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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千元到35万元的飞跃

“有谁能想到，这瓶子里的小玩意我们坚持做了整整30
年！”凯盛公司董事长王加荣拿着一瓶淡黄色的氯化亚砜溶
液，神情自豪地对记者说。

据王加荣介绍，从双凤化工厂1984年建厂，到如今已通过
并购完成上市的凯盛公司，一直在从事氯化亚砜的生产，从未
间断。有人认为这是“固执”，可王加荣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
种“坚守”。

“但‘坚守’却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在行业不景气的时
候，我们也曾盲目地引进了许多项目及产品，但是大多都惨淡
收场，最终才选择在坚持老本行的基础上，不断延伸其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这条路上。”王加荣介绍，“产业链延伸
后，每年都有2万吨的氯化亚砜用于公司下游产品的制造，在提
高产品附加值的同时，仅运费就节省200多万元。”

从3千元/吨应用于医药、农药、染料、三氯蔗糖等传统行
业的氯化亚砜，到3万元/吨应用于高性能纤维中的芳纶1313、芳
纶1414及芳香族高分子材料聚合的间苯、对苯二甲酰氯，再到35
万元/吨以高性能复合材料的基体树脂和超级工程塑料形式应用
于航空航天材料、绝缘与密封材料等领域的聚醚酮酮系列产
品。

不仅产品价格成十倍、百倍的递增，企业的规模也在不断
的扩大，氯化亚砜作为公司主导产品之一，8万吨/年的产量使
得凯盛公司成为国内最大的氯化亚砜生产企业（2014年国内氯
化亚砜年产量约为20余万吨左右），而且氯化亚砜的下游产品

间/对苯二甲酰氯则作为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芳纶聚合单体与酰
氯的深加工产品聚醚酮酮一起，远销美、日、韩等国，供不应
求。

今年以来，凯盛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23831万元，净利润
6190余万元，创造税收高达9264余万元。

环保意识先人一步尝甜头

“只要是做化工，就很难避免环境污染，我们也难以规
避，以二氧化硫为重要原料的氯化亚砜及酰氯在生产过程中会
产生大量含硫尾气和副产盐酸。”王加荣介绍，以往每年都要
拿出上百万的治污费用来处理含硫尾气。“随着企业规模的不
断扩大，这笔费用也水涨船高，又出于环保意识，这才萌生了
尾气回收利用的想法。”

据王加荣介绍，公司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自2006年起，前后
历时2年多，经历上百次优化，才成功研制出尾气治理工艺，通
过该工艺不仅可以减少含硫尾气排放，更能回收二氧化硫，节
省生产成本，一举多得。仅2013年，凯盛公司就通过该工艺回
收二氧化硫3000余吨，节省生产成本近700万元。

“近年来，政府环保部门对于化工企业越来越严格的环保
资格审查标准，迫使许多不达标企业关停整顿。环保意识先人
一步，让我们真正尝到了发展环保循环利用产业链的甜头，不
仅节省了生产成本，更有益于环保事业的发展。”王加荣笑着
说，尾气的问题解决了，公司下一步发展循环生产的方向就是
如何解决副产盐酸再利用的问题，而不是以不足100元/吨的低
廉价将其出售给其他厂家。

起草行业标准 争夺话语权

“由于国内有关氯化亚砜的新材料的应用发展相对缓慢，
所以我们生产的酰氯和聚醚酮酮等相对高端的产品仍以出口为
主。近年来，来自海外的订单越来越多。”王加荣指了指正在
装箱准备通过青岛港发往韩国的100多吨对苯二甲酰氯产品说。

“我们率先打破国外技术垄断，采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
成本低、收率高、产品质量好、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二氧
化硫新工艺技术，产品颇受下游客户的青睐，这也使得我们成
为国内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者之一。”王加荣说。

截至目前，凯盛公司共获得“一种氯化亚砜的制造方法”、“一
种氯化亚砜尾气治理工艺”等7项发明专利；“新型搪玻璃保温分
离器”、“聚醚酮酮的生产装置”等6项实用新型专利。此外，凯盛还
依靠占垄断地位的精细化工产品市场份额分别于2012年、2013年
参与起草了工业用氯化亚砜、间苯二甲酰氯以及对苯二甲酰氯
等5项国内化工行业标准，先后被认定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和
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主导产品也通过了ISO9001-
2008质量体系认证、ISO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如今，4万吨氯化亚砜、1 . 2万吨酰氯系列产品的产能倍
增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而且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公司还将开
拓化工产品的生产领域，开发新的化工半成品和成品，逐渐形
成上下延伸、循环利用的特色产业链。”王加荣说，凯盛公司
在占领高端领域的同时，也绝不会放弃已有的产品优势，氯化
亚砜精细化工产品仍要做大做强，发挥比较优势，壮大支柱产
业，由此一来，才能在行业内与国外产品一争高下。

延伸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 提升工艺水平

三十年老厂蜕变成行业“龙头”
王加荣，山东淄川人，历任山东淄

川双凤化工厂技术员、技术科长、副厂
长、厂长，并于2005年12月任山东凯盛生
物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至今，是“二氧
化硫气相法”生产氯化亚砜发明专利的
主要发明人，山东省优秀青年企业家。

建厂30年的双凤化工厂在王加荣的
带领下，以氯化亚砜为基础延伸产业
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并以严格的环保
要求为基准，提升工艺水平，使得昔日
老厂逐渐蜕变成为行业内的“龙头老
大”——— 山东凯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凯盛公司”）。近年来，
凯盛公司不仅参与起草氯化亚砜、对苯
二甲酰氯、间苯二甲酰氯等多项国内行
业标准，产品更是远销美国、日本、韩
国等国家。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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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国梦”到“养牛娃”

1990年，田丽丽出生在高青县木李镇清河村一个普通的农民
家庭。5岁那年，父亲开始养殖奶牛。这个黑白相间的动物，在当时
是个新鲜物。儿时，这些“黑白花”深深烙在了她的脑海里。

长大后，田丽丽的目标是出国留学，然而，命运总是爱开
玩笑。2010年，因为意想不到的变故，不得不放弃出国留学，
辛辛苦苦的准备换来了南柯一梦。

“出国梦”破碎了，自小在农村长大的她认为，“90后”
一代大多选择制造业或服务业，从事农业项目也是一个大的机
遇和挑战。最终，她回到了老家养殖场，选择了回家养牛。

学过会计的田丽丽，在养殖场干的第一个活就是财务管
理。2011年3月，她从父亲手中接手了成立于2008年11月的桂杰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不久后，她又自荐接管了父
亲效益一直不好的饲料厂。她手下只有五个“兵”，采购、销
售等业务都要亲自打理。饲料厂是养殖业的一个很重要的环
节，涉及到产业上下游，要进入这个行业，就要了解养殖业的
方方面面知识。

盘点销路不好的原因，她认为饲料的好坏重点在于原料，
要从根上查找。在原料仓库，她抓起一把原料仔细闻，闻到气
味不好时，又把原料放进嘴里尝。“一股辛辣的味道，很不好
吃。人如果觉得不好闻、不好吃，奶牛肯定也不喜欢吃。”她
断定，原料在进货渠道、保存等方面出了问题。通过与采购、
保管等人员的核对，她及时找出并改正了原料方面存在的问
题，盘活了饲料厂。

在与青岛一家饲料企业的业务来往中，田丽丽学到一个新
名词：动物营养。她虚心向对方学习各种技术，不断上门请
教，执着的精神感动了那家企业的技术骨干，将一个饲料配方

传授给她。回到高青县，她又结合本地奶牛的养殖过程，将配
方加以改良。通过自家养殖场的试用，奶牛产奶的各项指标有
了明显提高。

初生牛犊不怕虎

20年的发展，田丽丽的父亲已经初有成就，拥有农民合作
社、大型奶牛养殖场、饲料厂等，但这并不代表“90后”的田
丽丽就顺着父亲传统养殖的脚步走下去。她认为，传统的奶牛
养殖业存在投资大、风险高、回收期长等特点，当今形势日新
月异，要保证企业持续发展，就要打破这些劣势的限制。

桂杰公司的发展围绕四大模块展开，泌乳奶牛养殖生产富
硒牛奶、利用牛粪发酵技术生产生物有机肥、规模种植饲用青
贮玉米饲料喂奶牛、绿色富硒奶源基地扩建，都与她的创意有
关。整个项目实现了生产过程清洁化、废物利用资源化、环境影响
无害化，属于生态循环的现代农业运营模式。田丽丽还将养牛与
三产联系起来，与当地的旅游项目结合，打造成观光农业。

2012年4月，经国家乳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测定，桂杰公
司生产牛奶中硒的含量是普通牛奶的5倍。2013年，绿色富硒牛
奶食品安全工程开发推广项目进入正式实施阶段。2014年，注
册“蒙贝利”品牌，以公司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为依托，田丽
丽在县城开设三家直销网点，淄博、滨州等地的网点同步展
开。

此外，她还对产品品种进行了详细规划，横向依托当地富
硒农产品，主营生产绿色硒牛奶、富硒蛋黄乳等；纵向以制备
科技含量高的分离产品，如含硒氨基酸，有机硒有机钙天然复
合物等高技术产品，作为药品、保健品原料产品。

鲜奶吧作为一个新兴产业，没有规范统一的标准，市场鱼
龙混杂，加之少数企业诚信缺失，鲜奶吧开拓市场是个棘手的

问题。为此，田丽丽亲自上前为每一位顾客讲解，并带领消费
者参观公司牧场。她的梦想就是把“蒙贝利”打造成鲜奶吧行
业标准，最大限度地缩短从生产地到消费者的距离，让更多城
市人感受到来自牧场的鲜奶的营养和魅力。

有机肥料，是天然有机质经微生物分解或发酵而成的一类
肥料，又称农家肥。这种肥料，原料来源广、数量大、养分
全、肥效迟而长、改土培肥效果好。进入有机肥试产车间，田
丽丽虚心向技术人员请教，亲自体验每一个生产加工环节，一
天下来，全身蒙了一层灰，但是她觉得值得。

成功后不忘回报乡亲

公司获得成功，田丽丽不忘回报社会。随着公司的不断发
展，她带动周边村民500余户、妇女100余人投入生产经营。2013
年下半年，为农户发展引进资金近5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200余
个，并多次参与公益事业，先后捐赠牛奶、物品和现金近10万
元。

为实现农业“企业化”经营，桂杰公司先后投资35万元学
习先进管理知识和养殖技术，定期开展专业知识讲座。另外，
田丽丽还引导年轻人积极创业，为青年人及团委成员提供就业
平台和志愿咨询服务。

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她定期为贫困学生提供生活保障金，
并定期去养老院帮老年人打扫卫生、与老人合影。在县黑牛节
志愿工作中，她荣获黑牛节“先进工作者”、“高青县十佳青
年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田丽丽用一颗年轻火热的心带领一方村民走上了连锁式奶
牛养殖增收的致富路。作为桂杰公司董事长，她紧跟国家政策
方向，顺应生态农业发展大潮和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现代农
业，为优秀青年人就业发展贡献力量。

“90后”女孩将牧场搬进都市
——— 记高青县桂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田丽丽

田丽丽，山东高青县人，1990年出
生，现任高青县桂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共青团木李镇团委编外副书
记、高青县女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淄博
市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等职务。

从事奶牛养殖业以来，她注重先进
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创新，于2012年带领
公司创建了“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并
获得国家农业部“无公害产地”认证。
2013年3月，被淄博市妇女联合会评为
“淄博市巾帼增收带头人”；2013年7
月，被团市委授予“淄博市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标兵”；2014年2月，被省妇联
评为“省巾帼增收带头人”；2014年11
月，荣获“全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荣誉称号。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彭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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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磊 报道
12月3日，在山东

凯盛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质量部色谱室内，工作
人员通过液相色谱分析
仪分析产品质量。

□程芃芃 报道
12月9日，田丽丽

（左二）把帮助奶牛养
殖户担保成功的信用贷
款交到养殖户手中。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10日，淄博市创业大学在

淄博市劳动就业培训中心举行揭牌仪式。仪式
中，培训中心有关负责人为全市20名创业导师代
表颁发聘书。

据了解，淄博市创业大学总部设在淄博市劳
动就业培训中心，在区县、驻淄高校设立分校区和
教学点。创业大学共有建筑面积1 . 02万平方米，教
学楼、实训楼内设有各类标准教室、创业沙盘演练
室、创业实训室等15个。根据初创企业、中小企
业和规模企业的实际需要，将通过创业模拟、导
师辅导、商业模式开发等手段，采取集中授课、
跟踪扶持和商机交流等形式，为创业者和企业提
供初、中、高各级课程支持和创业服。

淄博市创业大学揭牌

□记 者 刘磊
通讯员 赵霞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下岗失业
人员再就业贷款担保中心了解到，今年以来，为
积极鼓励、引导和扶持城乡劳动者进行自主创业
带动就业，淄博市对符合条件的各类创业孵化基
地、创业园、农村专业合作社、农户联盟等创业
个人或企业给予重点支持。截至10月底，该市新
增发放小额担保贷款8 . 33亿元，直接扶持1934户
成功创业，带动就业2800余人。发放贴息资金
922万元，担保基金余额2 . 11亿元。

据了解，开辟小额担保贷款绿色通道，打通
创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淄博市担保中心经过
两次版本升级，建立全省首家创业“快易贷”网
上服务平台，将原先九个固定申请地点延伸到创
业人员家里，使创业人员足不出户就可以申请小
额担保贷款，从根本上实现业务办理的突破创
新。此外，据担保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淄博市各
类创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统一提高到10
万元，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小额担保贷款最高额度
提高到300万元，同时对还款及时、无不良信贷
记录的，放开二次申贷，极大地促进了以创业带
动就业工作的开展。

前10个月新增发放

小额担保贷款8亿余元

□记 者 刘 磊
通讯员 朱枭杰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记者从淄博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获悉，山东晨鸿电气有限公司
40 . 5KV投切电容器组专用真空灭弧室等84个淄
博企业技术创新项目列入今年第四批山东省企
业技术创新项目计划。至此，淄博市组织工业
企业实施的省级技术创新项目总数达到350个。

据了解，省级技术创新项目的实施体现了
企业创新活动的开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企
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面对今年经济发展新
常态，淄博市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企业
为主体，以创新项目为抓手，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助推工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年
技术研发投入累计25 . 79亿元，项目完成后可实
现销售收入366 . 61亿元,利税100 . 77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59%、164%、244%。其中项目水平达到国
内领先以上的共有289项，占总数的82 . 57%。

省级技术创新项目

达到350个

□杨晓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集中展示“打侵财·创平

安”行动取得的丰硕成果，鼓舞群众，震慑犯
罪。12月12日上午，淄博市公安局临淄分局举行
“打侵财·创平安”专项行动退赃大会。

退赃大会集中展示了“打侵财·创平安”专
项行动开展以来取得的部分成果，共返还包括汽
车1辆、山地车1辆，苹果笔记本电脑一台、价值
100余万元的古玩一宗等，总价值达120余万元。
前来认领被盗抢财物的受害群众对公安机关能够
迅速破案、及时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

在退赃过程中，办案民警将侵财案件进行整
理，有针对性地将防范常识对群众进行讲解，从
而提升群众的防范能力。此次退赃大会的举行，
使群众进一步理解了公安工作的内容，提高了人
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有力震慑了违法犯
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今年以来，临淄分局以“打侵财·创平安”
专项行动为主线，把打击多发性侵财犯罪作为回
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新期待的着力点、突破
口，打盗抢、抓现行、挖团伙、追逃犯，向多发
性侵财犯罪发起了凌厉攻势，破获了一批关系群
众切身利益的侵财案件。截至目前，已抓获各类
侵财犯罪嫌疑人223人，破获侵财案件2779起，
打掉各类侵财犯罪集团8个36人，先后追回大宗
赃款赃物，取得了丰硕战果，有力地维护了全区
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

临淄警方举行退赃大会

□记者 魏茜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日前，张店区根据中央和省市

政策性农业保险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出台了
《张店区2015年度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
案》。根据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与2014年相
比，张店区小麦保险费由每亩10元提高到15元，
保险金额由每亩320元提高到375元，保险费率为
4 . 29%；玉米保险费由每亩10元提高到15元，保
险金额由每亩300元提高到350元，保险费率为
4 . 29%。区政府对种植户个人小麦玉米保险应缴
部分给予100%补助，小麦和玉米每户补助3元。

张店2015年起

提高玉米小麦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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