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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亮

4月8日，记者走进潍坊宇虹防水工程研发
中心，看到墙壁上张贴着通过高铁产品认证的
证书，以及聚氨酯防水材料获得环保建材证明
商标的准用证。

“只有绿色环保的产品才能获得高铁、环
保建材的认证。我们的产品已在多处高铁工程
中中标。”宇虹防水工程研发中心负责人李杏
三说。

“我们已在重庆、南昌的地铁项目中标并
施工，还在连云高铁、郑徐高铁、济南高铁站
中标。”潍坊宏源防水公司副总经理栾斌告诉
记者。

位于寿光市台头镇的宇虹防水、宏源防水
是我国高铁建设中最主要的防水材料供应商和
防水工程施工单位。据了解，目前台头镇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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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在台头，曾让人觉得“具有刺鼻气
味的黑乎乎”的沥青产品，经过不断升级，在
取得高铁“通行证”的同时，正在成为绿色、
环保的高科技产品。

用高端装备制造高端产品

走进宏源防水多功能防水涂料车间，只见
一排崭新的反应釜整齐排列，车间地面非常清
洁。

“这条多功能防水涂料生产线，产能是原
来的4倍，能耗降低了40%。”栾斌说，目前宏
源防水在全国建设了四大生产基地，拥有高铁
专用、CPE、多功能防水涂料等先进生产线，
成为全国第二大防水企业。

去年，同样是在台头的汇源建材对厂区内
闲置的空地进行盘活，建设了1 . 4万多平方米
的高标准厂房，引进了全自动多功能防水卷材
生产线。用工量不到原来的1/3，产能却是原
来的3倍多。而新配套的脱硫除尘、空气净化
等环保装置，经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无气
味、无污染的标准。

“这次新上的生产线采用更加先进的高频
针刺技术，比去年那条生产线效率又提高了
20%以上。”寿光潜力非织布公司长纤维聚酯
胎项目负责人郑新山介绍，长纤维聚酯胎可直
接应用于飞机厂、核电、南水北调等防水工
程，是新型防水卷材的主要胎体材料，可以有
效带动整个防水产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如今，
兰花王、黄河防水等企业新建长纤维聚酯胎生
产线3条，总数达到12条，产能提升到3 . 6亿平
方米，让台头成为全国最大的该产品生产基
地。

据了解，台头全镇先后有16家企业引进先
进生产装备，30多家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数控
计量、自动上料等质量控制的关键技术广泛应
用，防水产业生产自动化程度提高到90%以
上。

“在装备现代化的强力推动下，防水产品

呈现出高端化、多元化发展态势。除新型弹性
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成为主导产品外，高铁专
用、地铁专用、环保型防水涂料等新型高端材
料份额较往年大幅攀升。”台头防水企业协会
会长郑家玉说。

“机器换人”省钱又省心

在即将投产的山橡防水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操作人员只需在电脑上设定相应数据后，
机器人就自动将卷材存放到指定位置。装车
时，按照相关命令，机器人会自动把卷材装到
车上。

“采用机器人，不仅省了装卸工，也不用
叉车了。按照以前的方式，至少需要3辆叉
车、3位司机。”山橡防水总经理王勇说，启
用智能仓储后，库存一清二楚，不用保管员再
挨个儿清点了。

山橡防水一期智能仓储有4000个货位，每
个货位能放25个卷材，整个仓储能同时存储
100万平方米的防水材料。

“要做就做全国最好的。我们从项目规划
开始，就把目光放在全国一流，从意大利、德
国引进先进技术和智能机器人，建成后将成为
全国同行业单体规模最大和第一家实现智能化

立体仓储的企业。”王勇说。
据介绍，每台德国库卡智能机器人160多

万元，共4台。“在这个装卸卷材工序上，一
个机器人能顶6个工人。仅从工资来说，一个工
人年工资7万元，6人共计42万。机器人用个三四
年，就够本了。而且，机器人管理上更省心。”王
勇说，山橡防水一期的4条生产线全部实现自动
化。所有中间环节不需要人工参与，由智能机
器人通过终端设置的参数来进行操作。

自动化程度提高，让产品质量有了保障。
王勇说：“以往选料、投料都是人工配比。比
如，1小时需要投放2吨原材料，投放中，由于
工人原因，规定时间内只投放了1 . 8吨，在检
测过程中产品不达标，就只能降低价格作为低
端产品出售。‘机器换人’可以减少人工带来
的误差，更好地保证产品的质量。”

山橡防水是台头镇新建项目之一，占地
200亩，总投资6 . 4亿元，预计今年5月底一期
建成投产。

从500多家减少到不足150家

防水材料是台头镇特色支柱产业，已经有
40多年历史。最初一口大锅、一根搅拌棍，就
可以加入到防水产业中。因为市场需求巨大，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头防水企业一度达到
500多家。但是，由于工艺落后、标准不一，
加上企业恶性竞争、产品假冒伪劣、环境保护
等问题日渐突出，台头防水产业面临着覆没的
危险。

2010年，台头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制
订了发展规划，明确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时间表
和企业整合规划。2010年，该镇全面淘汰年产
100万平方米以下的油毡生产线。2011年，全
面淘汰年产500万平方米以下的防水材料生产
线，所有防水生产线全部安装环保设备。今
年，全镇防水企业将整合到50家。

与此同时，台头强化政策引导和扶持力
度，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围绕新产品、新材
料上项目谋转型。汇丰非织造布、汇源建材等
8家企业到寿北工业园区建设了新项目。宏源
防水、宇虹防水等20多家企业不断加大项目建
设和科技创新投入，掀起了二次创业高潮。汇
源建材与中海油联合，开发出有市场竞争力的
新产品。

如今，台头累计关停不达标企业100多
家，防水企业数量减少到不足150家，但规模
以上企业却增加到60多家，并涌现出了宏源防
水、宇虹防水、汇源建材等一批在全国极具影
响力的大型企业。

打入核电、高铁等领域，机器人取代人工———

沥青产品迈向绿色环保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三元乙丙是一种橡胶防水材料，被称为防
水之王。但这个材料也有缺陷，施工时，三元
乙丙必须用胶粘，但总是粘不结实，容易开
裂。

去年，宏源防水研发出了三元乙丙的本体
焊接技术，弥补了这一缺陷。“我们把三元乙
丙进行改性，实现本体融合，不用粘胶，就能
直接焊接。”宏源防水副总经理栾斌说，“世
界上只有我们和德国的一家公司研发成功了这
一技术。”

如今，实现本体焊接的三元乙丙已经应用
到潍坊市人民医院地下室，用来防止水渗透、
辐射等。

“现在防水材料产品同质化严重，只有新
产品才有竞争力。要想走在前面，必须搞研

发。只有做别人做不了的，才能走得更远。”
栾斌说。

刺鼻的沥青味儿没了

2013年9月记者到宏源防水厂区采访时，
闻到过轻微的沥青味。今年4月再次走进宏源
防水时，已经闻不到那种味儿了。

2013年，宏源防水投入400多万元，研制
成功了新型沥青烟气净化装置，每小时可处理
沥青烟气1万立方米，攻克了沥青烟气处理这
一技术难题，废气排放实现了无异味，烟尘污
染做到零排放。

“没有治理前，隔着厂区几公里外，都能
闻到沥青味。”台头镇居民刘佳川说。

当时，沥青防水卷材生产企业，包括原材

料运输、装卸、储存，沥青改性，沥青涂覆，
喷砂，产品贮存等5个生产环节，产生大量的
有机废气和粉尘污染，治理势在必行。

除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努力外，企业也
在大力攻关。据栾斌介绍，令许多防水生产企
业头疼的是，花费了很大的资金与人力，安装
了一些环保处理设备，但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达不到环保的要求和排放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宏源防水技术中心与中
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材料研究所联合，进行
“沥青类防水卷材生产烟气处理关键技术研究
与产品开发”。现在，他们研发成功的“沥青
烟气专用处理环保体系”，满足或高于国家和
行业要求的排放标准，同时兼顾体系的耐久性
和维护便利性。

如今，台头镇的防水企业大都已采用全密
闭生产流程，杜绝了沥青烟气排放。

中试一次就花100万元

目前，宇虹防水厂区正在建设4层研发中
心，高分子、高铁专用等新型防水材料车间正
在施工。宇虹防水工程研发中心是住建部住宅
性能研发基地、山东省有弹性体防水材料工程
技术研发中心和中国建筑防水行业标准化实验
室。

研发中心负责人李杏三告诉记者，该中心
研发的非固化防水材料，如同糨子，永不固
化，可以广泛应用到地下室、干裂缝隙等。
“可与卷材相结合，也可以单独施工，用量
少，效果好，粘结性强。我们用了大半年时间
研发出来的。”李杏三说。

宇虹防水还研发出了PT胎心自粘。李杏
三说，即使施工表面不平整时，这种材料也可
以正常施工，而且有抗压、抗穿刺的特殊性
能。

据了解，宏源防水每年投入研发的费用在
1000万元以上，研发团队有80多人。

栾斌说：“公司专门研发的针对垃圾填埋
池的喷涂速凝的防水材料，刚刚中标宁夏一个
污水池防水工程。”

宏源防水研发的聚氨酯涂料已经用于高铁
和知名地产如万达、恒大的项目中。

2013年，宏源防水开始研发高铁防水卷材
CPE，并于去年10月通过高铁认证。“在研发
高铁CPE产品时，光设备投资就600多万元，
中试一次费用就得100万元。”栾斌说。

科研投资大，回报也可观。栾斌告诉记
者：“新产品能占所有产品的20%以上，但利
润率更高。”

宏源防水研究中心已是山东省高分子防水
建筑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省一企一技术研
发中心、中国建筑防水行业标准化实验室和国
家住宅产业化基地。

目前，宏源防水拥有30多条生产线，有近
百种产品，是同行业中防水品种最多、最全的
企业。

从模仿者到行业引领者

“建议你将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乳液改成
赛拉尼斯的，这个是进口的，成本低，延伸度
还能提高50%。”李良波对鑫宝防水公司负责
人陈宝军说。

李良波是台头镇去年聘请的科技镇长。上
任后，他走进企业搞调研、找问题，先后帮助
20多家企业改进生产工艺、优化产品配方，帮
助7家企业通过非固化橡胶沥青防水涂料成果
鉴定，其中4家企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除了聘请科技镇长，台头镇坚持从基础抓
起、从平台做起，大力推进产学研一体化发
展，不断提升产业创新水平。目前，该镇联合
中国建筑科学院、苏州防水研究院、山东建筑
科学研究院、济南大学等7家科研院校，成立
了防水产业科技创新战略联盟和齐鲁防水装备
应用技术研究所，建设了6个应用技术研发中
心，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格局基本形成。

该镇先后有2家防水企业获得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称号、6家企业获得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称号，共获得国家专利206项，省市级科技
创新成果170多项，参与制（修）订国家、行
业标准27个。

台头防水企业协会会长郑家玉认为，台头
防水已经从最初的模仿学习的角色中走出来，
正在成长为行业发展的引领者和行业标准制定
者。

台头防水企业重视技术研发，做别人做不了的———

从“追随”到“超越”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现在浇地可简单了。我只要合上井边的电
闸，拧开通向我家大棚的水管阀门，3亩的大棚15
分钟就可以浇完了。”寿光市孙家集街道潘家庄的
潘建伟告诉记者。

去年9月，潘建伟家100米长12米宽的大棚铺设
了膜下微灌设备。“水能滴到每一棵菜根上，不再
像以前大水漫灌了。”潘建伟说。

之前，潘建伟自己也铺设了灌溉系统，但管道
只是铺到每个菜畦头。每次浇地，总需要一个人盯
着，浇灌完一畦，拧上水管上的盖子，再打开另一
个盖子浇另一畦菜。如果需要施肥，还得有家人帮
忙，把肥料溶化在水里。而在新的节水灌溉系统
里，有专门的施肥器。只需把肥料在桶里配好，就
可以自动吸到灌溉管道里，均匀地流到菜根下。

“现在有电就有水，一个人浇地就办了，还不
耽误干活。”潘建伟说。

让潘建伟享受到灌溉便利的，是去年寿光小型
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项目高效节水灌溉工程。

据寿光市水利局副局长范荣誉介绍，项目区总
面积2 . 35万亩，范围涉及圣城街道、孙家集街道的20
个村庄，工程类型有高效节水灌溉和小型水源两大
类，共投资3828 . 5万元，包括中央财政资金1500万元，
省级财政资金1000万元，市级财政资金500万元，县
级财政资金600万元，以及2013年项目建设管理费结
余22 . 2万元，农民投入劳动力折资206 . 3万元。

2009年，寿光通过竞标，取得了全国第一批
“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建设资格，到2011年底，
共完成建设面积34 . 87万亩。2012年7月，寿光再次
通过竞标，取得了2012至2014年“小型农田水利重
点县——— 高效节水灌溉试点县”项目的建设资格。

寿光农业的最大特点是设施蔬菜生产，迫切需
要发展高效节水灌溉。为此，寿光引入了微灌滴灌
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并委托山东省水利科学研究院
编制了《建设方案》。根据方案，项目3年总投资
1 . 1亿元，可为55个村改善灌溉面积6 . 87万亩。

“整个过程，我们没花一分钱。只是管道进自
家大棚，我们帮着铺设了一下。”潘建伟说。

种着两个大棚的潘建伟对微灌算过经济账：
“省工省时省水省肥，还增产。”用工方面，原先
一个占地3亩的大棚浇一次水约用1 . 5个工，现在基
本不用工。当地人工费每天为120元，以一年浇水
20次计算，该项可折抵3600元。省水，每次约省20
元水费，该项折抵400元。省肥，每次约省100元，
该项折抵2000元。增产量，增产约10%，按一个大
棚每年毛收入8万元计算，该项增效8000元。

负责项目施工的张德顺认为，该项目从打井、
配泵到电网、微灌和水肥一体化设备配套，高标准
实施，一步到位建成，堪称高效节水灌溉的样板。

有了高效节水灌溉系统，

一个蔬菜大棚一年可多挣1万多元

3亩大棚，15分钟浇完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通讯员 付冰川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14日一早，在寿光市农产品
物流园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正对抽样蔬菜进行
检测。据了解，工作人员每天要从交易大厅抽检至
少300批次的蔬菜进行速测。

近日，寿光市政府专门下发通知，要求除逐步
实现食用农产品生产、收购、销售、消费全链条可
追溯外，还从市级、镇级、生产经营主体三方面加
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力度，并直接深入到种植
户，实现全市全覆盖。

据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寿光各镇
（街区）办理营业执照的蔬菜购销点924处，农民
专业合作社590家，家庭农场679个，涉菜经营超市130
家，农贸市场4处，农村大集140处。针对其中流通环
节的蔬菜，寿光有关部门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抽检队
伍，一个月至少要抽检2000个样品。经检测含有国
际禁用限用农药的，直接销毁问题蔬菜，并对经销
业主进行行政处罚，将问题线索移送公安机关。

与此同时，寿光市农业局执法人员也将对所有
镇（街区）种植环节蔬菜（包括种植户、基地、合
作社）进行抽检，平均每月抽检300个样品。农安
办还组织农业局和镇（街区）执法力量对所有镇
（街区）全部进行一次种植环节蔬菜定向定位抽
检，全年抽检样品至少1300个。

蔬菜检测

直接到种植户取样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近日，寿光市与上海利得金融服

务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全省首家县级市资
产管理公司齐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其中寿光出资2亿元，
利得集团募集2亿元，引导社会资本投入1亿元。公
司经营范围包括资产管理、投资管理、股权投资、
投资咨询和基金管理咨询等。

我省首家县级资产

管理公司在寿光成立

宇虹防水材料有限公司高铁专用防水生产线。

□高斌 王兵 报道
4月10日，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内一片忙碌，该公司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目前

出口国家已达42个，形成了以越南、泰国为切入点辐射东南亚市场，以伊朗、阿联酋为切入点辐射中东市场，以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亚
为切入点辐射非洲市场，以玻利维亚、秘鲁为切入点辐射南美市场的格局。2015年1至3月份，公司出口各类汽车1000辆，实现产品出口
交货值5318万元，预计全年出口汽车5000辆，实现产品出口交货值26593万元，进一步提升凯马汽车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力。

□刘敏 王兵 报道
4月14日，寿光市纪台镇钓鱼台村一位村民正

在地里查看小麦长势。这位村民笑着说：“连日来
的降水，让人觉得麦子跟看着长似的，几天就高了
不少。”“春雨贵如油”，连续数天的春雨基本解
决了前段时间的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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