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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利杰 宫梅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刘霞 马庆明 报道
本报肥城讯 石横特钢通过转方式、调

结构，节能降耗，大力发展循环经济。2013年，
预计实现营业收入230亿元，利税13亿元，其
中利润9亿元。“仅循环经济一项，年可创利润
5亿多元，占集团年利润额的60%以上。”12月
14日，石横特钢集团董事长张宗武对记者说。

2000年以来，石横特钢先后淘汰了5台电
炉，3条生产线等多种落后设备和工艺；累计
投资40多亿元，引进国内外先进设备和技术，
每年降低成本4亿多元；累计投资7亿多元安
装各类环保设施，仅每年运行维护费用就高
达3亿多元。2009年投资4300万元建设的180平
方米烧结机全烟气脱硫工程，被省环保厅列
为大气污染防治示范项目。2012年投资3200
万元建设的第2台180平方米烧结机全烟气脱
硫工程，在山东钢铁企业中树立了样板。

在节能降耗的同时，石横特钢加快经济
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
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通过实现'资
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降

成本，增效益，同时保护环境。”石横特钢集团
总经理纪伟向记者介绍。

“煤气、余热蒸汽、固体废弃物、废水等各
类原本废弃的资源，通过企业内部的小循环
和社会大循环，被充分加以利用。”副总经理
尚振军在炼铁生产现场向记者作了详细介
绍。焦炉煤气、高炉煤气与转炉煤气混合，替
代煤及重油，供给轧钢、炼钢使用，每年直接
经济效益8000多万元；30多万平方米的居民
生活区和生产区、生活服务系统，冬季全部使
用余能余热供暖；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利用，炼
钢钢渣重新回炉冶炼，高炉水渣回收加工生
产水泥，转炉污泥直接输送到烧结配料使用，
每年综合创效5000多万元；改造水循环利用
设施和废水处理系统，利用中水代替新水消
耗。目前，煤气回收利用率100%，水循环利用
率98 . 17%，工业废水达标排放。

石横特钢走出了一条能耗持续下降、效
益持续提升、环境持续改善的科学发展之路，
连续多年被省政府授予“山东省节能先进企
业”、“山东省循环经济示范企业”等荣誉称
号。去年，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10亿元。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本报通讯员 杨飞

12月初的一天，记者来到巨野县太平镇从马村采
访，在村民王文明的蔬菜大棚里谈起长势喜人的西红
柿，王文明对记者说：“这批西红柿能赶在年底前上市，
还能卖个好价钱。这多亏祝书记他们，选的品种好，技
术指导又到位。”

王文明所说的祝书记是省科技厅选派到该村的第
一书记祝恩元。据介绍，该村也曾有农民种过大棚菜，
但因为品种选择不对路，蔬菜上市时间不对，结果赔了
钱，农民种植积极性一度受到打击。

“农民要致富，最适合的行业是他们熟悉的种养
业，不过还必须有适合的科技做支撑才行。”祝恩元
对记者说。在丛马村的四个标准化蔬菜大棚里，种植
的都是新型西红柿高产品种。“这些新品种都是从省农
科院引进的，经过其他地方的农民种植试验，已经是比
较成熟的高产品种。”祝恩元说。

为了让当地农民有一个长久的收益产业，太平镇
的第一书记们还引进了“猪沼菜循环农业科技示范小
区”的项目，这个生态型农业项目适合当地农民的生
产、生活习惯，受到了农民欢迎。

在农民逐步掌握了相关科技的基础上，祝恩元又
筹划建设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现代农业种植区。“目
前园区内已经建成了4个菌菜双面复合棚，这在全省来
说都是最先进的。”祝恩元说。

除了技术，要让农民的现代农业可持续地发展，还
必须有市场化的组织运营机构。“许多农村靠帮扶、投
巨资搞起了蔬菜大棚，可是在帮扶人员撤走后没几年，
许多大棚都荒芜了，非常可惜。究其原因，就在于农民
缺乏成熟的市场化组织运营机构。”祝恩元说。为此，在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现代农业种植区建设过程中，
他们在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又引进一
个省级重点合作社组织，帮助当地农民进行现代农业
运营。“下一步，我们将在新的农村合作社中发现年轻
的优秀人才，充实到我们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来，从而
带动我们的农民致富项目一步步走下去。”祝恩元说。

□记者 李梦 张和鹏
通讯员 马胜男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进入12月中旬，在东阿县刘集镇官

庄、梁庄等村，村民们的心情一片“晴朗”。在他们
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附近，位山灌区“西1、5号沉沙
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清淤接近尾声，被多年征用的
土地中，有1300亩很快会被改造成良田，归还到他们
手中了。

12月10日上午，全长近6公里、宽140米至270米不
等的清淤现场，机声隆隆，车辆穿梭，景象壮阔，工
程已接近尾声。“按每方水1元钱计算，1970年复灌
以来，位山灌区创造的经济、社会效益就高达500多
亿元。”位山灌区管理处副主任许晓华告诉记者，位
山灌区是山东省最大的引黄灌区，承担着聊城市绝大
部分耕地的灌溉任务，为工业、环境及生态供水提供
水源保障，在支撑起“农业大市”、“江北水城”的
同时，还为引黄济津、引黄入冀做出了突出贡献。

“引黄必引沙”，是灌区人都熟知的一句行话。
为处理泥沙，位山灌区在引黄上游辟出了东、西两个
沉沙区。沉沙区面积近35000亩，涉及东昌府区于集

镇、东阿县刘集镇和姜楼镇、阳谷县七级镇、高新区
顾官屯镇56个村庄。许晓华说：“尽管有按粮价进行
补偿的政策，但池槽占地、弃土占地和冬春风沙，仍
使沉沙区的农民做出了很大牺牲。这次清淤，将把整
理出的千亩良田归还给部分农民。”

“清淤工程计划土方总计229万立方米。在下
游，我们实行了超设计清淤，这样既便于今后更好地
引黄，还能使沉沙池延长3至5年的使用年限。”据位
山灌区管理处工程科科长赵兴银介绍，此次施工采用
了“挖掘机搭配自卸车、推土机”的方式取代传统泥
浆泵清淤，共投入机械近千台，功效高，效益好。

“这次清淤工程可以说是一个‘良心工程’。”
副科长张传刚告诉记者，清淤弃土还耕要求一次性达
到设计高程，一次性平整到位，一次性覆盖原状土改
良，做到完成一片还耕一片，原有低洼地、水坑等，通过
合理弃土，能全部形成良田。紧接着还要搞好井、渠、路
等配套设施建设，直接还耕于农民。“引黄、还耕，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着眼农民。”聊城市委常委、副市长耿涛
说，位山灌区的实践，在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维护
农民生产要素权益等方面，都是积极的探索。

全省最大引黄灌区沉沙池大规模清淤

千亩良田还耕56个村庄农民

石横特钢降耗增效环境改善“三合一”

循环经济创造利润5亿余元

省科技厅驻巨野太平镇第一书记：

农民最需要

“适合的科技”

□记者 张和鹏 报道
沉沙池清淤工程目前已接近尾声，上图为忙碌的清淤现场。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永波 钟芸 报道
本报荣成讯 “最近可忙坏了中国海洋大学

教授姜国良，他和我们马山集团一起研究的新项
目——— ‘利用复合用酶制剂对海带活性成分高效
开发及新材料应用产业化’，刚刚完成技术研
究，正在进行试生产。”12月9日，提起与中国
海洋大学合作的“姻缘”，该项目负责人王培亮
告诉记者，是市里举办的“月月大讲堂”当了
“红娘”。

马山集团近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海藻化工工艺
的研究。荣成市第三期“月月大讲堂”邀请中国海
洋大学教授林洪就海产品加工现状及成果进行了
专题报告。会后，全市海洋食品重点企业同中国海
洋大学的专家教授们进行了一次科技对接活动。
对接会上，马山集团一眼就看中了姜国良教授的

“海带酶解提取多糖”技术项目，会后经过多次沟
通交流，马山集团和姜教授顺利完成对接。

从去年10月份起，荣成正式启动“月月大讲
堂”活动，以全面提升全市企业创新能力和干部理
论素质。大讲堂每月一期，每期一个主题，针对
荣成实际，围绕科技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创新、
学习贯彻上级重要会议精神等方面，邀请知名专

家学者、上级领导、先进地区干部来为荣成的干
部和企业家们“授业解惑”。

为实现培训覆盖面的最大化，荣成对“月月
大讲堂”实行三级接力授课：在“月月大讲堂”上，
集中对全市主要领导干部、重点企业主要负责人
进行统一授课；领导干部培训结束后，结合“人人
当讲师”和每周机关自学活动，及时将授课主要内
容传达到本单位干部职工；市委组织部对每次大
讲堂活动进行全程录像，上传至荣成远教频道，供
各级干部及全市群众随时免费点播收看。

为全面拉长整个培训链条，每期“月月大讲
堂”活动期间，该市都抓住专家学者前来授课的有
利时机，结合专家专业特长，筛选适合该市产业发
展的科研成果，通过召开技术对接会、邀请专家学
者到企业实地调研等方式，为授课专家与市内企
业搭建合作平台，努力实现干部培训与引智引才
同步推进。

据了解，以“月月大讲堂”活动为契机，该市已
先后与中国海洋大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对接
项目20多个，与中国海洋大学工程学院达成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将重点在科技研发、实习基地、人
才培养、教育培训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荣成干部培训与引智引才同步推进

月月大讲堂“讲”来项目20个

□记者 董卿 通讯员 张建锋 王学英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这个牌子立的好。”12月17日，

沭东新区晨练的孙永华老大爷发现，新拓通建设的振
兴东路上立起了“道路建设标识牌”。

今年以来，莒县沭东新区开工建设了“五纵七横”
12条道桥工程。为确保城建重点工程建设质量，莒县住
建局明确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责任，实施了工程身份证
制度和终身负责制，防止出现工程竣工验收后，因质量
问题影响工程使用寿命状况，确保新建道路等基础配
套工程经得起沭东新区下步大规模开发建设的考验。

莒县实施
城建道桥身份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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