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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泗水：循环经济带动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尤明文 吕惟攀

崇山峻岭挡不住泗水求发展、要发展的
期盼，在“生态立县、绿色发展”的理念下，如
何有效地保护、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如
何积极探索生态经济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共
存，循环经济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随着泗水县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县工作的
进一步开展，以循环型农业体系、工业体系、
资源综合利用体系和循环型服务体系为主导
的循环型产业体系正在逐步构建，农业生产
向着生态绿色农业转变；传统工业在循环经
济的改造中得到进一步转型升级；生态环境
的保护更是具备了循环经济奠定的扎实基
础。泗水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绿水
青山就是实实在在的金山银山。

塑造有机品牌

“又到了黄金梨丰收的季节，我们的黄金
梨经过6年的有机转换，现在每斤最高可以卖
到7元。”泗水县星村镇南陈家庄村党支部书
记夏理芳向记者介绍今年收获的情况。在夏
理芳看来，正是得益于“猪沼果”模式提供的
有机肥料，才能有黄金梨这个响当当的有机
品牌。

南陈家庄村通过建设生态大棚采摘园实
现了“种植（农作物）-养殖-沼气-有机肥-黄
金梨（蔬菜）”循环利用的模式。整个采摘园主
要包括4个反季节蔬菜大棚、4个养猪区、4组8
个沼气池。日光温室为菜田、猪舍、沼气池创
造良好的环境条件，粪便入池发酵产生沼气
可以供全村100户居民日常使用；沼渣与水混
合后为黄金梨提供上好的有机肥料；沼液经
过稀释后用于液面施肥，具有杀虫杀菌的效
果。通过整个循环模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农
药与化肥的用量。

尽管建立养殖场初期的投资规模较大，
与黄金梨背后的品牌效应相比，这些投资都
是值得的。“在有机认证之前，黄金梨最高售
价每斤不超过4元，现在一亩地农民的纯收入
可以达到八千元。”夏理芳提到，一个生态大

棚采摘园，在种植、养殖和沼气的直接效果
外，还为南陈家庄村吸引着众多的游客。现
在，南陈家庄村已经形成了“种养沼观住”五
位一体的发展模式，产业附加值愈加提升。

在循环型农业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泗水
农业经济更加突出“土特绿”特色，认证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达到16个，在全国县一级
名列第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35家。泗
水县进一步发挥山区优势，突出山区特色，把
农业开发与山区绿化、小流域治理、山区综合
开发紧密结合起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取得了
显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助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在我们厂区内外，都没有普通水泥厂常
见的灰尘，树叶上也没有灰尘堆积。”在济宁
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内，生产处副
处长常立指着身旁果树上的叶子介绍。作为
土生土长的泗水人，常立见证了厂区从荒山
到绿树成荫的巨大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经过
循环经济项目的改造，不仅水泥生产的废弃

物排放量大大降低，能源的消耗也在逐步减
少。

海螺水泥为生产配套建设纯低温余热发
电项目，通过高效余热锅炉将废气中的热能
转化为高温过热蒸汽，推动蒸汽发电机组发
电，吨熟料发电量达到38千瓦时，可满足熟料
生产线三分之二的用电量。该项目年发电量
可达11700万千瓦时，相当于节约标煤3 . 88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气体排放10 . 45万吨。

“泗水县在产业类型上仍以传统产业为
主导，产业链较短，相当一部分企业设备简
陋、工艺落后、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发展
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消耗资源为代价，我们要
避免走‘高投入、高消耗’、‘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子，发展循环经济是促进泗水县由粗放
发展向集约发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
发展转型的必经之路。”泗水县发改局局长张
龙向记者介绍。

目前，泗水县已经形成四大循环经济工
业体系：在造纸工业循环化体系方面，山东泗
水华金集团已形成了制浆-黑液-碱-制浆，制
浆-黑液-白泥-水泥，造纸—固体废物—燃

料—热电—制浆、造纸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建
材产业方面，海螺水泥已建立水泥生产—余
热—发电，选矿废渣—建材等成熟的循环经
济产业链；食品工业上养殖-粪尿污染物-有
机肥-农作物-养殖、废渣、果渣—无害化处
理—有机肥、饲料等循环经济产业链已见成
效；机械制造业循环化体系上形成机电产
品—修复再生—再利用循环经济产业链。

生态立县 绿色发展

泗水县生态环境状况整体良好，被人们
视为生态宜居地。在张龙看来，按照循环经济
发展模式来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规划布
局，循环经济将为生态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
正是循环经济的发展，让泗水在“生态立县、
绿色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有底气。

泗水县发改局副局长孔华告诉记者，近年
来，泗水县一直坚持“宁愿不要发展，也不要污
染”的原则，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10多个大项
目被拒之门外，坚决杜绝“三高两低”企业落地
泗水。在污染治理上，加大对现有企业的排查，
对“三高两低”企业实行零容忍，彻底关停不符
合绿色发展要求的“五小”企业100多家。尽管财
政收入直接减少2亿多元，但与绿水蓝天相比，
泗水居民认为这笔钱花得值。

一桥横跨南北，潋滟湖光生色，在泗水县
城区，圣源湖公园已经成为人们夜晚休闲的
必去之处。作为“两河五水十二湖”水系城市
景观建设的其中一个湖泊，圣源湖完成了从
老城区排洪沟和涝洼地到公园的转变。经过
建设，泗水城区形成了以“水体为灵魂、街路
绿化为骨架、公园绿化为景观、单位小区绿化
为网络”的园林绿化格局。水系城市景观建
设，让泗水在“水之美”上名副其实。

在水系景观建设之外，泗水在生态建设
的投入上“决不手软”，投入生态建设方面的
资金达17 . 1亿元以上，大力开展泗河生态治理
工程，实施泗河大闸除险加固、泗河两岸景观
带、橡胶坝等项目的建设。通过实施天然林保
护、长防和退耕还林、封山育林等生态工程,三
年新增造林面积20余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
47 . 8%，2014年获批的泉林国家森林公园面积
达4780 . 46公顷。

工人为黄金梨打包，分拣好的黄金梨每箱可以卖到100元。

□ 责任编辑 霍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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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宋国栋

“我的网店已经过了小打小闹的初创阶段，可不知道
下一步该怎么走了，各位有啥好主意给咱说说。”“我也
想多了解点电商行业的发展现状，未来还能有多大的利润
空间，再扩张会不会把自己坑了啊？”8月8日下午，位于
济宁高新区产学研基地D2座的UP创业咖啡里热闹非常，来
自全市的60多家电商商户齐聚一堂，喝着咖啡、奶茶共议
未来发展路径。

7月17日，UP创业咖啡作为济宁首家以咖啡馆为载体
的新型创业孵化器正式开门营业，开业一个月来，已先后
举行创业项目路演、主题沙龙、创业读书会等3次大型活
动。参与者众多，打破了过去商户“关起门来做生意”的
桎梏，也通过专家讲座的方式给零散分布的创业者提供了
难得的培训机会。

“在这里，点一杯咖啡就能享受到一整天的免费办公
环境；也可以将你的创意点子留到前台，坐等和你有着类
似想法的同行，或愿意为你点子买单的伯乐。”济宁软件
园主任丁春晖介绍，UP创业咖啡采用的是政府搭平台、提
供服务，企业和市场作为主体进行运作的创业孵化模式。
场地由高新区提供，运营委托给了山东鸿猫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记者在UP创业咖啡看到，一套系统的会员制度正在建
立中，信息系统主要分为创客圈和投资圈两个大圈子。创
客圈主要针对有创业想法或已经步入初创阶段的团体或个

人，系统将收录他们的创业想法和希望对接的投资；投资
圈则包括投融资公司和寻找投资项目的团体和个人。实现
这两个圈子的有效对接，正是创业咖啡的主要业务。

“青年创业者多是些一没钱、二没人际关系的‘点子
精’，他们需要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平台，实现点子与点
子的碰撞，点子与投资的融合。本身就在商场中摸爬滚打
的企业恰好掌握有这些资源。”山东鸿猫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翼翔告诉记者，从一线城市创业咖啡的运作经
验上看，他们一方面要做好信息的整合和对接，利用好企
业的客户资源和政府的政策资源，促成有创业想法的人把
梦想变成现实；另一方面是要通过设计推出活动，在区域
范围内营造出积极、良好的创业氛围。

创业激情需要好的活动激发，创业落地离不开资源的
共享和对接。在电商沙龙活动现场，嘉祥天润服饰作为一
家刚刚触网的传统企业在闲聊中就和一家软件外包企业擦
出了火花，当即签订网络营销模块的代理协议。董事长颜
国令激动地说，“正愁找不到同行和专家呢，这样的活动
真该多搞，在咖啡馆里谈合作没压力，啥都实实在在
的。”

“我们会配合运营主体做好嵌入式服务，提供三线城
市最为稀缺的风投资源，还可以协调人社、工商等部门参
加活动，提供政策服务和指导。”丁春晖表示，创业咖啡
的运作更接近于一种公益性的创业服务平台，盈利不是重
点。政府搭台、主体运营，是为了充分调动起政府和市场
两端的优质资源，提高创业的成功率。

不再“关起门来做生意”
济宁创办首家创业咖啡厅为商户搭建对接合作平台

□记者 张誉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济宁全市

各项贷款余额2675 . 45亿元，较年初增加112 . 41亿元，各项
存款余额4022 . 33亿元，较年初增加342 . 02亿元。其中，8家
上市公司累计募集资金达227 . 9亿元，25家小额贷款公司贷
款余额25 . 6亿元，39家融资性担保机构在保责任余额51 . 14
亿元。

据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银行依旧是全市融资主渠道，
尽管受整体经济下行、信贷政策趋紧、产业结构调整等因
素影响，上半年全市信贷增速下降、融资业务疲软，实体

经济融资总量下滑，但通过开展“金融助推千家中小企业
发展计划”，为企业融资8 3 1 . 2 4亿元，融资满足率达
48 . 7%。近年来，济宁一直创新融资模式助推经济发展。一
方面，建立小微企业贷款风险分担和损失补偿机制，重点
引导农业信贷担保发展，促进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
另一方面，探索财政金融联动机制，制定鼓励投资基金发
展的意见，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聚集各方资本，化解
融资难题。此外，通过构建“政府+银行+保险”多方参
与、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拓展保险服务领域，实施小额
贷款保证保险。

上半年全市存款余额

突破4000亿元

□记者 赵德鑫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国家教育部公布了2015年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试点县(区)遴选名单，济宁
市共有19所中小学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济宁19所学校通过

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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