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王先明 孙洪锋
记 者 李 梦 报道

本报茌平讯 “一年用电为企业赢
来三年的利润空间，我将企业搬到赫集
工 业 园 区 ， 就 是 看 中 了 这 里 的 电 能 优
势。”1月19日上午，在茌平县赫集高端
工业园区，华信铝型材加工厂负责人张
成栋向记者介绍，这个工业园每度电较
其他工业园节省0 . 2元—0 . 4元，每吨铝型
材轮毂加工生产成品成本能够降低 2 3 0
元，产品在市场上具有价格竞争优势，
订单已经排到了后年。

茌平县大力培育电能优势，依托济邯
铁路横跨茌平东西的区位条件，投资300
万元建立茌平煤运中转站。同时，新建6

台66万千瓦发电机组，全部采用“高效超
超临界”发电技术，发电煤耗仅271克。
全县发电装机容量达到了 7 9 4 . 8万千瓦
时，年发电达到277 . 5亿千瓦时，每年向
全县六个工业园区提供电能104 . 67亿度。
与此同时，茌平县先后聘请20名省市城建
规划专家，按照县域东西，南北道路分布
走向，规划出了四横三纵地下管网，在全
县铺设了210条供热管网，为620家企业送
去了取暖、车间机器桓温运转的热能；为
县内35家规模以上的密度板企业供应工业
压力气体。茌平以信发集团为龙头，建设
热电容量400万千瓦，供热2000万吨的电
热基础设施，为工业园区送去了充足的电
力和工业热气。该县每年为园区企业送气

2 6 0 0万吨，每吨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约7 0
元，为企业用能提供了便利，节约了成
本。

该县发挥“铝电联营”的优势，每年
生产电解铝90万吨，把提升铝材、铝粉附
加值的重点放在引进铝循环加工项目上，
铝加工产业链条进一步拉长。铝材通过电
能加工成成品后，价格上涨5—10倍。铝
加工产业由单一铝棒、铝杆、铝门窗型材
的初级加工，逐步实现高精铝板带箔、汽
车配件、航天船工等精深加工。仅汽车水
箱散热、油冷却项目加工规模就占到了全
国的33 . 10%。

“便宜电”是茌平县招商引资的优势之
一。在茌平县城北金号编织分厂准备车间

里，200台纺线机在千瓦电机带动下，根根
丝线自动卷成一扎线团。车间主任李进明介
绍，机器运转全指望工业用电，每度电能便
宜1角钱，那么每吨成本就会降低90元，投
入市场就有价格优势。像金号编织一样受益
该县电价优势的企业，全县有810家，平均
每度电优惠到0 . 1元—0 . 4元。平均每吨成本
价格下降10%以上，每年带动综合经济效益
约100亿元。园区规模以上外来企业每年以
10%的速度递增。

“提升县域经济知名度，就要突出优势
特色，招优质企业。”茌平县委书记马骏
说，将电能优势转化为优质产业招商优势，
是改善并提升茌平产业结构，扩大有效需求
的发力点。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张 奎 许俊华

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明利蔬菜专业
种植合作社社长陈明利，从2007年以来带
领周边200多户农民社员悉心钻研大棚有机
蔬菜种植技术，已有14个获得绿色食品认
证的蔬菜产品陆续销售到全国8个省份20多
个地市。他带领社员抱团创业致富，合作
社成立8年多来，已累计向社员分配盈余
130多万元。

充分利用空间———

创新“阴阳大棚”效益翻番

1月17日，记者在明利蔬菜合作社看
到，一个个高端大气的蔬菜大棚绿意盎然，
徜徉在大棚里，给人一种温润如春的感觉，
几十个社员正在大棚里忙碌着。

“通过这些年种植大棚蔬菜积累的经
验，我发现这菜也和人一样，人分男女，菜
也分阴阳，黄瓜、西红柿是喜温的，像芹
菜、菠菜等是喜阴的，这样我们就设计了这
种阴阳大棚。”合作社社长陈明利指着一座

大棚的北墙说，“你看，原来的时候大棚背
面的地块由于后墙遮阴常年闲置，浪费了土
地觉得很可惜，几年前我们就在大棚的北
侧，通过共用后墙增加了一个同长度但采光
面朝北的大棚，形成了一个连体的阴阳
棚。”

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陈明利，
深知土地的“金贵”，为不浪费一分一毫
的土地，陈明利琢磨出了这种阴阳棚。
“阴棚一年种植四五茬蔬菜，和阳棚相比
赚钱更多。去年7月份，我们在阳棚种植了
一茬甘蓝，收入2万元，阴棚里种植了一茬
芹菜，收入5万元多。”陈明利说，“高标
准建设这样一个“阴阳棚”，需要投资20多
万元，但是一年就有10多万元的收入，两年
就能收回本钱，而这种阴阳棚用20年没问
题。下一步，我打算把每个阳棚都建成阴
阳棚。”

呵护就有回报———

“56种蔬菜像是56个孩子”

在合作社，陈明利把种植的56种蔬菜当
成孩子来看，已不是什么秘密。

“俺们社长经常教育我们，每一种蔬菜
都好比是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习性，只要
细心照料，就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因此，受
他的感染，我们每个社员只要一进入大棚，
都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呵护每
种蔬菜，这么多年，我们也确实尝到了真情
付出的甜头。”社员丁玉安说，“你看，这
是我们学习社长针对种植各种蔬菜的感悟写
成的田间日记。”他拿着一个写满了字的小
本子让记者看。

“像入冬快变冷的时候，父母要给孩子
准备棉袄、棉裤，蔬菜也一样，也怕冷，也
得提前准备。”陈明利随手抓起一颗翡翠一
样绿的芹菜说，“把蔬菜当孩子来养，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可不那么简单，眼下正是芹菜
苗生长的关键时期，就像小孩一样需要大量
营养，这一时期需要保证芹菜的养分供给，
同时控制芹菜长高、长大，这样才能让芹菜
充分吸收营养，从而保证‘长大后’有良好
的口感，这就需要社员在温度、湿度、施肥
方面都要格外用心。”

“现在，带着感情种蔬菜的观念早已根
植大伙的心里了，这么多年，多亏了社长给
我们手把手传授管理经验。”社员何美英笑
着对记者说。

诚信种菜———

物理防治让消费者更放心

“蔬菜都有自己的上市节令，什么时候
播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收获都有规
律，要尊重规律才能够种出高品质的菜、健
康的菜。”谈起多年的种菜经，陈明利这样
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全年56个蔬菜品种，
基本上是以生产应急、时令蔬菜为主，我们
提倡老祖宗的传统办法，什么时候吃什么时
节的蔬菜，那是最健康的蔬菜，那些反季节
蔬菜尽量少吃。”

在搞好时令蔬菜大棚种植的同时，合
作社更加重视消费者关注的蔬菜品质问
题。“我们用的是一瓶600多元的低度生物药
物，推行综合物理防治，杀虫灯、粘虫板、防
虫网都是我们一直采用的护理方法，再就
是，在蔬菜还没生病时我们就着手开始防
治。”陈明利表示，“种蔬菜要讲诚信，种让
大家信得过的放心菜、良心菜，才能把事业
干大干长远，国家明令禁止的药品我们合
作社一律不用，在这方面我们坚持从源头
抓起，依靠自己的农资站打入了北京。”

茌平将电能优势转化为优质产业招商优势

“优惠电”为800家企业增利百亿

合作社成立8年，众社员分配过百万元———

明利蔬菜大棚的致富秘钥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报道
本报鱼台讯 “改变水稻播种方式、集中流转土地可以

领取奖励，回去之后一定给村民们好好宣传。” 在1月17
日召开的鱼台县十七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老砦镇许楼村村
支书手里拿着《关于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兴奋地告诉记者。

鱼台县是我国有名的大米之乡，但由于一些农民采取旱
直播等播种，影响了水稻品质，造成了“丰产不增收”的尴
尬局面。对此，鱼台县将依托水稻高产创建项目和良种良法
技术推广，引导群众减少旱直播水稻面积，积极推广绿色有
机种植模式和先进技术，保护提升大米品质和食味，放大
“鱼台大米”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品牌效应。“农民只要
能保住大米品质，因机插秧所增加的费用、降低的收益，县
财政将给予补贴。”鱼台县委书记董波的一席话，让两会上
的基层代表吃下定心丸。

县财政每年将列支专项财政资金1000万元，作为现代农
业发展奖励扶持基金，重点扶持特色主导产业示范园区建
设，鼓励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发展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社创建，引导特色产业优质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农
产品品牌培育及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运用。

在大米种植方面，重点扶持塑盘育秧、机械化插秧，
新建覆盖面积1000亩以上的水稻标准化工厂育苗基地、规
模连片1000亩以上无公害、绿色优质稻米生产示范基地，都
将给予至少10万元的奖励。当年度建设100亩以上规模连片
生态型毛木耳标准产业园，将最低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
同时，为提高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水平，当年度连片规范流
转土地100亩以上，签订流转合同三年以上，且实施一年以
上的，每亩最低可获一次性补助300元。

□记者 董 卿
通讯员 张建锋 王兴海 报道
本报莒县讯 “咱庄户人就爱听这样的戏，传统而且有

教育意义。”1月10日，在莒县招贤镇农贸大集上，人头攒
动，热闹非凡，招贤镇吕剧团正在演出吕剧《墙头记》，精
彩的表演吸引了众多群众观看。

作为“一村一年一场戏”惠民工程的庄户剧团，招贤镇
吕剧团经过两年多的精心排练，不仅排演了《小姑贤》《王
汉喜借年》等传统戏剧，还自主创作了表演唱《逛招贤》等
现代曲目，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2015年，该剧团利
用农闲时节共为农村群众演出60余场次，丰富了农村文化生
活。

像招贤镇吕剧团这样承担“一村一年一场戏”的剧团，
在莒县共有17支。去年初，莒县把“一村一年一场戏”活动
作为2015年全县为民办实事项目之一，通过组织“迎新春”
庄户剧团业务技能大赛，从全县大小剧团中选拔出17支剧
团，作为送戏进村活动的指定剧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筹集资金120万元，为全县父老乡亲送去接地气的文化
大餐。自2015年2月“一村一年一场戏”活动启动以来，17
支庄户剧团走遍全县1195个村庄，累计为农村群众奉上1200
余场演出。

鱼台千万资金助推

现代农业发展

莒县17支庄户剧团

年演千场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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