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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光社 张秋美 翟来兵 霍学全

又到了收获时节，鱼台县王鲁镇陈堂村金黄
色的稻田波浪翻滚，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这
是鱼台县丰谷米业有限公司承包经营的绿色大
米种植基地。公司总经理刘宝启说：“北面120亩
稻田是引进的日本越光、TY-28优质稻米，正在
进行有机大米转换；东边种的是绿色、黑色、红色
等特色大米；西边的是通过绿色食品认证的稻
田，这些大米十分受消费者的青睐。”

刘宝启所言在丰谷米业销售中心可见一斑。前
来购米的消费者络绎不绝，301大米、糯米、五谷杂
粮等成为抢手货，一大堆大米很快抢购一空。丰谷
米业依托鱼台大米传统种植优势，发挥“天时地利
人和”的便利，通过土地流转方式承包稻田，并采取
标准化种植方式，在市场上打响了绿色品牌、有机
品牌，提升了市场影响力，成为绿色大米的领跑者。

绿色大米之“地利”

为有源头活水来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水稻

系水中农作物，良好的水资源是种植绿色大米的
先天条件，而丰谷米业占据了“地利”之优势。

鱼台县是我国有名的“鱼米之乡”，位于风光
旖旎、美丽富饶的微山湖西岸，境内水资源十分
丰富，而且排灌设施齐全，桥、涵、闸等水利设施
完善，能够充分保障水稻灌溉用水需要。特别是
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和各级党委政府
治污力度的加大，微山湖水质大大提升，湖水清
澈见底，保证了水稻灌溉用水的清澈碧绿。

另外，鱼台是农业大县，工业污染少。据地质
矿产部山东省中心实验室测定：鱼台的土壤、农
田灌溉用水和空气质量分析测量结果符合《绿色

食品产地环境技术条件》标准，达到A级标准。刘
宝启说：“优良的农业生态环境为生产优质、绿色
大米提供了保障，让大米具有更好的感官特性和
品质特性，好看又好吃。”

放心大米之“天时”

优良品种标准化种植
当前，食品安全恶性事件频频出现，食品安

全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民以食为天。公
司通过土地流转，对大米实行统一良种、统一插
秧、统一施肥、统一加工、统一销售，实行标准化
种植和产加工一体化经营，向消费者提供优质放
心大米。”刘宝启坚定地说。

丰谷米业在种植稻谷过程中，采用了自然农
耕法，不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和生长调节剂等，而

使用有机肥料，并配置了防虫罩与杀虫灯；不使
用化学除草剂，而实行人工拔草。刘宝启向我们
展示了有机大米从插秧到收割的照片资料，并向
记者介绍道：“有机大米的审核程序非常严格，在
选种、土壤、气候等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指标，我
们按照标准实实在在地做有机大米，从插秧、施
有机肥、拔草、收割等都有详细记录。”

目前，丰谷米业已发展绿色大米种植基地

1800亩，其中红米、黑米、绿米、糯米等特色大米
500亩，有机大米转换基地120亩，并在同行业中
率先通过了A级绿色食品认证，“鲁鱼牌”大米畅
销国内外。公司成为济宁市重点扶持的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并荣获了“中国放心粮油工程放心
米”、“技术进步先进企业”、“农副产品营销大
户”、“金融系统3A企业”等荣誉称号。预计今年
大米销售额将从去年的5000万元增至8000万元。

一位长期批发大米的客户说：“丰谷大米饭
粒洁白，油光柔软有韧性，口感良好，气味清香。”

品牌大米之“人和”

诚信经营带富乡亲
作为鱼台大米加工的领军人物，刘宝启通过踏

踏实实干事业获得了不凡的业绩。但他并没有了忘
记父老乡亲，他为村里重新翻盖了敬老院，修建了
村里的公路。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刘宝启还无偿
向灾区送去了80吨大米，为灾区人民献上了一份爱
心。消费者储藏大米不当，发生霉变时，刘宝启给予
免费调换新米，每年调换大米五六千斤。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金奖银奖不如老
百姓广泛认可。丰谷米业在市场上赢得了好口
碑，赢得了百姓的夸奖，有人说：“想吃好大米，请
找刘宝启”，这或许是对他最好的奖赏。

丰丰谷谷米米业业::做做绿绿色色大大米米的的领领跑跑者者
——— 访鱼台县丰谷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宝启

▲刘宝启在公司的有机稻田里

留守妇女开展冬季致富行动

“别小看这不起眼的小笤帚，去年冬天我靠
扎制笤帚赚了两三万元,今年我还要好好干下
去。”嘉祥县老僧堂乡北蒋村育龄妇女丁翠银高
兴地说。在北蒋村，像丁翠银这样利用冬季闲暇
从事笤帚扎制的农村育龄妇女就有40多户。

北蒋村有扎制笤帚、炊帚的传统，扎出来的
笤帚、炊帚个大、美观、耐用、成色好，深受客户
青睐，畅销巨野、郓城、鱼台、微山等周边县市。
丁翠银介绍说，买一斤高粱穗需要2元钱，可扎
制笤帚2个、炊帚4个，按批发价计算一个笤帚卖

2元钱，一个炊帚卖1 . 5元钱。打工的群众扎一个
笤帚可获得0 . 3元的收入，扎一个炊帚可获得
0 . 15元的收入。一般情况下，一天可扎制笤帚60
把、炊帚100把，收入18元左右。熟练工一天可扎
制笤帚80-100把、炊帚120-150把，收入20元左
右，这样不出家门一月就可收入500-600元，一
年收入5000-7000元，不但贴补了家用，还不耽
误家里的农活。从事笤帚、炊帚扎制的农户，每
家都雇用农民工10人-30人，每天纯收入都在
300-900元之间，年可收入10万元-30万元。

今年，老僧堂乡组织开展了留守妇女“就业
促进行动”活动，建立留守妇女“创业示范基地”

8处、“留守妇女示范村”3个，有计划地组织1000
余名留守妇女开展“冬季致富行动”。(陈常领
韩广君)

千名育龄妇女学礼仪讲文明

“原来打电话、会客还有那么多讲究。现在
生活好过了，村民也经常外出做客，学点礼仪，
在大场面上就不会出丑了。”日前，在嘉祥县老
僧堂乡人口学校举办的“学礼仪、讲文明”培训
班上，来自魏庄村的育龄妇女王凤英开心地说。

为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提升农村育龄

妇女群众的文化礼仪修养，老僧堂乡计生服务
站利用集中体检时间，向育龄妇女宣传文明礼
仪。同时，从县里聘请专业人员举办礼仪培训
班，为全乡1000多名妇女开办礼仪讲座，以贴近
生活的语言、具体翔实的事例，向农村妇女讲解
个人仪表礼仪、待人接物礼仪、家庭礼仪、公共
场所礼仪四大方面的礼仪规范。此外，还就职业
礼仪、社会礼仪、家庭礼仪、涉外礼仪、仪表礼仪
等方面，进行现场讲解、示范，引导农村育龄妇
女在日常生活中遵守待人接物基本礼节，讲究
卫生、穿着得体、尊老爱幼、相互礼让；在公共场
合遵守社会行为准则，保护环境，爱护公物，在

家庭邻里，以和为贵，以睦为本;在工作中要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热心助人。并根据农村妇女
可能遇到的家庭暴力、离婚权利等进行有关法
律知识的讲解。

老僧堂乡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励与引导广
大妇女做有思想、讲文明、更美丽的新时代女
性，营造了邻里和睦、婆媳友爱、社会和谐的良
好氛围。(陈常领 韩广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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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见 习 记 者 尹 彤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冯 丹

“一、二、三，起！”11月9日上九点多，在日东
高速路路边上，四五个工人正在安装一块重达
700多斤的高速公路防护栏。“把帽儿盖上……
对准，行了。”宋连柱用手指挥着工作人员安装。

“前段时间工期赶得紧，现在活儿完成得差不多
了。今天上午还有之前剩下的一点活，干完这点
就算完事了。”宋连柱停下手中的活说道。

初见宋连柱，说明想采访他的来意，他不好
意思地说：“我也没做什么事，有啥可采访的。”
宋连柱是济宁市中区安居街道办事处桥头村的
一名村民，也是这些正在进行施工的工友们的
队长。宋连柱每天都开着自己刚买不久的面包
车，拉着工友们一起到高速公路施工，晚上再把
大家一起送回去，让大家免去了野外风餐露宿
之苦。

买车就是想让媳妇歇一歇

谈起买车的初衷，宋连柱笑着说：“我主要
是想让媳妇歇一歇，干活也能更方便点。”

宋连柱开过十七年的拖拉机，还开过几年
的三轮摩托车，已经算是老驾驶员了。“以前我
和媳妇两个人去打工，都是开着三轮摩托车去，
风里来雨里去的，很辛苦。而且开三轮车，没法
去市里，很多活都干不了，挣得也少。所以今年
花4万块钱买了这辆长安之星，到哪儿去都方
便，挣得也比以前多了，抛去油费等开销，我现
在一天能挣接近三百元，媳妇也不用跟着东跑
西颠了。”宋连柱自豪地说，“我不光给车、还给

每个坐车的人都买了保险，保险费每年要交
5000元。大家坐我的车，我就得负责大家的安
全。”

“以前，买车这件事，根本不敢想。现在社会
发展了，收入提高了，生活也好了，想法也变了。
我拿到驾照的第二天就买了这辆车，到现在有
五个多月了。本来想买辆轿车自己开，后来一
想，买辆大点的车比较实用，能多拉人，还能接
大一点的工程，多找几个人一起干。”现在跟着
宋连柱一起干的有十几个人，“大家都是一个村
里的，能一块儿挣钱挺好的。”

在记者采访宋连柱的同时，其他的工友正
喊着号子往上抬栏杆。“我们的工作说难也不

难，就是提高护栏的高度。这么一块栏杆虽然只
有2米长，可重量有120多斤。”宋连柱指着一段
护栏说：“我们经常是六块一起往上提，要五六
个人一起使劲，有时候人手不够，四个人也得
抬。最近大家每天都在赶工期，昨天一天我们完
成了1000多米。天天这么干，确实挺累的，回家
时他们一上车就睡了。要是骑车子回家，大家累
得都不想回去了。”

每晚都能回家吃顿热乎饭了

宋连柱今年已经54岁了，也是年过半百的

老人了，可他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输小伙子。“以
前骑自行车、摩托车打工太不方便了，有时候干
活的地方远，骑自行车得两三个小时。冬天骑车
那个冷啊，冻得两腿直打哆嗦。四五十里远的活
儿我就接不了，挣得也少，有时候还得在工地上
住，想每天回家吃饭，难喽。现在有了车，我们想
去哪儿就去哪儿。前几天我们几个去泗水干活，
当天就回家了。现在每天在外边干活，一般下午
四五点就收工，回到家还能吃上现成的热饭菜，
也不用在外面搭窝棚住了，和以前相比舒服多
了。”说起这些，宋连柱脸上洋溢着幸福。

与宋连柱一起干活的汪孔义今年已经65岁
了，但干起活来可谓是“英雄不减当年”，老汪
说：“老宋有了车，我能跟着多干几年，要是每天
骑车跑这么远来干活，我可受不了。”宋连柱说：

“开车从村里到这里将近一个多小时，骑车子要
两三个小时，年轻人也受不了。”

明年打算换辆大点的车

11点多了，宋连柱他们的工作已经差不多
完成了。“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去二十里铺，那边
有一段高速公路的护栏被车撞坏了。”宋连柱
说，“这个工程已经干了50多天了，还有十几天
就全部完工了。这边一结束，我们就去泗水、枣
庄那边公路安装路牌，估计一直到过年都闲不
下来。”

宋连柱对生活很有热情，虽然年纪不小了，
却丝毫没有苍老感。“我觉得吧，像我这个年纪
不能总闲着。人别管年纪多大都不能把路堵死，
而是应该不断地找新的路。我买了这辆车后，是
越干越有劲儿。我还打算明年换辆更大一点的
车，可以去更远点的地方，带的人也更多一些。”

宋连柱：开着小车去打工
■记者走基层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誉耀

生物质发电，这个前景光明的再生能源产
业，在我国从无到有，只经历了短短数年，其发
展也是有喜有忧，在产业化和商业化的进程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久前，我国第一套生物质发电气化设备
在梁山县成功试运行发电。项目完全投产达效
后，预计年可消化掉周边60公里范围内的生物
质秸秆近20万吨，年可实现发电量1 . 5×108
kwh/a，相当于节约标准煤4 . 5万吨。日前，记者
前往梁山县就此项目进行了采访。

秸秆有了出路

俗话说，一斤粮食一斤草。秋收秋播时节，
如何处理消化秸秆一直是个让人纠结的难题。

秸秆焚烧屡禁不止，主因是出路不畅。这些
年我国农村出现了地区性、季节性、结构性的秸
秆过剩，而农民为了抢农时、省费用、图方便，往
往把秸秆在田里一把火烧掉。尽管各地“围追堵
截”，但秸秆焚烧仍是顽疾。

如今在梁山县，这个难题随着梁山前能生
物电力有限公司的落户，迎刃而解。

前能生物是一家专门利用秸秆发电的企
业，由马来西亚前能有限公司独资兴建。记者了
解到，该项目于去年3月18日奠基，今年9月9日
开始试发电。经过一个多月的调试，运行安全良
好，经过检验维修，已向国家电网报备计划，并

于11月11日再次启动。
“地上这些摆着晾晒的秸秆、枯枝就是我们

的生产原料。”记者走在梁山前能生物电力有限
公司的厂院，院子里到处平铺着秸秆，公司行政
主管王睿介绍说，“晒得干燥一些，然后收好，为
使用作准备。”顺着她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厂区
后院，原料高高堆起，已形成了几座小山丘。

王睿告诉记者：“目前用来发电的原材料以
棉花秸秆为主，正在尝试玉米秸秆。另外，枯树
枝和碎木块热值比较高，也是原料之一。”

前能公司的气化设备是从印度进口的，最适
用棉花秸秆。而梁山县是我省商品粮生产基地县
和优质棉生产基地，位列全国棉花百强县。马来
西亚人正是冲着这点，选择在梁山投资建厂。

梁山县开发区党政办主任李如升表示，这
个项目既能生产清洁、绿色的电能，又可以解决
梁山县农作物秸秆处理的难题，实属双赢之举。

产业发展空间广阔

“和其他秸秆发电的直燃锅炉不同，我们是
中国第一家使用内燃机发电的生物质能发电
厂，我们的秸秆气化炉也是中国生物质发电第
一套进口并且成功运行的气化设备，这是我们
创造的三个‘第一’。”王睿颇为自豪地说。

“原材料烘干后先进入气化炉气化，然后带
动内燃机发电，原理上是由气能转化成电能。这
种技术应该说是比较先进的，美国、德国、东南
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都在使用。”王睿带着记者

来到前能公司内燃机室，8台12缸的500GF1-
RG燃气发电机组一字排开，“调试期间，我们大
约每天发电3000度。”

在前能总控室，全厂的情况一目了然，在模
拟屏前，王睿介绍，“现在是一期工程，已经安装
了两套气化机组，有4兆瓦的装机容量，到第二
期会再上6套机组，总装机容量24兆瓦。”

关于秸秆发电的优点，王睿还给出这样一
组数据，每两吨秸秆的热值就相当于一吨标准
煤，煤的平均含硫量约达1%，而秸秆平均含硫
量仅为3 . 8‰。并且，在生物质的再生利用过程
中，排放的二氧化碳与生物质再生时吸收的二
氧化碳达到碳平衡，可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能
有效缓解温室效应。

从国际权威组织统计资料看，生物质能是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可再生能源，也是一种可循
环且用之不竭的新能源，消费总量仅次于煤炭、
石油、天然气，居第4位。

“引导使用生物质发电，有助于改善我国能
源结构。”王睿认为，我国的能源结构以煤炭为
主，而燃煤严重污染环境，急需增加像生物质发
电这样的清洁能源比重。

在济宁市的“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
要积极引导发展秸秆等可再生资源发电。

成本居高不下是最大阻力

尽管产业发展空间广阔，但就目前国内情
况，发展生物质发电也有相当的阻力。

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发电成本居高不下。与
其他一次性能源相比，生物质发电在成本投入
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据测算，在现有的技术水
平下，生物质发电成本约为煤电的1 . 5倍，主要
体现在启动资金高、机组热效率低于常规火电
机组、燃料运输保存成本较高等方面。

针对生物质发电在成本方面存在的短板，
国家发改委在2006年明确生物质发电项目的上
网电价在各省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基础上，
补贴0 . 25元/千瓦时，此外，生物质发电还可享
受收入减计10%的所得税优惠；秸秆生物质发
电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政策不可谓不优惠。可记者了解到，对于太
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只给一个发电政策就可以
了，但给生物质能发电一个政策就不行。因为做
秸秆发电、做沼气发电、做垃圾发电和做燃料乙
醇所需要的政策都是不一样的。缺乏针对性的
优惠政策，会影响生物质能的发展。

王睿告诉记者，目前生物质发电利润很薄，
她所在企业发一度电的盈利只有几分，必须要
形成一定规模的发电量才能支撑企业发展。

还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山东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研究员韩民青认为，我国目前用来秸秆
发电的锅炉及燃料输送系统的技术和设备绝大
部分依靠进口，由于与国外生产运输方式、工作
习惯和文化的差异，很可能在技术和设备引进
以后造成“消化不良”，使机组无法安全、稳定、
满负运行。另外，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投产后生
物质发电企业很有可能将长期受制于国外企
业，这应该引起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

生物质发电，产业化之路有多远

□记 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孟 一 通讯员 程丹丹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2日，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
造口伤口护理门诊和糖尿病护理教育门诊正式挂牌
开诊，这是该院继PICC护理门诊后开设的又两个
专业护理门诊。这三个护理门诊的开设，标志着该
院已经初步搭建起立体康复体系。

据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徐丽介绍，现在
有不少患者住院期间康复状况很好，而回到家里由
于护理不到位，康复速度减慢，甚至造成病情反
复。医生又没有时间对患者进行饮食调节、运动量
度、心理疏导、家庭医疗器械使用方法等常识的指
导，致使多数病患家属并不清楚要如何进行日常康
复护理。而护理门诊的开设，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
解决这一问题。

济医附院专业护理门诊
搭建立体康复体系

开诊后，糖尿病护理教育门诊护理专家为患者
提供咨询服务。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报道
本报济宁11月14日讯 今天，距离济宁曲阜机

场正式开通济宁-武汉-重庆航线已经半个月，其间
该航线共安全保障航班14架次，载客超过550人次，
平均上座率逾八成。

10月31日19时34分，华夏航空公司G52767航班
平稳降落于济宁曲阜机场，标志着济宁-武汉-重庆
航线正式开通。济宁至重庆全程超过1300公里，属于
长途航线，这是济宁曲阜机场应对高铁影响、完善航
线布局的措施之一。新航线的开通，架起了济宁及周
边地区至华中与西南的空中桥梁，使广大旅客的出
行更加便捷，为济宁参与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战略搭
建了空中平台，为三地的经贸、旅游及文化交流提供
了便利。

据介绍，自开航以来至今年11月7日，济宁曲阜机
场共安全运营7180架次、运送中外旅客52 .9万人次。

新航线平均上座率
逾八成

□杜辉升 王德琬 朱文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海关在高新区举行AA

类、A类进出口企业授牌仪式，济宁如意印染有限公
司、山东山推工程机械进出口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获
得AA类信用评级，另外99家获得A类信用评级。

据济宁海关关长张越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企业分类管理办法》,海关管理的企业分AA、
A、B、C、D五个类别。AA类为海关验证信用最高的
企业，获得AA类管理的企业可以享受担保验放、适
用较低查验率、保证金台账、专人协调、岗位培训和
考核等通关便利措施，更重要的是AA类企业的称号
和享有的便利是全国通用的，不管在全国任何一个
口岸通关，海关作业系统都会自动识别，给予相应的
便利措施。

济宁市副市长佘春明在授牌仪式上说：“AA类、
A类信用评级就像是一张‘信用名片’，为企业提供
便利的同时，更能激励和约束企业提高自身信誉和
服务质量。”

13家企业
获AA类信用评级

结束了
公路护栏维修
工程，老宋又
拉着工友们奔
向 下 一 个 工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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