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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希文
　　通讯员 王敏 康心悦 报道
　　本报讯 11月21日，山东科讯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国家统计局审
批，在新区统计局、发改局、工信局、教
体局等多部门支持努力下，顺利完成
营利性服务业入库纳统工作。山东科
讯预计年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超4亿
元，纳统后将拉动新区营利性服务业
增速5个百分点。
　　据悉，山东科讯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是国内人工智能领导企业科大讯飞
股份有限公司在山东投资设立的区域
总部企业，由青岛开发区于2019年招
商引进，2019年11月6日正式注册，目
前已在青岛研创中心建设“讯飞未来
港”，总建筑面积21000平米，今年9月
投入使用，已成功吸引入孵人工智能
科技型企业80余家，未来两年将吸引

约150家小企业入孵，预计实现年营业
收入超10亿元、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人
才超1000人的集聚规模，将成为新区
信息技术产业的新高地。
　　近年来，青岛开发区紧紧围绕新
旧动能转换战略，将新一轮转型升级、
创新发展的着眼点放在家电电子、汽
车、橡胶轮胎、集装箱制造等传统制造
业领域，谋划通过人工智能与传统制
造嫁接，赋能制造业以“信息技术和互
联网+”的新生命，不断推动“家电、汽
车、石化、物流”等支柱产业向“智能家
居、高端装备、生态能源、现代物流”等
方向转型。在新的发展思路引领下，靶
向招商锁定国内人工智能重点企业科
大讯飞，成功引入并成立山东科讯公
司，选择在位置优越、配套完善、业态
丰富的青岛研创中心建设“讯飞未来
港”，建设全球中文学习平台，打造全

球中文学习第一门户；成立科大讯飞
山东总部；成立“AI+实体经济产业加
速中心”；与新区签订“智慧课堂”合作
协议在全区范围内推广应用智慧教
育；疫情期间会同相关人工智能产业
共同体成员单位征集发布了智慧工
业、智慧办公等5个领域产品和解决方
案120余个；与赛轮、澳柯玛等区内重
点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其中与赛
轮集团联合创建的国内首个“橡胶工
业设备声纹库”，实现人工智能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
　　青岛开发区力争在“十四五”期间
依托山东科讯、商汤科技等企业重点发
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形成龙头
企业集聚、产业链条完整、辐射带动明
显的新产业生态，继续发挥好新区高质
量发展主力军、压舱石作用，交出一份
国家级开发区二次发展的满意答卷。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开发区交警大
队三中队联合薛家岛街道综合执法
中队对辖区22家货运企业和16家施
工工地企业负责人进行集中约谈，
签订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书，最
大限度推进交通安全防控工作，保
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约谈中，民警通过播放道路交
通事故录像向各企业负责人展示了
个别货车驾驶人仍然存在安全意识
差、违法行为多的情况，强调既要管
生产，又要管安全，要进一步找准隐
患、症结和问题；各企业驾驶人在出
行时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尤
其要坚决避免闯红灯、超速、超载、
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发生。
　　约谈后，各企业负责人签订了道
路交通安全责任书。企业负责人纷
纷表示，下一步，将结合自身企业特
点，找症结、补短板、降风险，强化企
业社会责任，配合交警及其他主管
部门，全力做好交通事故预防工作。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为推进企业社会保险
缴费各项工作高效有序开展，黄岛
区税务局开展缴费辅导和银行扣费
账户确认工作。
　　据介绍，黄岛区税务局充分发挥
各税员管理科所属地优势，利用钉钉
工作群、微信群、短信等方式进行广
泛宣传与辅导，确保将社保费银行扣
费账户确认的通知送达每个缴费人。
　　“收到税务部门的短信后，我才
了解到企业社保费征收职责已划转
至税务部门，按照要求操作，5分钟就
完成了三方协议的确认工作，方便又
快捷。”某企业财务负责人介绍。
　　下一阶段，黄岛区税务局将继续
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多样化的学
习培训及宣传活动，致力于服务辖区
纳税人、缴费人有序缴纳税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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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一键签署，省时又省心
新区推广使用电子劳动合同，助力企业管理智慧升级

　　□本报记者 张静

　　今年，受疫情影响，西海岸新区企
业用工及人力资源管理面临了很多新
挑战。为此，西海岸新区将数字化信息
化技术广泛应用于人力资源管理领
域，电子劳动合同模式也应运而生。
　　“为助推企业复工复产，让劳动者
稳就业，我们鼓励和支持企业线上招
聘、线上签订电子劳动合同。”区人社
局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科科长徐连富
告诉记者，此举不仅标志着西海岸劳
动合同信息进入了“无纸化”传输轨
道，也正式开启了西海岸电子劳动合
同管理“全程网办”的全新工作模式。
　　今年4月16日，颠覆传统劳动合同
签署流程的“电子劳动合同”在柳州五
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正式
上线。数据显示，首批上线签订电子劳

动合同的职工就有200余人。
　　“我们在平台上发起合同签订，新
职工在线点击链接，核对合同信息内
容、签字确认无误后，我们再进行线上
电子签章，一份完整的劳动合同便签
署成功了，整个过程又快又简单。”关
于电子劳动合同的应用，柳州五菱汽
车工业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人力资源
部经理李明表示很受益。他告诉记者，
相比传统的纸质劳动合同，电子劳动
合同智能、安全，特别是对于员工较多
的大型企业而言，电子劳动合同能够
极大简化业务流程、降低成本、提高管
理效率，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企业数
字化基础设施。
　　签署一份电子合同，时间仅需1分
钟，制作成本节约了3/4，人力成本节
约了2/3。更重要的是，在数字化、信息
化、智能化蓬勃发展的当下，推进电子

劳动合同不仅可以成为企业走进数据
时代的突破点，还为未来企业的经营
与和谐劳动关系创建了良好的平台。
　　如今，在柳州五菱公司试点成功
的基础上，区人社局大力宣传推介电
子劳动合同的主要功能和优势，通过
新闻媒体、线上直播会、线下座谈会等
方式，宣传电子劳动合同应用案例和
成效，在重点企业、重点区域复制推广
电子劳动合同模式，并加强工作指导
和业务规范，推动全区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水平有效提升。截至目前，海信视
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6家重点企业
已应用该模式，与企业签订电子劳动
合同的职工达3.3万余名。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在提高覆盖
率上下功夫，推进电子劳动合同在人
力资源管理服务事项中的全面应用。”
徐连富说。

（上接第一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义睦劳模工作室创始人于义睦。
二人商量，一定要让赫赫像正常人一
样，拥有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更有意
义的生活。

从车厢到生活的爱

  每天的公交车之遇，赫赫与于义
睦、卢振华等K1路驾驶员渐渐熟络起
来。“每次看到我们娘俩来坐车，他们
都小跑过来帮我推轮椅。”赫赫的妈妈
告诉记者，“上车抱上去，下车抱下来，
自从认识了K1路的这些驾驶员，就不
用我抱孩子上下车了。”
  6年间，于义睦和卢振华将这份关
爱从公交车厢延展到了赫赫的生活
中。两位驾驶员分工不同，于义睦负
责学习，帮孩子买书买玩具，卢振华负
责生活，帮孩子买衣服买鞋。于是，各
种学习文具、生活用品隔三差五地就
会送到赫赫家里。每年孩子过生日以
及儿童节、春节等节假日，两位驾驶员
也从不缺席。
  康复不仅需要体力，更需要毅力

和耐心，无论哪一方面，对一个孩子来
说都是极大的挑战。经年累月的枯燥
康复，赫赫时常会有情绪波动，不愿去
康复。为了鼓励赫赫坚持训练，于义
睦和卢振华想尽了办法。
  赫赫爱吃香蕉，于义睦当班日就
会准备几根香蕉，赫赫坐车吃一根，做
完康复吃一根，回来路上吃一根；于义
睦还会表演山东快书，最初，赫赫在始
发站上车后，于义睦就会在车厢里为
赫赫表演一段，如今，赫赫对于义睦20
多段山东快书全部了然于心。
  为了鼓励赫赫坚持康复，卢振华
在每个阶段都给他设立小目标，比如
独立上公交车、鼓励他走得更远、走路
抬头挺胸等，“只要小目标达成了，我
就带着他去下馆子，我们一起吃过肯
德基、巴西烤肉自助……”
  一次，为了兑现和卢振华的约定，
赫赫曾试着从家独自走到公交车站。
短短两公里，他用了一个小时走出了
小区，后来是妈妈骑着电动车把他送
到了公交车站。“亲眼看着他的身体状
态越来越好，我打心底里替他高兴。”
卢振华自豪地说。

“我们会一直抱下去”

  6年来，于义睦和卢振华已将照顾
赫赫这件事当成了习惯，在他们的影
响下，K1路公交车所有驾驶员都加入
了帮助赫赫的队伍中，大家定期到家
里探望赫赫，并带着他出去游玩。从
两人到整个车队，生命的希望和凡人
善举的温暖，在不断传递。
  赫赫和妈妈每天上午要到学校上
课，中午11点多下课后再乘公交车赶
去康复中心，为了节省时间，娘俩每天
的午饭都是早上准备的简单饭菜。K1
路所在分公司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想
让赫赫母子俩在食堂免费吃午饭，但
赫赫妈妈坚决不想再给大家添麻烦。
最后，分公司给赫赫妈妈办了一张饭
卡，让他们按照员工价格刷卡就餐。
这张由食堂保管的饭卡，起初赫赫妈
妈只充了几十元，但饭卡里的钱却越
花越多。
  “都是我们驾驶员捐的，三十五
十、百儿八十的。”卢振华说，每次赫赫
妈妈想充钱，大家都告诉她“卡里有

钱，不用充”。
  对于大家的好意，赫赫和妈妈都
明白，他们把这份温暖记在心上。每
次乘车，赫赫妈妈都会帮着擦后视镜，
提醒乘客出示健康码，成了一名临时
义务安全员。赫赫妈妈还买来十字
绣，用两个月的时间一针针地绣了50
双鞋垫送给驾驶员，鞋垫上绣着的“平
安”二字，饱含着母子俩的感恩之心。
  6年间，在K1路驾驶员的热心陪伴
下，赫赫从不会说话，到现在能断断续
续说出“……爸爸，你……好”等简单
的问候语，从不会走路到现在可以自
己步行几十米。虽然步履蹒跚，说话
断断续续，但这几十步、几个字的进步
也让驾驶员们感受到莫大的幸福。“让
赫赫身体、学习都越来越好”是K1路所
有驾驶员的最大心愿。
  采访即将结束，卢振华笑着告诉
记者，2014年赫赫8岁，体重30多斤，一
把就能把他抱起来，现在赫赫14岁快
100斤了，抱起来有些吃力了。“但是只
要赫赫妈妈每天还继续带着他去医院
做康复，只要他们还来坐K1路公交车，
我们就会一直抱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