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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 习 记 者 石如宽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邓有峰 高伟仁

“以前烟雾弥漫，灰尘飞扬，窗户都不
敢开，现在尽管开。”10月8日下午，在昌乐
县朱刘街道魏家庄社区，村民刘爱香指着不
远处的大烟囱说，“它不冒烟了，我们就好
过了。”

这个烟囱属于山东潍焦集团有限公司，
它的关闭是潍焦集团向绿色低碳、高质高效
发展的象征。

近年来，在国家实施“压煤政策”的大
背景下，潍焦集团顺势而为，实现了由“黑
色产品”到“绿色生产”的华丽转身。在传
统的主导产品市场需求疲软、行业发展困难
的情况下，潍焦集团逆势上扬，变“一业”
独大为“多业”并举，取得经济效益和生态
效益双赢。

关停两个大项目

年节水20多万吨

今年6月，潍焦集团决定关停两个项目：
投资2亿元的40万吨湿法熄焦项目，投资3 . 6
亿元的3万吨对甲酚项目。对甲酚项目是国家
鼓励类项目，嗅阈值达到国家标准。但由于
厂界以外仍有异味，潍焦也下决心关停。

关停这两个项目后，企业直接减少主营
业务收入18亿元，500名工人需分流安置。

“虽然收入暂时受到一定影响，但周边

环境质量大幅提升。除每年节水20多万吨
外，还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256吨，减少烟
尘、粉尘排放量58 . 5吨。”潍焦集团总经理
助理刘增光说，关停项目一方面带来了环保
效益，另一方面也腾出了工业用地，为新上
项目拓展了空间。

在国家产业政策调整，钢铁、铸造等用
焦大户需求下降的情况下，如果抱着老设
备、老技术不放，不重视环保，就会失去核
心竞争力。为此，潍焦集团先后关停淘汰
“70”型、“66”型焦炉4座，128立方米炼
铁高炉2座，甜蜜素、环己胺生产装置各1
套。

拉长增厚产业链

焦炭将成副产品

面对关停大项目带来的损失，潍焦集团
不断拉长增厚产业链，通过“加法”来冲抵
“减法”。

今年，潍焦新上总投资5 . 2亿元的3个大
项目。6万吨PBT工程塑料项目，填补了山东
省内新材料——— 高档工程塑料的空白。该项
目引进德国先进生产工艺，明年2月投产。10
万吨苯加氢项目，采用国内领先技术，正在
试生产。4万吨苯酐项目，将于12月建成投
产。3个项目全部投产后，可年新增主营业务
收入26亿元、利税3亿元。新增主营业务收入
是拆除的40万吨湿法熄焦项目的2 . 6倍。未
来，潍焦集团主导产品焦炭将成为公司的副
产品，传统炼焦企业向精细化工产业的转型

指日可待。
煤焦油是炼焦生产的化工产品，经过深

加工后可生产400多种产品。但传统的加工工
艺不能让煤焦油物尽其用，导致大量煤焦油
作为炭黑原料油烧掉，造成很大浪费。

为破解煤焦油处理这一行业难题，2005
年潍焦集团与日本JFE化工株式会社合作成立
山东杰富意振兴化工有限公司，建成了世界
上最大的煤焦油加工装置，年加工能力50万
吨。不仅煤焦油全部利用，而且生产出了轻
油、脱酚酚油等市场紧俏的高端化工产品。
往日的“黑油”变身“黑金”，“包袱”成
了“财富”。

技改投入大手笔

“三废”回收利用

近年来，潍焦集团每年的技改投入都在3
亿元以上，多次对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改
造，使生产更加环保。

潍焦先后投资近10亿元实施140吨/小时
干熄焦、15兆瓦余热发电、废水深度处理等
技改和新技术研发项目。干熄焦项目采用惰
性气体熄焦，将湿熄焦浪费的热能转化为蒸
汽和电能，每年可节约标准煤4 . 2万吨。焦炉
烟道气余热回收系统，每年回收余热折合标
准煤1万吨、减少烟尘排放2 . 6万吨，直接经
济效益1000多万元。每年利用余热发电1 . 3亿
度，占企业用电量的80%，副产蒸汽30万
吨，年新增效益1 . 3亿元。今年该公司投资
1200万元，新上废水处理装置，主要用于处

理PBT、苯加氢等项目产生的工业废水，废
水全部循环利用。目前，该公司生产过程中
的“三废”全部回收利用或达标排放。

潍焦集团还计划投资1 . 5亿元，对对甲酚
项目实施改造，重点攻克异味处理难关。

生产之外，潍焦集团还注重生态环境建
设，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建成了挡风抑尘
墙，企业内部见缝插绿，所有裸露地面全部
实现绿色植被覆盖，有效降低了环境污染。

由“黑色产品”到“绿色生产”，变“一业”独大为“多业”并举

潍焦集团：黑焦炭变“绿”了

■企业样本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都镇强

据悉，工信部已初步同意将我省列为国内
首个低速电动汽车推广试点省份。作为低速电
动汽车生产大省，我省目前在汽车审验、上路
管理等环节仍存在较大障碍。省经信委建议省
里选择部分地区作推广试点，完善管理使用办
法，规范引导低速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有群山无高峰

“电动汽车近年来发展迅速，涌现出了
众多品牌，但是‘有群山无高峰’，没有特
别突出的领军品牌。”山东泰汽电动车辆有
限公司品牌策划部副部长刘晓东告诉记者，
仅潍坊的电动汽车企业就有10家，年生产能
力达到25 . 8万辆。

据刘晓东介绍，电动汽车的主流车型为
低速车，车速低于80公里/小时，生产厂家多
为新兴的电动汽车企业，如泰汽、雷丁、时
风等，像江淮、比亚迪、北汽等汽车传统厂
家生产的挂汽车牌照电动车，时速则多在80
公里/小时以上。

另一家电动汽车企业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以价格划分的话，销售价格在4万元以
上的是中高端电动汽车，销售价格在4万以下
的是低端车。”

根据泰汽的市场调查，相同价位的各品
牌电动汽车销量相差无几。由于电动汽车品
牌繁多，使得消费者缺乏品牌认知度。

值得注意的是，电动汽车产业处在起步
阶段，国家尚未出台行业准入标准，生产企
业良莠不齐。“个别生产厂家就是小作坊，
产品质量很难保证。”有业内人士称，需要
国家尽快设置行业门槛进行规范。

续航能力等成发展瓶颈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今年有部分电动
汽车厂家态势不好，资金周转不灵，濒临倒
闭。”泰汽副总经理牛世健判断说，目前国
内整个电动汽车产业都处在淡季。

不过，在牛世健看来，眼下的淡季并不
为惧，阻碍电动汽车发展的几大制约因素才
是亟需解决的难题。首当其冲的便是电动汽
车的续航里程问题。

记者了解到，受限于电动汽车目前的电
池技术条件，多数电动汽车续航里程较短，
续航能力和充电时间成为困扰电动汽车发展

的主要制约因素。目前，电动汽车充电桩多
为220伏家用电，无法实现快速充电。

实际上，电动汽车厂家已经加大对电池
性能的技术研发投入，以期增加电动汽车的
续航里程。以泰汽为例，其企业的核心技术
就是锂电池。

刘晓东告诉记者，泰汽新开发的锂电
池，从120AH增加到了132AH，这让电动汽
车多跑十多公里。泰汽还在进行低温性能研
发，锂电池在冬季里受影响较大，在技术难
题攻克后，目标是今后在零下20度的环境
中，锂电池受影响程度不超过5%。

也有不少电动汽车企业提出电动汽车车
身轻量化，在不影响安全性能的前提下，通
过减轻车身自重来增加续航里程。

除了续航里程外，消费者消费习惯、基
础设施配套不足、政策支持力度不明确，都
是困扰电动汽车发展的制约因素。

目前，多数消费者还未完全接受电动汽
车，不少消费者爱将普通汽车标准与电动汽
车相比较。“在有电动汽车生产厂家的地市，电
动汽车市场接受能力较高。”刘晓东说。

而充电桩等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配套并不
足，让电动汽车出现充电难题。来自国家电
网潍坊供电公司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到
2011年期间，该公司在潍坊部分小区建设了
29个公共充电桩。这显然是不够的。

寿光昌乐开始办理挂牌

在牛世健等业内人士看来，除企业亟需
攻克的技术难题外，政府支持政策的力度左
右着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2012年，潍坊被列入山东省小型纯电动汽
车管理试点，有4家企业被列为试点企业。今年
3月，潍坊市经信委对全市电动汽车生产运营
管理情况进行了一次调研，调研内容包括电动
汽车生产企业基本情况、电动汽车管理试点做
法打算、当前电动汽车的发展形势分析等。

3个月后，潍坊市成立了电动汽车管理工
作领导小组，旨在加强推进当地新能源汽车
发展，引导规范小型纯电动汽车管理试点工
作。领导小组涉及到市发改委、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局、市质监局、市规划局、国家
电网潍坊供电公司等多个部门。并且，福田
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诸城车辆厂、潍
坊瑞驰汽车系统有限公司、山东泰汽电动车
辆有限公司、山东比德文电动车公司等试点
企业也被纳入到这个领导小组中。

记者注意到，该领导小组的职责有，制
定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及配套系统的建设规
划并投资建设，以及做好电动汽车车辆上
路、牌照发放等工作。

寿光市已率先在潍坊办理电动汽车挂牌
业务，并通过政府集中采购电动汽车的方
式，推动当地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最新数据
显示，自去年7月31日开始实施电动汽车挂牌
以来，寿光市车管所已办理630余笔。

9月16日，昌乐县也正式施行《小型纯电
动汽车管理暂行办法》。根据《办法》，电
动汽车必须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进行注
册登记，由管理部门核发号牌和行驶证后，
才可上路行驶。小型纯电动汽车号牌末尾加
“电”字。《办法》明确要求，小型纯电动
汽车限于在1级以下（含1级）公路和城市道
路行驶，走机动车道，并要求驾驶人员应当
取得C3及以上驾驶证。

利好政策频出 制约因素犹存

电动汽车驶向何方？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李生涛 李国辉

为期17天的昌邑绿博会于10月7日落下
帷幕，共成交1300多笔，交易额4亿多元。
其别开生面的交流展示和火爆的交易场面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老面孔”与“游击队”

绿博园会展中心人来人往，熙熙攘
攘。各个展位人气爆棚，每条过道摩肩接
踵，客商频频递送名片，客户不时驻足端
详。已经连续参加11届绿博会的河南省栾
川县名品花木园林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华昭
对记者说：“首届绿博会我就参加了，可
以说是这里的老面孔了。我在这里开拓了
市场，结识了朋友。咱这绿博会真是实打
实的交流平台啊！”

据王华昭介绍，他的苗木三分之一是
通过绿博会完成的，去年销售额3000万
元，其中1000多万元的销售额是在绿博会
上签订的。”

第二次来参加绿博会的王克广是江苏
省邳州市的一名银杏苗木种植大户。因为
没有展位，他一手拿着宣传展板，一手拿
着宣传材料到处分发。他告诉记者，去年
因为来得晚，没有展位，只散发了部分宣
传材料和名片就回去了，没想到不少客户

通过名片联系到他，给他带来了几十万元
的销售额。今年他提前两个月就打电话预
订展位，结果被告知展位已全部订出。
“我打算过几天就预订明年的展位，我就
不信订不上！”王克广说。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的绿博会700多个
展位早在6月份就被抢订一空，很多客商因
为联系晚，只能投身到“游击队”中。

“机械舞”与“苗木秀”

绿博会上，各式各样的园林机械和种
类繁多的苗木让人应接不暇。中国（昌
邑）北方花木城的园林机械展区内，各类
大小不一、造型各异的园林机械一字儿排
开，接受着行人的检阅。一辆白色的四轮
驱动车前轮翘起，伴随着轰鸣声原地不停
地旋转，引起人们的好奇。济南美成建设
机械有限公司销售人员小王介绍说：“这
是美国进口的山猫A770四轮转向装载机，
它的前面可以安装不同的工具，实现开
沟、平地、出树等多种功能。”

在花木城的现代化栽培示范基地内，
多花梾木、大花铁线莲等60多个原产美
国、韩国、挪威的苗木品种引来不少行人
的驻足观赏。除此之外，日本火焰、荷兰
金枫、红叶挪威槭等有着外国血统的苗木
也纷纷登台亮相，与国内珍稀树种红豆
杉、鹅耳栎，以及昌邑本地的柽柳等一道

现身这场全国范围的“苗木秀”。
据了解，本届绿博会有10家大型园林

机械生产企业和12家国外花木企业前来抢
滩登陆。

“花小钱”与“办大事”

绿博园的朝阳广场上，台上歌舞不
断、异彩纷呈，台下座无虚席、掌声阵
阵，“唱响昌邑，唱响绿博”文艺演出活
动正在进行。来自下营镇辛庄村的孙桂喜
大爷满头白发，一身红色唐装，非常抢
眼。78岁的他表演的快板《夸夸咱昌邑新
变化》，赢得了全场喝彩。

本届绿博会本着节俭办会、体现特色
的原则，一改往常邀请明星大腕助阵演出
的做法，搭建起百姓舞台，让“草根”当
主角。“唱响昌邑”走出来的歌手、太极
拳协会的老年会员、武术学校的青年学子
纷纷走上这一国家级苗木盛会的演出舞
台，他们表演的一个个具有浓郁本土特色
的节目将演出不断推向高潮。

花小钱照样办大事。本届绿博会与会
客商的数量及展会的质量都超出往年，5万
多名专业观众更是规模空前，雪花般的订
单让客商们喜笑颜开。开幕当天便签订购
销合同1000多笔，实现交易额近3亿元。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王志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天来工商局注册，本来需
要注册资本1000万元，而滨海区实行‘零首
付’，经过提前申请，今天一分钱没交就顺利注
册了，这些钱以后两年内逐步交上就行，这个政
策帮了我们大忙。”9月26日，山东万众房地产
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何传生在潍坊滨海区工商分
局注册成立公司时对记者说。

到目前，包括山东万众在内，滨海区已有6
家“零首付”企业注册成立，共缓交注册资本
1850万元，成为潍坊在滨海试点推行注册资本
“零首付”政策的首批受益者。

据介绍，为放宽中小企业市场准入门槛，滨
海区对注册资本50万元以下企业实行注册资本
“零首付”。符合条件的新注册企业可申请免缴
首期注册资本，企业成立3个月内缴付不低于
20%的注册资本，剩余部分两年内缴清即可，对
部分大中型企业存在出资困难的，经审批后，可
先行颁发实缴注册资本为零的营业执照。该政策
可有效缓解企业在起步阶段的资金压力，特别是
对中小企业帮扶作用更为明显。

今年以来，滨海区着力打造优质发展环境，
一次性取消了16类共45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其中免除了企业注册登记费、营业执照工本费、年
检费等多项收费，每年可向企业让利200万元。

滨海首批6家企业

“零首付”注册
共缓交注册资本1850万元

□见习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确定了

全国99个县（区）为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工
程试点县（区），山东省共有11个县区入选，潍
坊市的寒亭区、昌乐县名列其中，试点时限自
2013年9月至2015年8月。

近几年，寒亭区、昌乐县设立了县域知识产
权工作部门，逐步形成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良
好氛围。试点县（区）的确定，对两县（区）进
一步提高地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
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具有激励作用。

寒亭昌乐成国家知识

产权强县工程试点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27日，2013中国（潍坊）

创新创业峰会在潍坊拉开序幕。峰会期间，中国
海洋人才市场（山东）潍坊分市场举行揭牌仪
式。

中国海洋人才市场（山东）是国家级海洋专
业人才市场，也是全省第一个分市场，是经省人
社厅批复成立的。

据介绍，中国海洋人才市场（山东）潍坊分
市场建立后，将充分发挥潍坊地处山东半岛中部
和环渤海经济圈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紧紧围绕
潍坊“突破滨海”的战略部署，立足服务海洋经
济、生态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助力滨海新区建
设，为海洋化工、海洋环保、海洋高新技术产
业，着力引进专业技术创新型领军人才、高技能
人才和紧缺型人才，进一步强化市场配置人才资
源的辐射、带动、示范等载体作用。

我省首个国家级

海洋人才分市场揭牌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9月27日，山东潍坊人力资源

服务产业园在2013中国（潍坊）创新创业峰会上
揭牌。该产业园是以潍坊高新区人力资源市场为
中心成立的省内第一家省级人力资源服务园区。

产业园包括留学回国人员创业园、大学生创
业孵化基地、山东呼叫中心产业基地、软件园
等，采用“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模式，以
“一园多区”人力资源综合服务体系，满足区域
经济发展的人才需求，推进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化，实现人才服务社会化。

产业园建成后，将引进国内外知名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建设专业化、信息化、规范化的人力
资源市场；整合中心城区人力资源服务资源，延
伸服务领域，创新服务项目，开发服务产品；培育
中小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并引导扶持做大做强。

首个省级人力资源

服务园区揭牌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马勋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科技部日前公布了2013年首批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项目，潍
坊高新区有17个项目入选，立项资金1210万元，
占全省8%，入选数量居全市各县市区首位。

据了解，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经
国务院批准设立，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
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通过拨款资助、贷款贴息
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扶持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一
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高新技
术产业化进程。

高新区17个科技项目

获国家支持

绿色盛会看新奇
——— 昌邑绿博会见闻

▲潍焦集团污水深度处理设施。

□王佳声
都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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