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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辛有东 魏士朝 报道

本报莒县讯 3月7日，由浩宇集团丰源热
电有限公司计划投资30 . 3733亿元建设的热电联
产工程各项开工前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锅炉、汽轮机、发电机三大主要生产设备选型
招标已经完成，工程水资源论证报告已通过省
水利厅初步审查……

据介绍，该项目包括新建2×350MW超临
界、抽凝式汽轮发电机组，配2×1171t/h超临
界、变压运行、一次中间再热、燃煤直流炉。
同步建设高效脱硫、脱硝、除尘等烟气净化设
施。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16 . 7亿元，利税7 . 25亿元。

同日，位于刘官庄镇的高新塑料产业孵化
基地项目已经开工建设，现场一派繁忙。该项
目总投资1 . 77亿元，一期计划投资6700万元，
规划建设面积4 . 9万平方米，建设6栋二层厂
房、5栋单层厂房、一栋综合服务楼、一处污
水处理厂及其他相关配套设施。二期计划投资
1 . 1亿元，建设厂房8万平方米。

此外，与热电联产项目、高新塑料产业孵
化基地项目同时列入莒县上半年拟重点推进的
还有投资13亿元的服装文化创意产业园、投资
30亿元的可降解塑料制品、投资5 . 5亿元的笔特
尔超大屏幕等12个项目。

除了这14个上半年拟重点推进的项目外，
莒县还把“突破园区、聚力招引”作为发展

“头号工程”，确定2016年为“招商引资攻坚
年”，在全县上下形成新一轮招引热潮，力争
新招引过5000万元项目73个，到位资金30亿
元。

围绕拿什么招、从哪里招，做到招引“精
准定位”，莒县建立“一个主导产业、一套领
导班子、一个实施方案”的“三个一”工作机
制，在全县成立了化工、高端装备与机械制
造、综合旅游、新材料新技术新医药新能源、
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加工、塑料、文化及纸制
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健康养老、金融保
险、电子商务信息现代物流等12个产业招商组
展开招商。产业招商组围绕摸清县内现有产业
及重点企业发展状况，找准存在的问题；研究

产业的发展态势和产业政策，梳理产业链条发
展情况，制定发展规划和布局；研究产业的国
内外骨干或龙头企业的发展布局，摸清其战略
规划和投资意向，确定重点招引的目标企业，
制定招商实施方案，开展招商活动；抓好产业
项目的洽谈推进和建设中的协调服务工作，同
时密切联系现有企业，帮助解决生产经营中的
困难和问题4个方面开展工作。

同时，为尽快推进项目早日建成达效，莒
县对第一批确定的14个重点产业项目明确了包
保县级领导，倒排工期，明确责任，挂图作
战。继续坚持项目代办制度，进一步强化项目
代办小组的职责，发挥好代办作用，为客商提
供优质服务。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8日，走进东港区两城街

道两城五村，大老远就能看到村民王海波家的
“屋顶电站”：由2组串联而成的光伏太阳能
板，在阳光照射下闪闪发亮，直流电缆、光伏
计量电表、双向电表、逆变器一应俱全，直接
把清洁的太阳能转化成电能使用。

60多岁的王海波是村里有名的养殖大户。
从1996年开始，由养鸡能手到养猪专业户，畜
禽养殖成了王海波一家致富的“主产业”。然
而，尽管畜禽养殖给部分农民带来了收入，但
两城街道大大小小的河流就要面临粪尿排污的
窘境，尤其两城还是日照重要的水源地，得不
偿失。“以前养猪，脏乎乎的不说，风险很
大，基本上赚一年赔三年。”王海波说。

2015年10月，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全面禁养
畜禽，两城街道的近3000个养殖户面临转型。

拿到拆除补贴后，王海波也一直在考虑，
自己已经不年轻了，还能做点啥？现在，他在
自家屋顶上安装了总装机容量15千瓦的光伏太
阳能板，平均每天发电近70千瓦时，最高发电
90千瓦时。经过升压变电后，电能顺着电线，
爬上门口的电线杆，直接并入国家电网，以每
度电0 . 98元的价格卖给国家。

装完了家里的64块太阳能板，王海波将把
自家弃用多年的鸡棚也改造成“发电基地”。
“到时候我就有将近200块250瓦的板子，总装
机容量近50千瓦。”王海波介绍，入网后，自
己每年收益8万—10万元，四五年就能收回40多
万元的投资。

光伏发电作为一种清洁能源，从环保意义
上讲，每发出400千瓦时电量，就可减少1吨的
碳排放量。目前，两城街道已经有8户农民在
自家房顶上建起了“发电厂”，累计接入容量
达150千瓦，年发电量20多万千瓦时。

可供畜禽养殖专业户选择的不只是光伏发
电，在两城街道，作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重点
项目的中国林蛙培育基地正在加快建设中，预
计4月份即可完工，首批20万只种蛙在该基地
养殖后，每只能生长到35克至50克，10月末即
可面向市场销售。

中国林蛙养殖技术专家许仁德介绍，中国
林蛙的经济效益比较大，25克到35克的每斤大
约在135元左右，35克以上的到45克以下的一般
都是在150块钱左右，50克的价值能达到300元

以上，它的成本一般在50元以下，社会需求供
不应求。

中国林蛙是一种集药用、食补、美容功能
于一体的经济动物，被誉为深山老林珍品，受
自然条件限制，野生林蛙非常稀有。专家许仁
德，经过近20年的潜心研究，成功掌握了人工
规模化养殖技术。今年，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将
许仁德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并启动了集科
研、林蛙养殖、技术推广等为一体的林蛙研发
基地建设项目。

“北蛙南移能够带动农民致富，能够拉动
地方经济，引领一些企业转型，投入产出比能
够达到100%以上，投入和规模可大可小，收益
比较高，销路比较好。”许仁德说。

□记者 张健 报道
近日，日照市太极拳协

会、日照市健身气功协会组
织156名太极拳爱好者分三
批赴大连，与大连武术协
会、太极拳协会的拳友开展
了太极健身文化交流活动。

双方互相表演了太极
拳、健身气功和功夫扇，互
赠了太极剑、书画、剪纸等
传统艺术作品。

据了解，这是该协会继
去年韩国交流之后又一次对
外交流活动。

上半年14个项目重点推进
莒县力争今年新招引过5000万元项目73个，到位资金30亿元

全面禁养畜禽，两城街道养殖大户如何转型？

自家屋顶建成“发电站”

□记者 罗从忠 通讯员 李顺利 报道
本报五莲讯 3月29日，日照市北经济开发

区与创新科技国际联盟、日照市科技局签约，共
建科技招引国际合作平台。

按照协议，创新科技国际联盟将与日照市北
经济开发区、日照市科技局三方共建包括中美（日
照）技术转移分中心与中美（日照）技术产业化基
地在内的“日照中美国际合作平台”，实现日照市
北经济开发区与全球科技资源的有效对接，引进
不少于20个中美著名企业、大学、金融机构和创投
基金、产业化项目落户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其
中至少有一个项目当年投资不低于5000万元。

日照市北经济开发区将与创新科技国际联盟
双方还将共同组建股份制公司，实行市场化公司
运作，共同搭建中美留学创业中心、中韩青年创
业基地、中欧技术创新平台3个众创空间，并在
项目对接、人才引进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

同时，市北开发区还与韩国BVS集团签署了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下一步双方将在能源、环
境、医疗、高新农业、健康美容等方面展开合
作，形成产业快速聚集、产业链完善、核心技术
优势突出的项目集群发展区。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夏 勇 高 红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23日，日照市东港区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建成启用。该中心为区、镇（街
道）两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了一个平台，共
设置业务咨询、业务受理、业务审核、交易签证
等服务窗口，为全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提供政
策咨询、信息发布、组织交易等服务。

记者了解到，凭借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这一平
台，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拍卖、招标等方式，把
农村集体土地经营权、林权、“四荒地”使用
权、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
产、农村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大宗物资采购等依
法可交易的农村产权全部纳入交易中心进行公开
交易，向全社会引入竞争使用机制，提高交易过
程的透明度，提高资产使用效率和价值，从而规
范农村产权交易，增加农村集体和农民的收益。

东港区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通过互联网向全
社会公开，共设置了新闻资讯、挂牌项目、交易
信息、土地要闻、政策法规、通知公告、在线互
动、电子竞价等服务栏目。有业务需要的单位、
个人，亦可通过该交易平台，发布公告，寻求项
目商机，参与农村产权交易。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安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8日，东港区工商局公布

一季度全区市场主体发展情况，东港区市场主
体发展迎来“开门红”。据统计，1—3月份，
东港区工商系统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3165户，
同比增长40 . 8%；新增注册资本47 . 94亿元，同
比增长136 . 4%。“突破园区、聚力招引”工作
的加快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为全
区市场主体发展注入了持续增长的动力。

新年伊始，全区工商系统深入推进商事制
度改革，全力保障全区市场主体发展增长态势。
从一季度发展数据看，商事制度改革效果继续
显现，虽然有元旦、春节两个大假，但投资创业
者“人勤春早”，发展热情持续高涨，新登记市场
主体数量持续增长，规模持续扩大，增幅保持
稳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速。

据统计，一季度全区平均每个工作日诞生
市场主体51户，在新登记的各类市场主体中，新
登记私营企业1036户，个体工商户2069户，农民
专业合作社25户。截至3月31日，全区实有登记
市场主体67918户，注册资本总额584 . 62亿元。

东港区市场主体发展

首季迎来“开门红”

东港区：

农村综合产权

交易中心启用

市北经济开发区：

三方共建科技招引

国际合作平台

天气转暖，五莲县松柏镇驼石沟村春意盎
然，田园美景吸引了不少游客。图为摄影爱好者
架起长枪短炮，留住满山春色。

□罗从忠 报道

太极拳爱好者

赴大连交流

广告

□孟凡琦

随着近日气温逐步回升，日照圣谷山茶

叶合作社部分茶园具备了开采的条件。4月9

日，日照圣谷山茶场露天春茶开始炒制，经

历了漫长等待的爱茶人，终于迎来久违的佳

茗。

今年年初，一场“世纪寒潮”袭击了全

国，日照绿茶也遭受了严重的冻害。今年春

茶的开采，成了广大茶人普遍关注的焦点。

笔者了解到，目前露天春茶还只能零星采

摘，鲜叶显得尤为金贵。4月9日，近百亩共

采摘1 5斤左右鲜叶，炒制了3斤多干茶。1 1

日，露天鲜叶已采摘100斤，品质稳定。

在圣谷山的茶厂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春茶

炒制，传出来了久违的茶香味。在炒茶师傅的巧

手下，茶叶经过摊晾、杀青、压扁、提香等一系列

工艺，3斤多扁形日照绿茶面世。

在圣谷山有机茶园，茶树大多冒芽，3到5

日可以开采。日照绿茶春茶大规模上市在4月

中下旬。

日照圣谷山茶场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茶园

种植、茶叶加工及销售于一体的实体单位，拥

有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名牌。公司坐落于“江

北绿茶第一镇”——— 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

目前有经过方圆认证集团认证的高端有机茶

园400余亩、美国雨林认证茶园115亩。

圣谷山茶场露天春茶开始炒制
茶芽很金贵，三到五日后产量稳定

2009年，圣谷山获得了山东省首张工

业生产许可证，创制日照红茶。
2010年，圣谷山绿茶被确认为山东名

牌产品。
2012年，圣谷山获得中国方圆有机集

团向山东发出的第一张茶叶有机认证证

书。
2013年，山东首家推出二维码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
2014年，成功炒制出北方茶历史上的

第一份“明前茶”。
2014年，圣谷山获得美国雨林联盟认

证。
2015年，荣获“华茗杯”全国名优绿

茶质量评比特别金奖。
2015年7月，获得百年世博中国名茶

金骆驼奖。
2015年，成为第二十二届世界历史科

学大会合作伙伴。

◇ 企业荣誉 ◇

百亩茶园里才采了15斤鲜叶

茶芽非常金贵

新炒的日照绿茶 经历“世纪寒潮”的洗礼，今年的绿茶更加清香炒茶车间里，再次茶香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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