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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余家烧烤点

取缔100余家
7月14日，记者跟随张店区城市管理和行

政执法局执法队员来到张店区老帽四季涮烤
城，发现不仅烧烤炉搬进了院内，无烟净化器
也早已派上用场。

“以前烟熏火燎的，现在没有了油烟，其
实我自己才是最大的受益者。而且，因为环境
变好，生意也比之前好多了。”烧烤师傅拍了
拍身旁的无烟烧烤炉笑着告诉记者。

“整治前，张店区共有400余家烧烤点，
达到经营标准的所占比例较少。目前，经过整
治，已有310余家商户购买并安装使用了无烟
烧烤炉，100余处不符合规定的烧烤点被取
缔。”张店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局长姬光
明说。

姬光明介绍，据不完全统计，张店区400
多家烧烤点，每晚木炭燃烧量可达2吨，其产
生的浓烟大多未经处理低空排放，含有多环芳
烃、氨基酸衍生物、苯并芘等有害物质，严重
污染空气环境。据环保部门对露天烧烤的调查
发现，烧烤开始前，各监测点PM2 . 5浓度均在
10μg/m3以下，空气质量为优；从点火到开炉15
分钟，距烤炉1米处PM2 . 5为324μg/m3；一小时
后，PM2 . 5浓度升到4409μg/m3，是未点火之前
的900倍。同时，油烟对于烧烤经营者来说也

是一种煎熬，而合格的无烟烧烤炉具利用高压
静电吸附技术，能使烧烤过程中产生的油烟达
到95%的净化效果。

记者了解到，其实早在去年12月，张店区
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就联合相关镇办在290
余家烧烤经营业主中，抽取了中心城区9家符
合经营条件并具备一定经营规模的烧烤经营业
户，邀请他们参与了无烟烧烤炉具的试点推广
工作。无烟烧烤炉厂家专业操作人员通过现场
演示，向各烧烤经营业户传授使用步骤和操作
注意事项，及时解答烧烤经营业主的疑问，并
记录业户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改良了无烟烧
烤炉。

烧烤大院

“挂牌”接受监督
“中心城区治理露天烧烤第一个节点是更

换烧烤炉具，第二个节点是检查验收，第三个
节点是规范管理。现在第二个节点基本结束，

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规范管理，建立长效机
制。”张店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执法二科
科长李兆江介绍说，治理露天烧烤不仅要做好
无烟烧烤炉具的检查验收，还要对验收合格的
经营业户，实行挂牌管理，公布监督电话，与
烧烤经营业户签订设备使用责任协议书和承诺
书。同时，更要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发现换而
不用将给予处罚，切实让无烟烧烤炉具发挥作
用。

截至目前，张店区共有青岛多彩扎啤美食
花园等2家烧烤点接受“无烟烧烤大院”的统
一挂牌。

“目前，各镇办中队均已经根据辖区内的
烧烤店分布情况，绘制了初期的烧烤地图。我
们会根据这份地图来对烧烤点进行整治，将经
营点和烧烤大院进行编号，达到规范管理的目
的。”张店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副局长杜
以河表示，未订购使用无烟烧烤炉的将被依法
取缔，没有进场、进院、进店以及封闭式烧烤
的烧烤店也将取缔。7月下旬，张店区所有烧

烤点将会根据验收结果，陆续悬挂监督牌，接
受市民监督。

近万元烧烤炉谁买单

无烟烧烤炉具美观且实用，但动辄七八千
元一台的价格，却在初期推广时让不少烧烤店
业主望而却步。更有业主坦言：“普通炉具不
过千元，这无烟的价格足够我们买六七个，不
应我们为此买单。”

“无烟烧烤炉具价格确实不菲，我们对此
特地研究制定了相关补偿性政策。”姬光明
说，对于符合“三进”原则，又使用新型烧烤
炉具的烧烤经营点，在验收通过后，可凭新型
炉具发票领取70%的补贴费用。“一台3米近
8000元的无烟烧烤炉，烧烤点业户最终只需拿
2400元就可到手。”

除此之外，姬光明介绍，在推广无烟烧烤
炉具时，还存在很多问题，甚至造成了诸多误
解。首先，有些烧烤经营业主对这个炉具存有
抵触心理，觉得耗电、笨重、操作不顺手；还
有些人认为推广无烟烧烤炉具是城管联合厂家
做生意；更有甚者利用政府补贴政策，在发票
中做文章，从中牟利。

“清者自清，我们并不参与业主与厂家的
买卖行为，只是根据各达标厂家的价格给出指
导价，并规定每台炉具价格补贴上限为8000
元。”姬光明说，对于私自乱开发票、造假等
行为，城管局将联合税务部门一起严格监督，
一台一台验收。

此外，记者了解到，近日，为有效解决山
东省露天烧烤污染问题，引导无烟烧烤炉行业
规范发展，山东省环保厅联合山东省质监局已
于近日正式颁布了《环境友好型产品技术要求
无烟烧烤炉》山东地方标准（DB/37T 2669-
2015），对于无烟烧烤炉具的生产画上了“硬
杠杠”。该标准也是我国发布的第一个无烟烧
烤炉标准，它对无烟烧烤炉的术语和定义、基
本要求、技术内容、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牌和使用说明书、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都
作了详细规定。

“城管队员根据‘烧烤地图’对张店区各
个烧烤点做到心中有数，控制烧烤点的数量，
在此前提下，让烧烤点由便民、利民走向环
保，进而实现‘进店、进院、进场’，定点定
时规范化经营，不污染、不扰民、形成健康有
序的市场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姬光明表
示，市民发现烧烤经营业户不按规范使用无烟
烧烤炉具可拨打电话投诉，城管监督电话（张
店区0533-2211100），城管部门将第一时间进
行处理。

推广无烟烧烤炉具 挂牌统一接受监督

露天烧烤实现“无烟”管控

露天烧烤、大排档是夏季城

市管理的重点和难点，不仅影响

市容市貌，也污染空气。如何解

决市民喜爱烧烤，又能保证环

保，张店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

局借鉴其他地市先进经验，联合

张店区中心城区镇办开展了无烟

烧烤炉具的推广工作，并对符合

“三进”（进场、进院、进店）

条件的烧烤大院进行统一挂牌，

接受市民监督。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王克军 耿梦琪

一条虫变成一条龙

“金条银条，不如青城桑条”，蚕桑生产
在高青已传承了４００余年，规模化种植近３０
年。该产业素来被称为“一条虫”产业，如今
“化虫为龙”，成为重要产业。

目前，高青县蚕桑业已摘取４个“全国桂
冠”：中国蚕桑之乡、全国沿黄淤背植桑建园
第一县、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县、高青
桑葚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作为山东唯一的中国蚕桑之乡，截至２０１４
年底，全县桑园面积达到１．３万亩，年产茧１３０
万公斤，年产值８５００万元，生产规模稳居全省
前列。同时，高青蚕茧以茧层厚、净度高、好
缫丝等独特的质量优势而闻名省内外。

提起以前养蚕的艰辛，很多蚕农都皱起眉
头。如今，沿袭了几百年的传统模式正被一项
项自主创新所颠覆。高青建起了全省规模最
大、设施最完善、水平最高的小蚕人工饲料培
育示范基地，１－２龄小蚕采取人工饲料集中饲
养，３龄后改用桑叶喂养，一般农户只养大

蚕，每期蚕在蚕农自己家中饲养时间仅２０天左
右。这项重大突破既节约劳力又提高产量，蚕
农们喜上眉梢。

与此同时，该县在桑园建设、良种繁育、
大蚕大棚育等关键环节不断探索创新，形成了
一整套适合高青特点的技术体系和发展模式。
充分利用沿黄淤背土地和淤被外规模化土地流
转，通过免费送苗、土地补助、建棚扶持、保
护价收购等扶持政策，植桑建园５０００余亩，有
效破解了桑蚕生产发展受土地制约的瓶颈，属
全国首创；与省蚕业研究所合作，建成全省最
大的高青千亩良种桑苗繁育基地，将苗木卖到
了省内外多个城市，受邀参与省农业厅桑苗繁
育技术规范的制定起草，高青标准晋升为省级
标准；与山东广通蚕种集团合作建成全省最大
的桑蚕良种繁育基地，年生产优质种茧２０万公
斤。

桑蚕养殖比种粮食强

初夏，春茧大丰收，高青各蚕茧站开秤收
购白花花的茧子。“勤种菜，懒养蚕，三十五
天见现钱。”蚕桑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一大亮

点，农民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桑蚕标准化示范
基地达到１２０处，２６５０家养蚕户，逐渐培植形
成了以常家、青城、木李、黑里寨、唐坊和花
沟六镇为重点的蚕桑产业经济带。

与同期蔬菜、药材和畜牧养殖等多数农副
产品价格下滑、效益下降相比，蚕茧价格却持
续在高价位运行。而在前些年，受金融危机影
响，我国丝绸制品出口量严重下滑，导致蚕茧
收购价格大幅下跌，沉重打击了蚕农的生产积
极性。

为避免桑蚕行业再次陷入恶性循环，专门
负责全县桑蚕生产经营的高青和润丝绸公司，
给万余名蚕农撑起了“保护伞”：全程为蚕农
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服务，与每户蚕
农签订长期技术服务和蚕茧收购合同，实行每
公斤蚕茧３６元的最低保护价。

以常家镇艾李村为例，优美的环境使这里
成为养蚕宝地。村民５０６人，９０％以上从事养
蚕产业。据党支部书记李国堂介绍，该村从
１９９７年开始植桑养蚕，近年来主要是从事蚕种
养殖，一公斤种茧比普通蚕茧高出８元。桑蚕
养殖比种粮食强，比打工收入高，家有三亩
桑，致富奔小康。

李兴华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养蚕，从最初的一张
到现在的六张（一张蚕约产蚕茧１３０斤）。
“我一年养两季——— 春蚕和秋蚕。一年也就忙
两个月，真正忙起来就两周，平时只要定期做
好消毒就行，省事又赚钱。”李兴华家六张蚕
一年的投入是：肥料３００元，蚕种和消毒药品
１５６０元，人工成本３６００元，共计５４６０元。六张
蚕两季的产量大约是１５６０斤，每斤按２４元算，
共３７４４０元。扣除成本，纯收入３１９８０元。

靠养蚕富裕起来的艾李村，今年投入２００
余万元新建养蚕大棚３４个，农户不在家中养蚕
了，全都搬进了大棚，环境好了，管理也方便
了。透过艾李村管窥高青整个桑蚕产业，其富
民作用不可小觑。

产业由大向强迈进

与其他地区相比，高青发展蚕桑业具有
“资源优、创新强、政策好”的优势。正是这
些独特优势，让决策者瞄准了桑蚕产业，力图
把这一资源优势放大为产业优势。

近年来，高青以和润丝绸公司为龙头，将
桑蚕产业列为全县十大绿色农产品标准化示范
基地、生态县建设和产业扶贫项目的重要内容
重点培育，桑蚕资源的高效利用在给农民带来
效益的同时，更起到了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使高青县万亩桑园具备了高效经济林和绿色生
态林双重身份。

通过科技引领，该县桑蚕产业链向下游延
伸步伐明显加快，形成了以桑园种植、蚕茧收
购加工为主，桑芽茶、桑叶茶、蚕虫草、蚕虫
草酒、虫草面条、蚕丝被、蚕丝睡衣、蚕沙枕
等较完备的产业链，综合利用水平不断提升，
资源多级循环利用的新型产业链初步形成。

早春时节来到高青，在成片的桑园中即可
体验“采茶”之乐。和润丝绸公司副总经理尹
遵伟介绍，单靠优质桑树嫩芽炒制桑芽茶一
项，就可让蚕农每亩增收１５０元以上。另外，
依托高青桑葚地理标志商标，把蚕桑业与旅游
业嫁接，建设桑林圣果采摘观光生态园，年产
各种桑葚５万公斤。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桑葚
酒、桑葚饮料等健康新产品即将投入市场。

依托当地深厚的文化底蕴，高青蚕桑产业
积极将丝绸文化与产业融合，准备创建蚕桑民
俗博物馆、鲁中茧丝绸文化生态园，通过文化
引领、品牌塑造，提升这项产业的文化附加
值。与人文教育特别是青少年科普教育、感受
桑蚕饮食文化、健康休闲有机融合，传承发展
桑蚕丝绸文化，提升高青县乃至淄博市区域知
名度，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力争在这条全新的
“丝绸之路”上留下璀璨的高青印迹。

列入省级桑蚕产业发展规划

“丝绸之路”的高青作为

▲高青县任马寨村蚕农在大棚内饲喂春蚕。

７月１７日，高青县花沟镇任

马寨村支部书记张新村拿出一份

文件仔细翻阅着，文件的标题是

《 山 东 省 桑 蚕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这几年蚕茧

市场波谲云诡，正是这份翻看了

十余遍的文件，让张新村读到了

商机，今年他试养的７１张蚕获得

预期回报。

“高青”的名字在这份省级

文件中共被提及两次，作为全省

６处桑树良种苗木繁育基地之

一、２３个桑蚕生产基地县之一重

点培植。受经营体制、资源竞

争、环境污染以及劳动力减少等

因素影响，这些年桑蚕产业发展

整体萎缩，高青何以进入省级桑

蚕产业发展规划？

阅读提示

▲执法人员整治阳光馨园附近违规烧烤店。

阅读提示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韩敏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山东省中小企业局公布

了第三批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张店区
6家企业榜上有名，成为第三批省级认定企业。

此次荣登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的分别是淄
博美林电子有限公司为“专精特新”工业企业、
山东科汇电器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为科技创新型
中小企业、山东联创节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
自主品牌中小企业，淄博悦顺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淄博海联动漫有限公司2家企业为特色服务
业企业。截至目前，张店区共有15家中小企业获
得“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其中“专
精特新”工业企业2家、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3
家、自主品牌企业2家、特色服务业企业7家。

6家企业获
省级“专精特新”认定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刘晓彤
通讯员 于明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推动“百万职工大练兵”素

质提升行动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激发淄博市广大
职工学技术、钻业务、练技能的热情，7月16
日，由淄博市委组织部、淄博市总工会等多部门
联合主办，淄博市技师学院承办的淄博市第六届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举行。本次大赛设立电焊
工、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床装调维修工3个
项目。每个项目分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两个步
骤，来自淄博全市各区县、大企业的29支代表队
的100余名选手参加了这次比赛。

据悉，各工种综合成绩第一名并符合有关申
报条件的选手将向淄博市总工会、市人社局、团
市委分别申报“振兴淄博”劳动奖章、“淄博市
技术能手”、“淄博市优秀青年岗位能手”荣誉
称号，纳入全市人才库统一管理。各工种综合成
绩前六名的选手由淄博市人社局晋升技师资格。

第六届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决赛举行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刘晓彤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今年以来，淄博全市工业系统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改革创新”总基调，积极
应对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全力以赴“稳增长、调
结构、抓改革、促开放、优环境、惠民生”，工
业经济呈现企稳回暖的发展态势，6月份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幅比上月提高2 . 15个百分
点；1至6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增幅比前5
个月提高0 . 9个百分点。

据了解，工业用电降幅收窄，6月份工业用
电量同比下降0 . 52%，降幅比上月收窄8 . 79个百
分点。1至6月工业用电量累计同比下降2 . 1%，降
幅比前5个月收窄0 . 37个百分点。工业增值税小
幅提升，6月份淄博市完成工业增值税同比增长
19 . 32%，增幅较上月提高2 . 83个百分点。1至6
月，淄博市完成增值税同比增长3 . 31%，增幅比
前5个月提高3 . 34个百分点。人民币存款存贷比
提高，1至6月该市各项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比为
69 . 56%，同比提高5 . 96个百分点。

上半年工业生产
企稳回暖

□记者 马景阳 刘磊
实习生 刘晓彤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人民政府下发通

知，决定对2015年市重大项目名单进行调整，新
增项目69个，调出项目16个。

据了解，调出的16个项目包括淄博商厦高青
新玛特项目、淄博国旅淄博旅游集散中心项目、
淄博应急救援综合训练项目、淄博银仕来纺织新
型面料和纺纱项目等。69个新增项目中则包括重
大项目47个，重大前期项目22个。其中既有新华
制药现代化学医药产业化中心及激素系列产品、
马踏湖生态旅游度假区等工业、旅游项目，也包
括义乌小商品城三期、淄博日日顺产业园一期等
重大物流、商业项目。

据统计，2015年市重大项目调整后为190
个，总投资1297亿元；重大前期项目40个。按照
相关规定，调出的项目不再享受淄发〔2013〕6
号文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已安排的用地指标
调剂用于保障其他市重大项目建设。同时，通知
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紧紧抓住当前项目建设的有利
时机，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加大协调推进力
度，抓开工、保进度、促投产，确保项目完成年
度建设任务。

2015年重大项目

名单调整

□记者 刘磊 实习生 刘晓彤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中国国家磁浮中心慕尼

黑研究基地成立仪式在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隆
重举行。

据了解，2014年12月，国家磁浮交通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国斌教授一行对高新区先进
装备产业进行了考察，与高新区管委会就共建国
家磁浮中心淄博成果转化中心签订了全面合作框
架协议，双方合作在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建设
国家磁浮中心电磁驱动技术实验室，将主要开展
电磁驱动技术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开发，研发成果
优先在淄博高新区进行转化。

研究基地将充分利用科技园现有的超高速磁
阻电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备的电磁驱动技术
实验室，对磁浮交通关键技术、试验系统集成等
进行研发测试和成果转化，着力解决目前制约我
国磁浮、机电产业发展的难题。

国家磁浮中心

研究基地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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