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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景坤

侯镇草碾子村的草编进入好品山东“青草
香”旗舰店。“路斯”宠物已在天猫直营店打
出名气。买卖“果菜品种权”加入寿光蔬菜产
业集团农产品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全福元“天
天购”全生活化电商平台，今年10月即将上
线。

如今，寿光企业纷纷“触网”，在电子商
务中寻求全新的机遇。记者从寿光市商务局获
悉，今年1至6月，寿光完成电子商务交易额
47 . 8亿元，其中网络零售额5亿元，B2B电子商
务交易额42 . 8亿元。

电子商务企业达305家

目前，寿光天成集团“路斯”宠物食品电
子商务销售已经占该类产品国内市场总额的
30%。网上销售成为该集团格外倚重的销售途
径。

“路斯”宠物食品2012年2月入住天猫直
营店，目前已做到该品类全网第一名。今年5
月该品牌入驻京东，单月销量5万元以上。6月
“路斯”品牌陆续入驻亚马逊、苏宁、一号
店、央视商城等B2C电商平台，实现月销量30
万元。去年“双11”单日销量达到15万元，比

去年同比增长500%，但公司的电商团队却仅有
7人。

今年3月，天成集团重点推出O2O模式，
线上推广带动线下销售，线下实体展示带动线
上成交。今年上半年，月销量已经突破50万
元，销售团队增加到15人，目前该集团正在积
极筹建全球首家宠物食品电商平台。

“寿光电子商务应用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利用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有实绩的电商企业达
到200家，全市电商企业总数达305家。”寿光
市商务局范鹏介绍，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和示
范带动作用、成长性好、社会信誉度高的本土
电子商务企业和项目发展迅猛。寿光荣获2013
年全国网络消费百强县市第92位，寿光软件园
正在积极申报省电子商务示范基地。

电商发展规划先行。由商务部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编制的寿光全市电子商务规划，预
计10月份可完成。寿光市重点园区项目包括寿
光软件园、康城木材电商物流园、西城电子
商务园区等建设顺利。其中，康城木材O20电
子商务平台与中国银行合作网银支付，即将
上线。

电商发掘更广阔市场

今年夏天，寿北的西瓜熟了，寻找销路。
他们借助寿光本地媒体的微信电商平台，西瓜

迅速销售完毕。同样的，还有甜瓜订购，半天
时间就收到甜瓜订单3000余单。刚刚结束的利
用微信形式的“10元林海游”活动，短短两天
时间，报名市民近万人。

寿光农圣网是一个集蔬菜、种苗、农资等
农产品展销、基地宣传、供求发布、技术服
务、在线交易、物流配送于一体的专业B2B网
络平台。2014年该网站将整合优质合作商5000
家以上，年交易额将过亿元，实现利润500万
元以上。位于农产品物流园种子农资交易区的
景宇种业是寿光80多家种苗电商之一，年网络
交易额达100多万元。

借助电商，寿光企业迸发出惊人的上扬能
量。

在寿光，企业采购招标将用“运筹网”，
节能减排上“能源网”，一站式现货物流平台
用寿光“金贝网”，厂家直供上山东英利实业
“酷奇猫”。

今年的寿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展
电子商务，鼓励各类企业做好实体市场和虚拟
市场结合文章，积极利用电子商务延伸销售网
络，提高企业电商化水平，加强与阿里巴巴、
恩源科技等知名电商企业合作，建设农资电子
商务总部基地，推动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发展。
引导农产品物流园、果菜批发市场开展农产品
拍卖和电子交易，形成线上线下同步推动、互
为补充的农产品营销网络，全力打造农产品电
子商务中心。

政府助力企业“触网”

今年3月底，寿光市电子商务经理人培训
班正式开班，来自各镇街区、市直有关部门、
企业和大学生创业人员等160余人参加。

在电子商务发展中，政府起了重要作用。
今年以来，寿光采取多种措施助力电商发展，
建设集聚度高、创新力强、配套政策及服务体
系完善的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做好全市企业家
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商人才培训班、青年电商
“双千人才”培训等重点培训活动，鼓励支持
广交会电商、阿里巴巴“一达通”跨境电商、
科苑数字科技“淘宝大学培训班”等社会化电
商人才培训项目。引领传统贸易和生产企业商
务模式转型升级，引导传统企业开展网络营
销，鼓励商贸流通企业和传统特色产业加入电
商应用，实现实体店和网店的有机融合，开展
符合企业发展特色的多模式电子商务应用。

寿光电子商务办公室正在筹备中，多部门
联动协作的管理服务机制正在建立，鼓励电子
商务发展的扶持政策也已起草完毕。“未来，
寿光将重点做大电商文章。”范鹏说。

今年，寿光计划完成电子商务交易额95亿
元。预计到2016年，全市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
180亿元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通过自营或
第三方平台开展电子商务比例达到80%以上。

蔬菜、水果、草编、宠物食品、工业产品等都可在网上买卖，电子商务渗透到寿光各行各业———

电子商务，半年交易额近50亿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聂桂芬 王 兵

“最近接到美国一个大订单，1 . 5亿元人
民币。今年上半年最多的一个月，我们往美国
发了60个货柜。”寿光市三洋木业办公室主任
伦东涛说。

寿光纪元农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金城说，
7月17日刚中标一个1500万元的温室大棚项
目，一年的业务量一下子就上来了。

“今年上半年出口业务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25%。”潍坊玉晶镜业总经理杨培玲说，这几
年公司业务一直在持续稳定增长。

“1至6月份，我市规模以上工业经济整体
呈企稳向好趋势。”寿光市经信局经济运行中
心主任郑英涛说，今年上半年，寿光稳增长、
调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全市经济运
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稳定增长，474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827 . 1亿
元，同比增长7 . 4%。

大项目发挥强大带动力

在侯镇项目区昊华轮胎厂区，生产线开足
马力，工人们在紧张地忙碌。车间外，一排排
轮胎正被大货车拉往青岛港，准备出口。

“2013年，昊华轮胎完成投资14 . 1亿元，
一次性建成2000万套半钢子午线轮胎的产能。
今年前4个月，公司又投入4个亿用于二期建设
投资和设备采购投入以及三期设备到货应付款
项。二期、三期项目全部建成后，可达到日产
半钢子午线轮胎5万条，全钢子午线轮胎6000
条。”昊华轮胎董事长王绍成介绍。

在文家街道，总投资5 . 2亿元的玉马窗饰
遮阳材料项目，占地200亩，建筑面积9 . 6万平
方米。其中一期开工6万平方米，预计年内部
分建成投产，二期今年6月开工建设，计划明年
初建设完成。该项目全部引进国际先进生产线，
全部投产后，年可生产高强度节能遮阳布2000
万米，实现销售收入9 . 6亿元，利税2 . 3亿元。

项目是工业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今年
以来，寿光企业持续加大重点项目建设力度，
着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寿光市统计局的
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寿光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154 . 0亿元，同比增长17 . 5%。其中，计划
总投资过亿元项目236个，完成投资额116 . 5亿
元。实际投资过亿元项目30个，完成投资额
51 . 9亿元。

寿光紧紧抓住蓝黄两区建设机遇，将寿北

工业园区作为全市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主战
场，确立鲁清产业园、晨鸣高档纸等62个过亿
元重点支撑性项目和52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
和成长型优势企业作为培育对象，强化领导包
靠，加快项目实施进度。

“大项目的不断投产，将拉动经济增长。
下半年，预计经济指标将略高于上半年。”郑
英涛说。

创新带来核心竞争力

“在加快项目建设，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
的同时，我市注重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引导
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和自主研发，深入挖掘企业
潜力，全面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升级后的企业
和行业不但效益提高了，也更环保了。”郑英

涛认为。
在位于台头镇的宇虹防水材料公司厂区，

既看不到沥青，也闻不到沥青的味道。“这都
是企业主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提高产品档次
带来的成果。目前，公司所有的液态沥青都通
过地上、地下的密闭储存罐，经二次氧化处理
后，直接进入生产流水线。”宇虹防水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王吉福说，宇虹防水采用全密封
的生产流程，沥青使用过程全部实现可控，将
污染降到最低。

转型后的宇虹防水是我国高铁建设最主要
的防水材料供应商和防水工程施工单位之一。
而以宇虹防水为代表的台头镇防水产品覆盖高
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等4大类100多个品种，
大规模占领了国内外高铁、核电站、体育场等
大型高端市场，成为全国高端防水产品的主产
地。

今年以来，寿光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
初步制订了“产业集群培育”和“百企改造升
级”两大计划，摸索推进了“转型升级节能行
动”。其中，产业集群培育计划围绕海洋化
工、新型建材、汽车及零部件、石油装备、纸
制品及印刷、食品饮料6大重点优势产业，通
过逐一调研摸底，制订了产业集群培育三年计
划。

7月23日，寿光召开百企转型升级会议，
启动了百企改造升级计划，加快实现产业结构
从一般加工工业为主向先进制造业、特色产业
和新兴产业为主转变，企业重心从生产制造向
制造服务转变，发展方式从资源能源依赖型向
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转变，力争工业转型升级
步伐走在全省前列。

数据显示，上半年寿光高新技术产业完成
产值328 . 9亿元，同比增长11 . 2%，高于规模以
上工业增速3 . 8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39 . 8%，比去年末提
高2 . 6个百分点。以鲁清石化、大地盐化为代

表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完成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182 . 2亿元，同比增长12 . 1%；以富康
制药、元鸣生物为代表的医药制造业完成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36 . 5亿元，同比增长25 . 1%。

据了解，近年来寿光用于科技创新的资金
年均增幅34%，有310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0%。

营商环境力争“无病虫害”

“去年，在银企对接后，寿光市农商行贷
给我们300多万元，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没
有政府牵线的话，我们很难与银行接上头。”
寿光市晶美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傅永岩说，晶
美玻璃的产品主要出口美国。以前船入仓后，
凭着提单复印件，对方在3个工作日内就付
款。后来付款方式改为船到对方口岸的3个工
作日再付款。但从青岛港到美国，船行需要一
个月的时间，这就造成了当时的资金周转困
难。

寿光致力于营造“无病虫害”的营商环
境。近日，寿光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的意见》，共分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优化行
政执法环境、优化司法服务环境、优化政策环
境、优化发展环境等五章19条。意见自7月1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5年7月14日。内容有
行政审批事项即时办结率要在原有基础上再提
高20%，所有部门的行政处罚事项全部纳入网
上平台监管，坚持实行每月1日至20日企业
“宁静生产日”制度等。

近日，寿光将对重点企业、重大项目、经
济园区驻地开展治安环境专项治理，严厉打击
各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和影响公平竞争的
非法行为。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优化，

经济转型升级加快，高新技术产值占比提高———

寿光半年经济：稳健增长

正在
加紧建设的
昊华轮胎新
生产线。

□刘敏 王兵 报道
7月25日，在寿光领航

工厂化循环生态高效养殖示
范项目区，工人们正在紧张
施工，他们建造的是反季节
养虾大棚。

到目前，寿光已有9家
工厂化养殖基地建成工厂化
养殖温室50多个，养殖面积
达到5万多平方米，在建养
殖温室 1 2个，近 3万平方
米。已建成的6个反季节养
虾大棚，大部分采用循环水
养殖模式，实现了露天虾池
与工厂化养殖的互动利用。

大棚反季节

水产养殖

蚯蚓处理造纸污泥

病死猪变身有机肥

固废处理寿光有高招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寿光是蔬菜之乡，废菜、秸秆处理是困扰当地
的难题。寿光有全国最大的造纸公司晨鸣集团，但
产生的造纸污泥是个麻烦。寿光还是我省的畜牧大
市，但病死畜禽如何处理同样是难点。如今，这些
难题却在同一家公司有了答案。

废菜、秸秆可以制作木炭，污泥可以用蚯蚓来
处理，病死畜禽可以转化为肥料，寿光市金盛源固
废处理有限公司在破解难题中也获得了较好的收
益。

蚯蚓“吃掉”造纸污泥

7月24日，在纪台镇一处农业园区，一条条灰
色的泥垄整齐排列着，上面覆盖着草苫和黑色的薄
膜。金盛源总经理郭百永说，泥垄就是蚯蚓的
“家”，覆盖东西主要是保持土壤的温度和湿度。

郭百永用手翻开土壤时，一条条蚯蚓不停地蠕
动。他掰下一块土，放在记者鼻子下面，没有闻到
污泥的臭味，是正常泥土的气息。郭百永说，蚯蚓
处理污泥最大的好处就是改良土壤板结和根治根线
虫。

据了解，这种蚯蚓是杂交品种“大平二号”，
繁殖速度快，吞吐量大。一粒卵产7条蚯蚓，20多
天后这7条蚯蚓又可以繁殖49条，呈几何级增长。

通过一年多的繁殖，蚯蚓现在已经达到700吨
左右，一天能处理污泥1000立方米。“现在晨鸣造
纸厂每天供应的污泥是800立方米，处理能力绰绰
有余。”郭百永说，在去年用蚯蚓粪改良的150亩
土地上，种植的小麦亩产达到了500公斤。

去年试验成功后，金盛源今年在台头镇扩大了
1000亩蚯蚓基地。据了解，改良好的蚯蚓粪，每吨
可以卖到200元。蚯蚓繁殖速度快，也可以每月卖
掉2吨蚯蚓。加上处理污泥的收入，效益可观。

蔬菜秸秆制成了木炭

眼下正是蔬菜换茬时节，走在纪台镇乡村的道
路上，不见废菜、秸秆堆放，难闻的气味也没有
了。

“利用茄子秸秆转化为机制木炭的华源秸秆利
用项目正在加紧运行。”纪台镇镇长刘玉玲说。

华源秸秆项目是金盛源处理废菜作物秸秆的一
个项目。采用高温碳化处理技术，年可处理秸秆近
20万吨，年可生产生物质燃料3万吨。该项目7月7
日已试车成功，日处理大棚废菜、秸秆垃圾600吨
左右。

“10公斤废菜、秸秆大约能产出1公斤木炭。
还可以产生部分焦油，卖给制药厂、防水材料公
司。”郭百永说，处理每吨秸秆，寿光市政府补贴
30元，每吨约有15元的利润。以后整个纪台镇的大
棚垃圾无害化处理都可以由这个项目来完成。

在郭百永的规划中，废菜、秸秆还可进行堆肥
处理。通过高温堆肥技术，杀死病原菌和虫卵，达
到稳定化和无害化，产生大量有益的微生物，从而
生产出高档有机肥。

病死畜禽转化为有机肥

“现在无害化处理的第四套设备已经在运行，
最大的好处就是环保。一头200公斤的死猪，放进
生物菌24小时后，骨头就都不见了。”郭百永说，
以前的设备已经淘汰了，老工艺有废水、臭味、废
气，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直接成了有机肥。

寿光是畜牧大市，生猪和家禽产业总值占全市
农业总收入30%以上。全市年生猪出栏80余万头，
鸡3000万只，鸭6000万只。庞大的畜牧业养殖规
模，带来大量病死畜禽处理难题。以往通过焚烧处
理，不仅污染空气，也造成大量有机物浪费。挖深
坑并撒上生石灰和杀菌药进行深埋是个办法，但有
污染地下水的风险。

金盛源现在依靠专业设备和处理技术，避免了
病死畜禽二次流通，实现了无害化处理和高效化利
用。

据了解，金盛源每收购处理1头病死猪政府补
贴80元，处理1公斤病死鸡鸭鹅等畜禽补贴1 . 6元。

“生产出的有机肥每吨500元，供不应求。”
郭百永称。

卤水制盐技艺成国家级“非遗”
7月16日，文化部办公厅公示了第四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寿光卤水制盐
技艺赫然在列，入选传统技艺中的制盐技艺。

综合23

61户困难家庭有了经济适用房
今年7月初，寿光市第一批经济适用房景新园

进行了分房，共有61户低收入困难家庭圆了住房
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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