行机制。
　　会议认为，央行国债买卖是丰富货币政策工具
箱、加强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两部门将统筹发展和安
全，继续加强政策协同，不断优化相关制度安排，
在规范中维护债券市场平稳发展，为央行国债买卖

操作提供适宜的市场环境。
　　中国人民银行8月首次发布国债买卖业务公
告，当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1000亿元。9月净买入
债券面值为2000亿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9月24日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人民银行已将国债买卖
纳入到货币政策工具箱，正在会同财政部，共同
研究优化国债发行节奏、期限结构、托管制
度等。

中国邮政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居世界邮政首位
  据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10月9日是第55届世
界邮政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
长刘爱力在世界邮政日致辞中说，在2024年《财
富》世界500强中，中国邮政营业收入和利润均居
世界邮政首位。
　　刘爱力介绍，今年以来，中国邮政持续打造核
心竞争优势，加快推进战略任务落地，取得了显
著成效。中国邮政具有12万辆邮车和42架全货运

飞机的能力优势、全球174个口岸的渠道优势，
通过全面深化寄递业务改革，管控效率、运营效
益、资源效能有效提升。首条洲际航线“南京—
卢森堡”成功开通，美国航线开通取得突破性进
展，在打造自主可控国际物流体系上迈出坚实步
伐。今年1至8月，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完成收
入4721.71亿元，实现利润704.76亿元，保持了良
好发展态势。

我国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国家数据标准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8日从国家数据
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提出
到2026年底，基本建成国家数据标准体系，围绕数
据流通利用基础设施、数据管理、数据服务、训练
数据集、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据确权、数据资源
定价、企业数据范式交易等方面，制修订30项以上

数据领域基础通用国家标准。
　　建设指南以数据“供得出、流得动、用得好、
保安全”为指引，从基础通用标准、数据基础设施
标准、数据资源标准、数据技术标准、数据流通标
准、融合应用标准、安全保障标准等7个部分，加
快构建数据标准体系，全面指导数据标准化工作开
展，为制修订数据领域相关标准提供了重要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