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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 梅 梁利杰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刘惠 吕高玉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0日上午，走在222省

道东港区陈疃段上，两侧的石材加工园区内
机器轰鸣，比以往更加繁忙。春峰石材加工
厂的老板王远夏告诉记者：“我已签了关停
协议，年底前就停工，这不正在加紧给客户
赶工呢。”当问他关掉加工厂是否舍不得时，
他笑着说：“是有点舍不得，不过为了群众能
喝上干净水，我心甘情愿。”

作为日照市的主要水源地，东港区尤其
是水库上游的南湖镇、陈疃镇负有为市民提
供干净水源的重要责任。过去由于紧邻水库
的部分石材加工户偷排偷放污水，严重污染
了水源。一天24小时盯着石材加工户，不让
他们乱排乱放是不现实的。怎样才能彻底有
效地整治污染呢？近年来，东港区政府和环
保等部门不断想方设法，加强石材加工业的
污染综合整治工作力度，取得了废水循环利
用、锯泥集中清运定点存放的阶段性重要成
果，但是治标不治本，仍然有个别企业集中
整治标准不高、锯泥集中存放场在汛期污染
隐患较大。为还群众一池净水，该区下定决
心，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决定在今年12月10
日前，将全区所有的石材加工企业或整体搬
迁入临县石材工业园，或转产转型、自行关

闭，现有石材加工企业年底全部停止生产并
拆除生产设备，彻底根除水库上游这一污染
隐患。

经过10余年的发展，东港已有石材加工
户191户，石材加工大锯231台，从业人员1900
余人，但多数规模较小，并且以此为主要生
活来源，搬迁难度较大。为确保整治工作的
顺利进行，该区出台相关政策，并由财政拨
付专款约2800万元，用于扶持石材加工业转
产转业、自行关停。按期转产转业或自行关
停的，按照石材加工户数每户3万元、大锯每
台7万元的标准实施补助，按期签订关停协
议的每位业户奖励2万元。191家石材加工业
户，已全部签订转产、关停或入园协议，年底
将全部完成关停任务。

为了“一湖清水”，产业让位于生态；为
了市民饮水安全，“绿色”成了第一追求。除
彻底整治石材加工业外，该区还在项目招引
过程中，严格实行环保“第一审批权”，对环
保不过关的项目一律拒绝引进，近年来共拒
绝了38个投资总额3亿多元的有污染项目的

“诱惑”，先后关停了30多家排放不达标企
业。尤其是今年以来，为加快生态创建步伐，
环保部门进一步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多次组
织了夜间突击执法检查，有效制止了有污染
项目的蔓延。

为了一湖清水，产业让位于生态；为了饮水安全，“绿色”成了第一追求

东港:“壮士断腕”根除石材污染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郜玉华 李得安 报道
本报菏泽讯 日前，菏泽市牡丹区农机局

组织的培训专家组在黄河农机专业合作社，为
120多名农机手进行专项技术培训。这是该区
加快实施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育战略的一个缩
影。

据悉，该区围绕科技兴农目标，通过农业专
家巡回讲课、农业技术现场指导、农技学校定向
培训等多种形式，先后培养出了各类农村实用
技术人才2万人，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
军，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超过34%。

该区吴店镇赵子艾村村民高中民，成为养
殖方面的“土秀才”后，创办了中民养兔专业合
作社，不仅统一为会员提供种兔、绿色饲料、防
疫管理、回收成兔，还每年定期举办培训班，聘

请河北农业大学教授谷子林、南京兔业科技研
究所专家薛家滨等知名专家前来授课，培养出
一批养兔专业技术人才。目前，该合作社已在省
外发展基地4处，在菏泽各县区发展基地80多
处，拥有成员500多户，带动农户养殖1000多家。

牡丹区专门设立发展基金，积极鼓励致富
带头人、科技人才牵头成立合作社，带动培养出
更多的人才，提高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并将
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的各类人才、优秀经
纪人和具备一定烹饪、建筑等专业基础的能工
巧匠等作为骨干重点培养。

牡丹区还定期从实用技术人才队伍中选拔
出优秀者推荐晋级，目前已评选出区级优秀农
村实用技术人才100多人，获市级称号者90余
人、省级3人，评选出区级科技致富带头人、科技
明星等120余人，成为群众学习的榜样。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石勇 崔志华 孟翠 报道
本报齐河讯 “通过‘助保’，不用抵押就贷

到了900万元，有了这笔资金，就能按时完成订
单了。”近日，齐河雅士达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
阮加云刚收到贷款，就忙着安排购进原材料，组
织员工加快生产。

阮加云口中的“助保”，是齐河县为扶持中小
企业发展推行的助保金贷款。“企业和政府需承
担贷款金额14%的助保金，其中政府负担10%，企
业只需承担4%就能拿到贷款，无需任何抵押。”齐
河县金融办主任张传江介绍。

长期以来，融资难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大难
题。去年7月份以来，齐河县通过完善企业信息
库，对全县千余家企业进行评估划分，整合科技
含量高、资信良好、市场前景好的优质中小企

业，建立起“重点中小企业池”，由县财政支出
1000万元作为风险补偿金与企业缴纳助保金担
保，协调银行优先向池内企业发放期限最长为3
年的助保金贷款。政府助保增强了企业信用
度，银行将企业贷款额度增加一倍；由于实行
比一般贷款低3个百分点的助保金贷款优惠利
率，池内企业融资成本也大幅降低。截至目
前，该县已累计发放助保金贷款1 . 7亿元，21
家中小企业受益。

今年初，齐河华鑫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多功能新型建筑模板支撑系统投放市场，该
产品可使建筑主体工期缩短40%，每建筑平米
节省80元。“公司600万元研发资金全部来自‘助
保金贷款’，前7个月销售收入是去年全年的5
倍，10月初还将在新三板挂牌交易。”借力助保
金贷款，华鑫公司顺利度过了发展瓶颈期。

□张环泽 张涛 报道
9月9日上午，法国农业专家吉利斯·雅曼来到枣

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李楼蓝莓专业合作社蓝莓产业
基地，指导有机标准化蓝莓种植技术，20多名社员参
加了现场授课。

牡丹区2万“土秀才”
活跃田间地头

齐河企业贷款政府“助保”
累计发放助保金贷款1 . 7亿元，惠及21家中小企业

□记者 朱殿封
通讯员 贾鹏 玉胜 报道
本报乐陵讯 9月6日，乐陵市云红街道办事处陈

于村党支部书记于孟清和另外两名村干部忙活了一上
午，终于将30多平方米的小枣智能烘干房收拾妥当。

“有了智能烘干房，鲜枣打下来直接进行烘干，就不怕
阴天下雨了。枣农将改变‘望天收’的局面。”于孟清说。

今年5月，乐陵市先后组织500多名干部和枣农到
河北枣区参观学习建设小枣智能烘干房的做法。据测
算，一处面积31平方米的智能烘干房投资6万元，一
天可烘干3吨小枣，一个有万棵挂果枣树的村子，所
产小枣10天左右就可以全部烘干避免浆烂，并且完全
保证小枣品质。之后，市里将在小枣主产区大力推广
建设小枣智能烘干房，规划在每个社区、每个自然村
建一座小枣烘干房，市财政给予补贴2万元到4万元。
同时，鼓励企业、枣农积极投资兴建。目前，该市朱
集、云红、胡家、郭家等6个小枣主产区乡镇、街道
已建成小枣智能烘干房32座，市财政投入补贴100多
万元。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波 报道
本报文登讯 2013中国特色农产品博览会暨首届

威海（文登）农产品展销会于9月6日到8日在文登举行。
博览会期间，共有20家单位签订了20多个项目合

作协议，合作意向金额达12亿元，合作项目涉及农产品
深加工、生物制药、皮草加工、农业观光、物流等领域。
博览会还吸引了文登周边市民前来观展购物，3天时间
客流量达9 . 6万多人次，现场销售额达3245 . 64万元。

文登“农博会”收获丰

乐陵枣农
告别小枣“望天收”

台儿庄：洋专家指导
社员种蓝莓

□董卿 安丰娜 报道
5月28日，东港区南湖镇石材治理专项工作组在战家村与

最后一家石材加工业户签订关停协议。由于宣传动员工作充
分，全镇101户117台石材大锯在10天内全部签订关停协议和入
园协议。

产业兴镇点燃小城镇发展引擎
山东省委党校教授 郭振宗

沂水县许家湖镇———

荒山上“长”出两个千亿级产业

镇 域ZHenYu

□本报记者 王洪涛 实习生 张志强
本报通讯员 田宝宗 刘金光

“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9月3日，山东清沂山石化科技有限公司与丹麦
托普索公司签订协议，清沂山石化以8000万元的价
格，购买托普索公司的废气制酸技术。这项技术能把
工厂废气中的硫化氢回收利用，制成硫酸。目前该工
程已开始建设。

这是清沂山石化拉长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又一项
举措。从原料进口开始，清沂山石化就“不走寻常
路”。“我们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渣油、高硫重油，
都是劣质油、人家不要的废料。”徐建凤说，可这些废
料到了清沂山石化人的手里，却成了宝贝。5000元一
吨的劣质油，经过加工、提纯，最终成了1 . 3万元一吨
的润滑油。

除了润滑油，在生产过程中，渣油、高硫重油还
能提取出液化气、汽油、柴油、沥青、碳极焦、硫磺等
副产品。特别是产生的石油焦又能加工成煅后焦，高
价出口国外。徐建凤说，上游环节产生的废料，往往
又成了下游的原料，“我们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据介绍，清沂山石化总投资77 . 67亿元，分三期
完成。项目完成后，年产值可达300亿元以上。这么大
的项目当初是怎么落户许家湖镇庐山能源化工园区
的？回忆当初，徐建凤说，主要看中了这边的优惠政
策、完善的基础设施。

目前，庐山能源化工园区已经有福承化工、润泽
石化等36个项目落户，总投资额达210 . 72亿元，预计
今年年底投产企业达到28个，完成工业总产值105亿
元。

看到如今初具规模的产业园区，许家湖镇党委
书记刘健铭感慨万分：“以前这里还是一座荒山，如

今千亿级产业园区已经拔地而起。”
除了庐山产业园区外，许家湖镇还着力打造另

一个千亿级产业园区——— 以机械电子为主的滨河项
目园区。该园区规划面积38 . 37平方公里，发展重点
为机械电子、纺织服装、橡胶轮胎、新型材料、新能源
等产业。目前，已落户企业101家，总投资200 . 5亿元。

刘健铭说，近年来许家湖镇坚持实施“工业强
镇”战略，加快膨胀工业总量，提高发展质量，增强工
业整体竞争力，致力于打造沂水工业的“后花园”，成
效正在显现。

长在地里的“绿色银行”

走进许家湖镇万亩苗木花卉产业园区，映入眼
帘的是郁郁葱葱的桂花园、樱花园等苗木花卉园区。
该园区涉及该镇快堡、东斜午、西斜午等5个行政村，

面积1万亩，总投资2亿元，现已建成北方常绿阔叶苗
木示范园，沂蒙山生态桂花示范园、樱花示范园今明
两年也将建成。

斜午管理区书记张建华告诉记者，眼前这片园
区是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从农民手中集中起来的。
以前老百姓种粮食，一亩地也就赚几百块钱。现在通
过土地流转，除了一亩地能拿到1200元的补偿，还可
以到园区打工，一天可以挣到七八十元。

指着眼前一株3公分粗的桂花树，张建华说，这
么大的桂花树至少能卖到200元，一亩地能种600到
700棵树。而桂花树的成本每棵在50元左右，经过嫁
接、造型等工艺，每年桂花树的价格基本都能翻一
番。这的的确确是长在地里的“绿色银行”。

据悉，明年许家湖镇万亩苗木花卉产业园区就
将全部建成。

这个产业园区，是许家湖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的一个典范。许家湖镇镇长张怀成说，许家湖镇大力
发展现代农业，坚持不懈地抓好经济林果开发、高效
经济作物种植和绿化苗木基地三大工程，规划建设
了沂蒙山生态桂花示范园、林下食用菌示范园、北方
常绿阔叶苗木示范园、大棚油桃基地、有机生姜基
地、绿源韭菜基地等六个现代农业示范园，着力打造
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

同时，该镇还着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和
培育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目前，许家湖镇农产品加
工企业已达17家，年销售收入10 . 6亿元，利税6844万
元，从业人员2000多人，年产各种农产制品15万吨，
实现了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和农民增收。

70个村整合成23个社区

在快堡社区，记者见到了刚从地里收完花生的

村民刘培春。腿上手上都还黏着土的刘培春乐呵呵
地告诉记者，他已经住上了122平方米的楼房，干净
又敞亮，花了11万块钱买了楼房，又花了3万块钱装
修、置办家具电器。不过，有拆迁补偿款，刘培春也只
是掏了装修、电器的钱。

据悉，快堡社区有628户居民，现已建起3栋楼，
安置了80多户居民。该社区还将规划建设一批平房，
来安置上下楼不方便的社区老年人。

刘健铭说，该镇抓住市级优先发展重点镇的政
策机遇，以实现“生产现代化、居住社区化、生活城市
化”为目标，高标准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目前，在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中，许家湖镇已经全面完成了行政村
规模调整，将全镇70个行政村调整为23个社区。按照

“典型带动、试点先行”的原则，许家湖镇先行建设了
岜山、于家官庄、春水和庞家庄四个社区，共涉及11
个村4462户，建设安置楼170栋。

◆专家点评

许家湖镇位于沂水县

县城南部，毗邻县城和县

经济开发区，是市级优先

发展镇、省级百强示范镇。

2013年上半年，该县实现

生产总值33 . 6亿元，地方

财政收入1 . 43亿元。

近年来，许家湖镇大

力实施工业强镇战略，着

力打造两个千亿级园区：

一是以化工项目为主的庐

山能源化工园区，目前已

入驻清沂山石化等36个项

目，总投资额达210 . 72亿

元，待园区全部建成投产

之后，其产值将过千亿元；

另一个是以机械电子为主

的滨河项目园区，目前已

落户企业101家，总投资

200 . 5亿元，产值也将过千

亿元。

9月5日，记者到许家

湖镇进行采访。

发展小城镇，是一个涉及基础设施、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建设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整体推
进，也需要找准突破口而重点着力。发展城镇经济
因其重要基础和支撑作用而成为小城镇发展的关
键。只有抓住这个关键，才能“牵一动百”，带动其
它方面全面协调发展，使小城镇成为产业成长新
载体、创业发展新平台、人才集聚新高地，推动产
业向园区集中、人口向镇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
中，实现农民职业非农化、生产现代化、居住社区
化、生活城市化。

许家湖镇在小城镇发展中，找准并牵住了“产

业兴镇”这个强镇富民的“牛鼻子”，以工业强镇为
目标，以调整产业结构、延伸循环经济产业链、拓
展农民就业和增收渠道为着眼点，大力发展高水
平产业园区，促进了非农产业集聚集群发展。同
时，充分发挥和挖掘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现代
农业示范园，以培育龙头企业、打造农产品生产基
地为抓手，积极推行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了农业
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使农业成为
农民的“绿色银行”。许家湖镇以产业兴镇为着力
点，点燃了小城镇发展的引擎，为其他地区提供了
一个可复制的典型样本。

□王洪涛 田宝宗 报道
正在建设中的清沂山石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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