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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妮 赵科源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15日下午，第三届烟台文

化艺术节开幕式在市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本届艺
术节开幕式不再由领导宣布开幕，而是由表演舞
蹈的群众在主持人的引导下，与现场观众齐声宣
布开幕。老百姓自己的节日由老百姓自己开幕，
成为本届艺术节开幕式的最大亮点。

舞台上，喜庆热闹的舞蹈、舞狮一结束，市
吕剧院的戏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海
阳大秧歌”、威风锣鼓、八卦鼓等节目依次展
开，彰显了浓郁的地方特色。据悉，第三届烟台
文化艺术节从8月15日持续到11月15日，为期三
个月，内容涵盖专业艺术、群众文化、图书文
博、广播影视、文化交流5大板块，18个大项，
300多场文化活动。

□记者 江昊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13日下午，烟台市政府新

闻办公室和烟台市旅游局共同举办新闻发布会，
向社会发布“烟台三个100”评选结果。

据介绍，“烟台三个100”评选活动自去年8
月启动，经过项目申报、专家评审筛选、公众网
络投票评选、专家审核等程序，于今年7月底最
终确定名单。其中，南山集团的南山大佛、南山
玉佛、仙阁凌空等景观入选游客最爱看的烟台
100个景观；南山庄园葡萄酒、鲁花花生油、龙
口南山佛教文化工艺品等入选游客最爱买的烟台
100种商品；鲅鱼水饺、油焖大虾、黄县肉盒等
入选游客最爱吃的烟台100种美食。

◆为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的产业化水平，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启动了“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

设。日前，烟台资源再生加工示范区入选第五批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拟选名单，示范区内33

家企业都是具有专业处理技术的再生资源企业。

□记者 郑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6日，在滨州医学院烟台

附属医院，来自加拿大麦基尓大学的著名生物
医学专家Prakash博士为大家举办了一场生动
的讲座。作为该院聘请的客座教授，Prakash博
士今后将定期来该院进行指导交流，而这也是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与加拿大麦基尔大学
所签订的合作协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与加拿大麦基尓大学缔结友好合作关系，

将为进一步提升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科研
水平、开拓国际合作空间搭建了广阔的平台。”
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双
方今后将在神经外科、神经内科、心血管、骨科、
肿瘤、内分泌、超声影像等重点学科专业开展全
方位合作，在人才培养、学术交流、专项技术培
训、科研合作等领域进行广泛合作。”

作为刚刚投入使用的烟台首家省属三甲医
院，滨州医学院烟台附属医院格外注重人才队

伍建设。去年以来，该院先后引进国内外近百
名著名医学专家。“我们坚持请进来与送出去
相结合，以多种模式与形式来培养和聚集人
才。”该负责人说，“在和麦基尔大学的合作
中，我们将通过立体化的人才交流合作模式，
将国外先进的理论技术成果引进来，消化吸
收，加以利用；同时还要把我们的人才送出
去，开拓国际视野，参与前沿交流，促进办医
水平的不断提升。”

滨医烟台附院构建立体化人才合作格局

□隋翔宇 王强 报道
为倡导健康休闲理念，8月

16日，由栖霞市长春湖省级旅
游度假区管委主办、栖霞市旅
游局和栖霞市教体局联合承
办的首届环长春湖健步走活
动举行。早6:00，1200余名参赛
群众在长春湖东岸的滨湖公
园蓄势待发，他们当中既有七
旬老翁，又有八岁幼童，共同
开启了健康运动旅程。

长春湖畔

健步走

第三届烟台

文化艺术节开幕

南山集团多个项目

入选烟台“三个100”

烟台恒信电力工程管理咨询工程有限公司刘
昌勤，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件丢失，有效期为
2014年1月30日，注册证书号码00282192，注册
号37006009，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记者 曲旭光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3日，烟台海关发布统计数

据，今年前7个月烟台市外贸进出口1756 . 8亿元
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7 . 7%。其中，出
口975 . 9亿元，增长14 . 6%；进口780 . 9亿元，增长
21 . 7%。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94 . 9亿元，同比收窄
7 . 2%。

据悉，今年前7个月，烟台市出、进口增幅
均高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与去年同期相比分
别增加1和1 . 5个百分点。统计数据同时显示，外
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成进出口主导。今年前7
个月烟台市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57亿元，增长
19 . 6%；同期民营企业进出口434 . 8亿元，增长
14 . 6%。二者合计占同期烟台市进出口的96 . 3%。

前7个月烟台市

进出口额大幅增长

□记者 曲旭光 通讯员 孙玉环 报道
本报莱州讯 8月11日，位于莱州市文昌路街

道北五里村的老年艺术团正式收到了参加2015年
澳大利亚春节联欢晚会的邀请函。消息传来，这个
自发组织的民间艺术团再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据了解，2011年4月28日成立的北五里老年艺
术团，团员已从最初的40人增加到现在的130人，
平均年龄60岁，其中最大的今年已82岁。“这次受
邀参演澳大利亚春晚，我们将派出约20人的表演
队，目前节目正在商讨中，《欢庆锣鼓》《幸福中国
人》都是我们的保留节目。”剧团负责人郝君青说。

莱州民间艺术团受邀

参演澳大利亚春晚

□ 本 报 记 者 江昊鹏 于冬亮
本报通讯员 郭传义

再生资源产业

瞄准“城市矿产”

8月14日，在烟台中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堆积如山的旧电视、旧冰箱被一台台运往专业
处理线上进行拆解。在这里，每天约有3000台电
视、200台冰箱被拆解处理。在烟台资源再生加
工示范区，还聚集了32家类似的专业再生资源
企业。

示范区管理局信息服务处处长王亮介绍
说，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会产生废旧机
电设备、电线电缆、通讯工具、家电等废弃物，然
而在这些废料中却蕴藏着可循环利用的钢铁、
有色金属、稀贵金属、塑料、橡胶等资源，其利用
量相当于原生矿产资源，因此被形象地称为“城
市矿产”。

“但是我国目前很多‘城市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企业处于家庭小作坊状态，不仅无法充分
拆解、利用，同时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王亮
说。日前，烟台资源再生加工示范区入选第五批
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拟选名单，示范区内
33家企业都是具有专业处理技术的再生资源企
业。“通过我们专业的拆解处理，电视中的荧光
粉、冰箱中的氟利昂等污染物质经过专业处理，
不会造成二次污染。”中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家
电部经理荆晓飞说，经过专业企业的集中处理、
利用，“城市矿产”得到了充分地开发，并且避免
了环境污染。在烟台资源再生加工示范区，每年
能聚集“城市矿产”46万吨，产值超过20亿元。

废旧资源争夺

左右企业发展

8月15日下午，在烟台芝罘区一家私人废品
回收站，记者看到回收站内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捆绑废纸箱和废塑料。“以前通过走街串巷的收
荒匠收集原料，加上自己出去收集，每天能收到
不少，再拿出去卖掉，也能挣些钱。”废品回收站
老板王女士说，以前多的时候一天能收到好几
百斤废塑料、上千斤废纸箱。

这些散户跟再生资源大企业“抢生意”，不
仅可能会造成资源浪费，让资源回收企业“无米
下锅”，严重的还会形成二次污染。但可喜的是，
在烟台，废弃资源回收体系已经在逐步建设中。
据了解，烟台市目前已经建立了12个再生资源

回收分拣中心，800个回收站点，200家再生资源
回收及利用企业，并拥有覆盖全市的再生资源
回收体系和信息管理系统。在烟台资源再生加
工示范区，也逐步建立起以回收国内废家电、废
钢铁、废铜、废铝、废塑料、废橡胶等再生资源为
主，进口国外铜废碎料、铝废碎料、废电线电缆、
废电机、废五金、废塑料等为辅的再生资源回收
渠道。为了回收居民的废弃资源，园区还设立了
35个社区回收点。

除了资源回收体系的建设，国家对有资质
的再生资源企业还实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
基金补贴。“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如今每天收
到的废弃塑料也就五六十斤，家电甚至几天都

没有一个，都让大企业给收购了。”王女士说，以
旧电视为例，自己拆解卖出去也就五六十元，但
大企业收购价就是80元，根本“拼”不过人家。

行业人才匮乏成制约

面临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加的现实，并且
作为发展循环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可以
说是前景广阔的“朝阳产业”，然而，在社会上，
对再生资源企业却存在很多“偏见”。

“跟别人谈起我的工作，很多人都表示不
解。”烟台资源再生加工示范区管理局党组书记

范吉宏说，再生资源产业能有效解决资源、环境
压力，发展潜力大，但社会的误解让他很无奈。

“对再生资源行业的误解，导致的直接后果
就是人才匮乏，很多人不愿从事这个行业，严重
制约了这个产业的快速发展。”王亮说，再生资
源行业也需要高端技术人才，但目前社会上从
事这个行业的不多，高校中设置的专业也较少。

“再生资源类的企业属‘新兴产业’在发展
中，我们面临着综合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
研发技术人才的短缺问题，这制约了我们前进
的脚步。”鑫广绿环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王文林说。

近几年，烟台市下发了很多关于节能环保
产业发展的意见，而烟台资源再生加工示范区
入选国家级“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后，也将获得1
亿—3亿元无偿资金扶持。但业内专家表示，资
金扶持只是其一，“授之予渔”才更为重要，国家
应在政策资金扶持之外，多进行专业人才的培
养，提供技术人才供应平台，扭转社会公众的观
念，让再生资源产业真正如朝阳般冉冉升起。

□记者 杜晓妮 报道
本报烟台讯 8月15日上午10点，两辆汽车

来到烟台欣和企业门口。“我们是烟台市检验检
疫局工作人员，依法进行检查。”铁门随即打开，
阵阵酱香扑鼻而来。近日，烟台市首届“有机宣
传周”活动开展。活动过程中，记者跟随烟台市
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走进企业，近距离观看有
机产品的生产过程。

“作为现代农业，有机产业增强了农业综合
生产力，其健康、环保、遵循自然的理念益于生
态恢复和建设。”烟台检验检疫局认证处处长王
荣光介绍说，烟台目前有84家企业获得了95份
有机产品认证证书，而欣和企业拿到了中国、日
本、美国、欧盟共4份认证，走在烟台同行业前

列。
说起有机食品，大多数人依然陌生，欣和公

司禾然有机市场部经理康艳丽以简单的金字塔
图示对比，道出了有机食品的优势：“无公害食
品和绿色食品处于金字塔的下部和中部，对于
农药、化肥、生产激素、转基因四个方面，一般要
求是有限使用或者不限制。但对于处在顶端的
有机食品而言，全部要求严格禁止。”

很多消费者对食品的有机概念存在质疑，
生态恶化的当下寻找天然无污染的有机似乎希
望渺茫。康艳丽告诉记者，有机产品需要从原料
上严格把关，“有机原料供应商的农场必需经过
中国权威有机认证机构的认证，供应商要提供
第三方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禾然有机的品保

针对样品进行180多项的严格检测。”
除此之外，严格的认证程序也保障了有机

原料及生产的高质量和真实性。“通过我们严格
甄选的经销商，会根据他们现有的产量给我们
开具销售证书，我们根据采购的原料进行投料，
认证机构根据我们采购的原料可以生产的产品
数量给我们提供有机防伪码，如果防伪码使用
完毕，需要重新再进行认证。”康艳丽说，中国对
有机食品的监管是最为严格的国家，每个产品
都有“身份证”可供消费者验证，最重要的是企
业有机食品“身份证”使用次数与生产的产品数
量挂钩，实行有限使用。

在内部参观走廊上，记者透过窗户看到，整
个车间机械化程度非常高，从原料的发酵到装

瓶的整个加工过程，食品全程处在恒温密闭的
空间，生产线上仅有四五个工人将未被密封的
酱油从中取出，倒在一旁的铁桶中。据工作人员
介绍，倒掉的酱油将不再使用，严格保证调味品
的口味和质量。

烟台检验检疫局认证处认证科科长张军介
绍，在烟台能够出口有机食品的企业屈指可数，
随着防治污染及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作为
朝阳产业的有机产业将拥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对此，康艳丽感同身受：“欣和坚持生产
有机产品已经12年，目前仍处在培育市场阶段。
随着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有机行业逐渐受到
重视，这也意味着更多的土地受到保护，更多的
健康食物得以生产，而这也是我们的初衷。”

烟台首次开展“有机宣传周”活动

看看“有机食品”是啥样？

城市“垃圾”富含矿产，再生资源企业的发展却面临人才、社会认知等一系列问题———

莫让“朝阳产业”前行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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