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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宇鸿
本报通讯员 侯刚 石勇

齐河县工业经济四项指标跃居德州市首
位，跻身全省地方财政收入30强县市，同时
荣膺全国生态文明先进县、中国绿色名县。
低点起跳、跨越发展与绿色生态、环境保护
并行不悖。

新社区配套建污水处理站

4月9日，记者驱车从齐河县城出发，沿
晏黄路北行。与路相依的叫晏黄沟，它是城
区生活污水和县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废水处
理达标后的总排放河道。河边，每隔三里五
里，就能遇到几个钓鱼的农民。宣章屯镇高
桥村农民高寿廷是河边的老钓友，遇到他
时，已经钓上了6条鱼。“最近这一二十天，
每天都有50多人来钓鱼。县里把这条河处理
好了，咱两边的群众真竖大拇指啊！”高寿廷
言语中透出感慨之情。

“我县投资60万元编制了全县水污染防
治与生态修复规划，采用‘治、用、保、
防’水污染防治措施，形成了城区、乡镇、
社区‘三位一体’的全域水污染治理模
式。”县环保局局长石文河介绍说。

溪流潺潺，绿意盎然。不时有三三两两
的居民来此散步、聊天，这是记者在齐河县
刘桥乡洪州社区看到的情景。而令人意想不
到的是，在这个怡人的小游园下面，却是污
水处理站。

这样的污水处理站在洪州社区有东西两
处，每处日处理生活污水200吨。

齐河县把治污重点从工业点源、城市生
活污水延伸到乡镇、社区生活污水处理，实
现城区、乡镇、社区“三位一体”式治污。
对县内重点涉水工业企业，采取“COD超
标，电子闸口拉闸”，截留污水外流，对带
污染的生产坚决叫停，倒逼企业投资达1亿
多元，分别建起了污水深度处理工程。农村
社区建设坚持环保工程与社区建设同步规
划、同步实施。对社区内工业废水和生活污

水进行深度处理。他们将农村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纳入全县科学发展综合考评，县财政以
奖代补，提供资金扶持，目前已在12处乡镇
驻地全部建成污水处理厂，在所有新建社区
全部规划、建成污水处理站。

净化过的水

5成回用涉水企业

记者一直认为，从用水企业流进水质净
化厂的水，处理后将全部进入河道，流向下
游。可在齐河惠民水质净化厂了解到，他们
净化过的水再次回用于涉水企业，实现中水
回用。

“我们投资2000余万元建成了深度处理
中水回用工程，日处理能力为2万吨，中水
主要回用于江河纸业、金能科技等企业，中
水回用量每天达1万吨，回用率达50%，节约
水资源。”厂长赵付力说。

而在江河纸业有限公司，记者却看到他
们自己也有中水回用设施。将生产过程中产
生的废水，经企业内污水处理厂生化处理
后，部分回用于生产环节，其他外排。

为减少地下水取用量和废水排放量，齐
河县严格督促金能科技、永锋钢铁等重点涉

水企业建设中水回用工程，全县涉水企业每
天回用量达6万吨，年节约清水2000万吨，节
约用水成本2000多万元。

看着钓鱼的群众，不觉来到晏黄沟北
首，忽然眼前扩展出广阔的赵牛河潜表流人
工湿地。绿色的睡莲、水葱等跃入眼帘，木
制的栈道弯弯曲曲，将十余座凉亭连接在一
起，亲水平台上，几个孩子用柳梢抽打着水
面，“人在栈道走，恍如画中游”。

立足通过湿地的自净能力，形成治理一
个流域、培育一个湿地、造就一个生态地域

新格局。齐河县于2013年投资6800万元建设
赵牛河人工湿地，包括核心区潜表流人工湿
地和30公里的晏黄沟沿河生态带。设计处理
能力每天4万吨，总蓄水能力74万吨，主要
接纳惠民水质净化厂和经济开发区工业企业
等处理达标排放的废水，通过湿地净化处理
后，出水水质优于地表水Ⅳ类标准，最后排
入徒骇河出境。

记者看到，该人工湿地还建设了生态展
厅，作为环保科普教育基地和公众参与环保
的平台。

四道屏障

防污水“外排下泻”

在金能科技有限公司煤焦油加工与炭黑
车间排污口，有一处应急事故池，而在企业
总排污口，则安装有多功能电子闸门和自动
在线监测设备。车间外排水经过企业污水处
理厂生化净化后外排，但一旦超标，电子闸
门会自动关闭，超标废水导入应急事故池，
再次生化处理后，由总排口流向厂外河道。

“通过电子闸门和应急事故池这两级防
控，我们确保超标废水控制在厂内。”公司
董事长秦庆平告诉记者。

齐河县按照“超标即应急”的原则，在
全县建设了环境安全四级防控体系。除第一
级、二级防控外，他们在县境内晏黄沟、邓
金河等主要河道建造了30多座应急节制闸。
同时建设了河流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站，24小
时监控河流水质状况，一旦超标，立刻落下
节制闸拦截，进行自然降解净化，防治下
泻，形成三级防控。四级防控是，在县境总
出口，安装应急截污闸和环保电子眼，防止
超标废水出境。

低点起跳、跨越发展与绿色生态、环境保护如何并行不悖？

齐河：水污染治理谋“全域”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
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各级
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关注环保、关注生态，支持环保、支
持生态。实践证明，抓环保、保生态不仅
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反而能推动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本着怎么重视生态都不过
分，怎么投入环保都不过分的原则，我们
坚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第一理念，
把海河流域水污染防治作为第一工程，县
乡村一把手亲自抓一号工程，高标准高质
量，大投入大保障，建制度保长远，让齐
河的水更清、天更蓝。

■书记点评

怎么重视生态都不过分
齐河县委书记 孟令兴

关键词：全域治污

□左效强 报道
本报沂源讯 “俺没多想，就觉得他不在了，留下这

么多个账，俺要不接过来，就坑了人家，良心上过不去，
就是砸锅卖铁，俺也得一点点还上！”朴实的王光兰对笔
者说着她还钱的初衷。

王光兰，家住沂源县中庄镇富家庄村，今年42岁，4年
前丈夫因病撒手人寰，当债主与银行纷纷找上门来，这个目
不识丁的村妇，竟勇敢地接过了高达50多万元的债务。从
此，她用诚信和微笑毅然走上了一条替亡夫还债的坎坷路。

为了还钱，她没日没夜地干，养猪、管理果园，卖樱
桃，凡是能挣钱能做的了的活，她都去做。

2012年，王光兰结识了耿瑞军，并组建了新家。听到
这个家庭竟然扛有这么多债务时，耿瑞军并没有被吓倒，
他首先想到的是，王光兰一个女人，敢把这个账接过来，
真是不简单。自耿瑞军来到富家庄以后，他用自己的勤劳
和努力为王光兰撑起了一片天。两人互敬互爱，共同担下
了债务。

“日子虽然不如人家过得那么宽裕，但俺现在一家人
都和和睦睦的。过得紧一点没关系，只要这个账能还上，
俺心里压的那座山就没了！”

2014年2月，王光兰被评为沂源县道德模范，当她领了
奖牌回家后，首先握住了耿瑞军的手，她哽咽地说：“老耿
啊，谢谢你，我的荣誉很多可都是你的啊。

王光兰为亡夫还债

荣膺县道德模范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吕宁 报道
本报广饶讯 “事情已经过去三天了，我迫切希望能

够找到救命恩人，当面表达我的谢意。”3月20日，牟女
士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金岭集团党委办公室，请求工作
人员帮忙寻找车牌号尾号为5857的车主。

3月16日下午，牟女士与外甥女一同到孙武湖游玩，
当行走至拱桥时，不慎失足落入水中，不习水性的她在水
中挣扎求救，情况万分危急。此时，一女子恰好从此路
过，来不及脱外套就跳进了初春冰冷的湖水中，将落水的
牟女士拖向岸边。在现场群众的帮助下，牟女士顺利被救
上岸。看到被救的牟女士身体无碍后，已经浑身湿透冻得
发抖的女子悄悄地离开了。

经查对，牟女士要找的这位救命恩人就是金岭集团28
岁的女工李立莉。李立莉是聊城市茌平人，已经在广饶工作
生活了多年。那天救完人后她浑身湿透赶紧驱车回了家。面
对家人多管闲事的“埋怨”，李立莉心里却充满了安慰。“看
到有人落水，我又恰好会游泳，下去救人就是应该的事。”

女工李立莉

下湖救人不留名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高杜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3月13日，在广饶县大码头镇央三村，

55岁的解本荣像往常一样忙碌着，喂饭，喂药，洗头，洗
脚，十几年来，她几乎每天都要重复这样的工作，来回奔
波照顾着4位老人——— 自己的婆婆、无儿无女的大公婆、
二婆婆。一提起这个跟亲闺女一样的侄媳妇，二婆婆眼里
便噙满泪花：“摊上这么个好闺女，是俺的福分。”

1986年，解本荣公公得了重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
蓄，就在全家准备放弃治疗时，解本荣却想尽办法，东跑西
借，精心照料，没说过一句放弃的话。公公去世后，婆婆一下
子苍老了许多。解本荣不仅细心照顾她的生活起居，还找来
平日里和婆婆要好的街坊邻居，帮她早日脱离丧夫之痛。

解本荣的大公婆无儿无女、二婆婆丧夫无子，生活上
都非常困难。解本荣便又主动担起了照顾这三位老人的重
担，每天，她都是奔波在四位老人之间，无论多大的困
难，这么多年来，解本荣一直无怨无悔的尽着“亲闺女”的
职责。如今，在她的悉心照料下，尽管4位老人都已年近八
旬，可身体都非常硬朗。央三村村支书徐强泉说：“解本荣是
我们村的模范，有时候村上有家庭闹矛盾，我们调解纠纷
时，总拿解本荣打比方，教育好几代人。”

解本荣照顾4位老人

数十载不言悔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王凡存 张秀葵 报道
本报庆云讯 2月27日，庆云县的李和兰三姐妹带着

两个孩子骑电动三轮车途经马颊河上的刘贵桥时，不慎掉
进河里。路过的村民吴玉光不顾自身残疾跳入水中，将5
名落水者救出。

43岁的吴玉光是庆云县严务乡严务村人，3年前突发
脑干出血，落下了腿瘸的毛病。2月27日一早，他本是要
去买鸡苗，却正好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吴玉光回忆说，他赶到河边时，落水的三轮车基本已
淹没，只能看见三轮车后面的车篷顶部和一个挣扎的妇
女。情况紧急，他来不及脱衣服就跳到了冰凉的水里。

看到有人来救援，水中的妇女大声喊着“先救孩子”，
吴玉光这才意识到车后面还有其他人。所幸出事的位置靠
近河岸，水深刚好达到吴玉光的胸部，此时三轮车上的另一
名妇女将一个孩子举出了水面，吴玉光赶紧接过孩子向岸
边走去。直到上了岸，吴玉光才注意到这竟是仅几个月大的
婴儿。吴玉光放好婴儿，再次跳进水里，救起了第二个孩
子……经过10多分钟的努力，吴玉光救出4名落水者。可
是河里还有一个人，脚被三轮车卡住了，已经精疲力尽的
吴玉光怎么也拉不动她，这时恰巧刘贵村村民王振平开着
机动三轮车路过，看到这种情况，王振平也跳入水中帮着
吴玉光把最后那名妇女救了上来。

人虽然全部救了上来，可那个婴儿一直处于昏迷状
态，加上早晨天气寒冷，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吴玉光赶紧
扶他们上了王振平的三轮车赶去附近医院。直到看到孩子
得到治疗，吴玉光才放心离去。

回到家后吴玉光就病倒了，一连打了几天的吊针，他
对谁也没有说起自己救人的事。

残疾人吴玉光

勇救5名落水者

□刘学芹 报道
生态和谐的金能厂内景观河。

□通讯员 王帅 赵方成
记 者 王福录 报道

本报邹平讯 “现在猪市行情低迷，要
不是政府花钱给猪上保险，肯定有人不养猪
了。”4月8日，姬汉仁拿着生猪保险保费补
助申请表说。姬汉仁是邹平县丰田园良种猪
场负责人，猪场生猪存栏1200多头。

给猪上保险的这笔钱来自中央财政。
2013年，邹平县获得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
323万元。“因为资金有限，除了猪舍硬件
建设剩不下多少钱；财政局和畜牧兽医局不
只一次开会，商议如何把这笔钱用在刀刃
上。”邹平县财政局企财股股长赵才华说。

从去年11月以来，逢猪市低迷，步入下
降通道的猪肉价格已经持续下跌5个月，创
下近4年来最低。“生猪养殖规模过剩、猪
肉市场供大于求导致今年猪市反常。第一季
度猪粮比远低于6：1的盈亏点，养猪卖一头
赔一头。难以承受亏损的重压，一些小型养
猪户不得不退出。为了调动养猪积极性，生
猪价格指数保险的推广很有必要。”邹平县
畜牧兽医局畜牧站站长李健说。

今年3月，邹平县结合生猪调出大县项
目，试点生猪价格指数保险财政补贴。全县
生猪出栏量前50名的养殖户可申请生猪价格
指数保险，保费由政府承担。一头猪保费12
元，仅此一项用去资金15万元。

“生猪养殖大户因猪肉价格波动带来的

风险巨大，拿今年来说，市场持续低迷，很
多养殖户处在养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境
地，损失很大。政府免费给猪上保险，就是
要解决养殖户的后顾之忧。”李健说。

姬汉仁在旁不住点头，插进话来说：
“元旦以后行情就不好了，按现在的行情，
管理得好一头猪赔200元钱，管理不当一头
赔400元都不一定够。散户规模小赔得少，
规模大的养殖户赔得血本无归。”

早在20多年前，姬汉仁就开始养猪，用
他的话说就是“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市
场低迷的时候，几万块钱往里赔也是常有的
事。“原来也没人给猪上保险，行情不好再
想入保险就晚了，只能干坐着赔钱。”姬汉
仁说，“现在政府免费给猪上保险，对养殖
户是件好事。我按当前的猪粮比算了下赔偿
金额，差不多能保本，可以放心养了。”

“对规模养殖户来说，投保的钱是次要

的，主要是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姬汉仁
说，“政府出钱投保，恰恰给老百姓一个认
识到接受的过程。”

“给猪上保险，主要是通过政府引导，
培育养殖户的保险意识，提高他们的抗风险
能力，放大资金使用效益，使养殖户无论遇
到市场多大的波动都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赵才华说。

邹平财政出资给生猪上价格指数险
主要是通过政府引导，培育养殖户的保险意识，提高抗风险能力

□记者 申红 马桂路
通讯员 晓伟 报道
本报章丘讯 企业项目也有贴身服务员

了。日前，章丘为筛选出的50个规模大、效
益好的重点企业和42个投资大、前景好的重
点项目专门配置了“服务员”，这些“服务
员”均由市级领导担任，除了要经常联系企
业项目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之外，还要每
月至少一次深入现场办公，做到为企业项目
的全方位服务。

泉永印务是明水经济开发区内一家印刷
包装企业，公司一直以来面临着招工难、人
员流动大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章丘市积
极协调高教办和驻章高校，举办多场校企联
合会，为企业与学校增加交流的机会和平
台，既解决了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也提高了
学校的就业率。

山东银鹭集团是明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投资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龙头企业，但由于
是“外来户”，公司希望政府在农业龙头企

业的扶持资金上，加大力度，取得与本土企
业平等的待遇。对此，章丘积极协调相关部
门，按照章丘市农业龙头企业相关扶持政策
规定，外来企业与本地企业一视同仁。

“市级领导联系重点企业、重点项目，
不是为了好看好听，而是以此锤炼干部工作
作风，以推进实体经济发展检验活动成效，
切实做到教育实践活动与实体经济发展‘两
不误、两促进’。”章丘市委书记江林这样
对记者说。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4月10日，在文登博康特

新型建材科技园，“高强特种砂浆”项目正
在加紧建设。“我们产品在特性上远超普通
砂浆，用这种砂浆来铺设机场跑道，只需8
小时固化就能达到飞机起飞标准。”该项目
的研发者、华裔德籍博士汪俊峰告诉记者，
项目投产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6亿元。

像汪俊峰这样一位知名新型建材专家来
文登区创业，就是因为这里的“政产学研
金”五位一体平台可以让他的成果快速落
地。将传统的“产学研”联盟拓展深化为政
产学研金“五位一体”长效机制，为产学研
合作插上“隐形的翅膀”，是文登区立足科

技创新、助力产业转型升级的创新之举。
强化政府在“政产学研金”体系中的服

务引导作用，文登在推行“保姆式”服务的
同时，还先后推出了百企升级创新发展和中
小微企业梯次成长“双百计划”，每年安排
1亿元专项资金，配套有关优惠政策，加快
构建百名企业膨胀升级、百家中小微企业梯
次跟进的发展格局。

“有了政府支持，我们创新就有了底
儿。”汪俊峰告诉记者。在文登区政府的支
持下，他建起国家级高性能建材实验室，政
府还推荐他申报“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
家”，并寻求合作方为其出资建设科技园。
在项目建设中，文登区各部门也是全方位服
务，帮助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
难，确保项目快速推进、尽早投产。感动于

文登区的周到服务，汪俊峰表示，他们研制
出的新产品文登优先享有转化权，也可作为
资源进行招商引资。

有了资金，产学研合作创新就有了稳定
的“粮草大营”。对此，文登区着力锻造金
融一“翼”，组建了“金融超市”，整合12
家银行及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证
券公司、保险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审计师
事务所等26家金融机构，为辖区中企业和个
人提供融资咨询、培训、担保等一站式融资
服务。文登经济开发区也试水三位一体的企
业融资平台搭建，按照政府主导、社会资本
参与的方式，成立金达资产管理、泰赫投
资、勇泰担保三家公司，三者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抱团发力，为进区项目开启了一条
技术优势向发展优势转变的捷径。

“政产学研金”五位一体

文登区探索科研成果转化新模式

深入现场解决困难

章丘：市领导为企业当“服务员”

青年志愿者协会

爱心接力37载不中断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王静 报道
本报新泰讯 3月23日上午十点多，在新泰

明珠广场，几位身穿校服的高中生格外引人注
目：他们在人群中不停地穿梭往来，一边发放着
手中的环保宣传单，一边仔细讲解。这几个“焦
点人物”，就是来自新泰一中青年志愿者协会的
志愿者。

校团委书记高洋介绍说，1977年，一位叫刘
建营的班主任发现，一到周末，班里几个学生就
去原来的东南关村看望一位孤寡老人。于是，他
就在班里成立了小组，一到周末就组织学生分
成多个小组，去看望一些老人。后来，校团委组
织这些学生成立了学雷锋送温暖小组，2011年
更名为青年志愿者协会。至今，志愿活动整整延
续了37年。“是心底的一份感动，让协会坚持到
那么久。”新泰一中志愿者协会现任指导老师、
同时也是新泰义工协会会长的王绪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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