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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4月14日，记者在三角华

阳分公司硫化车间看到，来自德国HF公司
的液压硫化机做好了“孕育”第一条高端乘
用车轮胎的所有准备。随后，工业机器人将
第一条轮胎胎胚从成型车间运输到这里，完
成最后的硫化工序后下线。使用高端工业机
器后，这里已成为亚洲一流的智能化高端乘
用胎生产基地。

三角华阳分公司是三角集团总投资67亿
元打造的全新“智慧工厂”。从国际上聘请
的专业团队构建起了符合“工业4 . 0”基础
标准的生产制造管理体系，实现了单机自动
化和系统自动化的高度集成。

“从原材料入库、半成品存储及输送，

到轮胎成品检测、入库和装车，我们实现了
全过程自动化存储和输送，定位精度毫米级
别。在炼胶、半成品、成品装箱等生产制造环
节，采用了机器人应用技术，可较传统生产模
式减少定员40%。芯片、条码识别设备等的植
入，还实现了对轮胎的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监
控，使生产出来的每条轮胎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也使三角轮胎华阳工厂升级为一个物联
智慧系统。”三角集团执行副总裁郭志杰说。

在三角不远处的德瑞博新能源汽车制造
有限公司，去年10月引入的机器人正式在冲
压、焊装等生产工艺上投用，使得一期项目年
产量大大提高，达15万辆。

相关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文登“双百”
企业投向包括“机器换人”的技改总额达57 . 8
亿元，为企业节省人力成本5000多万元。

“‘机器换人’不是简单地从国外买回几
台机器人，还要求企业有应用研发的人才和
能力。”威海市文登区经信局副局长许春华
说。为帮助有意向进行“机器换人”企业解决
资金难题，突破技术研发和应用能力障碍，文
登每年拿出1亿元专项资金实施“百企升级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整合
26家金融机构，搭建起集融资咨询、培训、担
保于一体的融资大平台，深入推进“政产学研
金”多边合作，助力“智造”需求企业不断突破

“钱紧”“技穷”两大瓶颈。
以金太阳光热发电有限公司为例。在

“机器换人”的智造框架下，企业不仅组建
了10多人的专家团队，专门进行智能生产设
备的匹配实验和研发，还有专门的技术工人
队伍，对生产线进行维护、修理。“你能看

到的工厂里的所有生产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定
制、组装完成的，不仅这里的集热管生产设
备是中国最先进的，而且全自动大型连续镀
膜机这样的设备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
的。”公司负责人约翰·文自豪地说。智慧
支撑智造，金太阳成为国内唯一一家拥有百
兆瓦商业电站的高温集热管供货商，并成为
全球三大太阳能光热发电关键部件尖端技术
的拥有者之一。

“不能简单地把‘机器换人’看成是解决
用工难的办法，它是工业制造自动化、精密
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和产品品质提高的助推
器。”今年，文登对“机器换人”作出具体部署，
提出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全面提高制造业自
动化、智能化水平。鼓励企业实施“机器换人”
的针对性支持政策也已进入拟定实施阶段。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春 李庆明

随着适度规模化种植不断扩大，汶上
县的土地流转率高达37%，位列全省前列。
农民进城打工，土地越来越多地集约到少
数人手里，在没钱购置大型农机、销售没
有稳定渠道、融资贷款瓶颈制约等实际问
题面前，一些种粮大户倍感无力。为此，
汶上县一方面搭建农业现代化平台，让科
技补全农民减少的缺口；另一方面，一些
第三方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公司崭露头
角，为种粮大户打工，使种粮进一步走向
科技化、市场化和专业化。

“揽了瓷器活，

却配不起金刚钻”

“全村1100人，每年外出打工的就有
500多人。”记者在汶上县次丘镇采访时，
三楼村党支部书记胡克华感叹道，近年粮
食价格下跌，许多农户觉得白忙活一年，
地里收入微薄，农民只得外出务工。2013年
前后，土地流转渐已成势，迎合了将要外出
打工农民的心思，也解除了农民工们在外挣
钱的后顾之忧。如今，汶上县土地流转面
积达到34 . 52万亩，流转比例达到37%。

土地被越来越多地集约在少数人手
里，传统的耕种方式显然力不从心。起
初，几家合作起来，你给我帮忙，我给你
帮忙，以内部互助的形式承担适度规模化
种植初期带来的劳作压力。然而，互助合
作社虽然实现了劳动力、生产资料的互助
和共享，但总体上的人地悬殊没有改变，
随着土地流转规模的不断增大，这种内部
互助方式也渐显吃力。

种粮主体这个“拳头”越攥越小，更
多的合作社“攥成”了种粮大户。一些专
业化的服务组织开始出现，在经济实力允
许范围之内，他们在耕、种、收、植保等
某一个具体的领域拥有机械化生产设备，

每到忙季，专业服务组织的机械穿梭于各
个地头，赚取服务费。

“去年有个大户光顾着给别人收割挣
服务费，等收割机回到自己地头时，麦子
早已过了季。”汶上县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张相伟告诉记者，专业化的服务组织
还是以合作社、大户等种粮主体为主体，
只是由单户之间的合作互助扩大为大户之
间的服务交易。

“归结起来，这还是农村机械化水平
一时难以跟上农民‘脱地’速度的矛
盾。”汶上县农业局副局长陈建强说。大
户承包经营土地需要预付承包费，一定阶
段内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配齐机械化短
板，已成为土地适度规模化种植进程中的
一道难题。

农民外出务工，

科技进田耕种

“原来几个男劳力忙活半天浇不了一
亩地，现在一个妇女拿着卡刷一下，想浇
多少就浇多少。”60岁的三楼村村民吕宪
玉打趣说，浇地有IC卡智能管理系统，播
种有宽幅播种机、深耕深松机，收割有联合

收割机，病虫害有专业农技队伍……“我这
把种地的老手也只能打打下手了。”

控水，减化肥、减农药，提高土地产
出率、投入比和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近年
来，汶上县用“绿色”理念引领粮食高产
创建，围绕“一控两减三提高”，为农
民，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种粮大户搭建了现
代科技平台。

“你看这些闪着的红点就是正常工作
的，我坐在办公室里就能看到每一盏灯的
实时工作状况。”汶上县植物保护站站长
田延坤指着电脑屏幕上的智能杀虫系统告
诉记者，今年他们在高产创建示范方内安
装了300多盏杀虫灯，不仅可以减少农药使
用量，还能节省大量植保劳动力。

围绕机播、机管、机收、机储，当地
尽最大程度发挥国家农机购置补贴和财政
再补贴的杠杆作用，引进推广综合配套的
大型耕播及植保机械，提升小麦玉米全程
机械化水平。目前，示范方小麦耕种管收
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5%以上。

“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
除了提高机械化水平，当地还注重实施高
产高效栽培技术攻关。总结出适合当地环
境的小麦“十统一”和玉米“八统一”的
种粮套路，实行标准化生产，转变传统种

植模式，提高农民科学种田水平。目前，
虽然种粮的农民越来越少，但汶上县示范
方小麦、玉米平均亩增产50公斤以上。

服务公司来打工，

一家三口种260亩地

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公司充当了第三
方的角色，专业化、“一条龙”式的服务
为种粮大户减轻了负担，拿无人机打药来
说，一天可打300亩地，每亩地节省人工费
30多元。

4月8日，记者到郭仓镇任仓村种粮大
户霍庆典的地里采访时了解到，他包了260
亩地，日常管理却只有他一家三口，田间
需要哪种服务，随时可到服务公司定制服
务。参加了公司组织的农机、农艺培训班
后，霍庆典现在已能熟练操作一些先进农
机设备，需要时直接租用相关机器就可
以。

不仅为大户种粮，还为大户卖粮。
“玉米收获后不落地，玉米棒直接进车
间。”王岩说，因为直接和大企业对接，
能减去粮食贸易商在中间环节2 . 5成的利
润。去年以来，虽然粮食价格下跌，但他
们公司的收购价每斤比市场价高出0 . 12元。
以玉米为例，老霍算了算，和农业综合服
务公司合作后，节省和增收的费用加在一
起，每亩至少能多收入600元。

大户承包经营土地需要预付给农民承
包费用，而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对承
包户贷款要求高、放款不及时，成为制约
大户发展的瓶颈。今年3月，济宁大粮农业
服务公司和京东合作，帮助大户进行贷
款，手续简单、跑腿少，霍庆典用了不到2
天就轻松贷到了5万元“京农贷”。他至今
难以相信，自己这“土营生”居然还能乘
上互联网金融的便车。

一家三口如何种好260亩地
汶上搭建农业现代化平台，农业综合服务公司崭露头角

启动智能制造工程，突破“钱紧”“技穷”两大瓶颈

文登鼓励企业实施“机器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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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农业现代化

□记者 李梦 孙亚飞 通讯员 张波 风晓 报道
本报高唐讯 4月12日，记者在高唐县人和街道刘双

安村见到苗长城时，他正在田间准备给麦田浇拔节水，只
见他拿出IC卡在射频器上一刷，控制器随即启动了水泵，
汩汩清水通过埋在地下的输水管直接送到田间。“今年春
季干旱得厉害，多亏小农水工程让干渴的小麦及时喝上了
返青水。”苗长城感慨道，小农水工程能够顺利发挥出其
威力，要着实感谢他们的井长。

苗长城亲切称呼的井长，是小农水工程机井的管护人。
井长就是一井之长，每个井长以井为中心，分片负责，包干
到户，担负日常巡查、设备维修保养、水费收取等职责，这是
该县随着小农水工程的不断实施，逐步探索出的“以井长联
系群众、以用水户协会为管理平台的管护模式。

过去，建成的水利工程，常因管护不善使寿命缩短，
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高唐县 “管好用好水利工程关
键是要有人靠上管护，我们在一个项目区设置一个总协
会，在项目区内的村庄设置分会，分会长由村党支部书记
担任，然后再从每个村庄选拔有能力、懂技术、热心服务
群众的人当井长。”县水务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刘双安村的小农水工程建设于2012年，覆盖全村1500
亩农田，共打机井14眼，选拨了5名井长。眼下正是小麦浇灌
拔节水的关键期，“为了让麦田顺利喝上返青水，我们春节
前就把机井和管道检修了一遍，还提前安排好了浇地顺
序。”邱文生是刘双安村的一名井长，开春以来，每天清晨四
五点钟就到田间盯着，一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村民们浇完地。

“协会非常注重对‘井长’的培养，不定期开展工程
维护等培训，并邀请技术人员实地指导工程使用。”刘双
安村党支部书记钱洪江担任着用水协会分会长，他介绍，
目前小农水工程灌溉使用中遇到的普通问题，“井长”们
都能自己解决掉。

□记者 吴洪斌 隋翔宇 通讯员 王强 报道
本报栖霞讯 4月10日傍晚，栖霞市苏家店镇后寨村

委大院内，市电影公司的员工支好了银幕，开始调试设
备。一边的空地上，则挤满了村民们，他们一边坐着小马
扎拉家常，一边翘首期盼着电影开演。

村支书杨福修说：“去年在我们村拍摄的电影《苹果
村的苹果事儿》，正式上映全国农村院线，今天这可是第
一次跟村里人见面。”

《苹果村的苹果事儿》是栖霞市委宣传部、栖霞市文
广新局去年联合拍摄的栖霞市首部轻喜剧故事片。影片讲
述了苹果村的村民们从固守传统，抵触新生事物，到村支
书老杨为改变现状，积极发展生态农业，打造有机苹果品
牌，开发当地旅游资源，与以村委主任孟长山为代表的传
统落后人物发生了一系列矛盾冲突的故事。故事的原型，
就是苏家店镇后寨村党支部书记杨福修和栖霞博士达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朋义。

据影片总导演王海军介绍，影片从编剧、导演，到演员、
主题曲创作演唱等，全部由栖霞市文艺工作者和文艺爱好
者担纲。此外，电影还大量融入了栖霞地方人文元素。该片
将在全省所有农村上映。

让麦田及时喝上拔节水

高唐400名井长
各行其责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丁秋松 报道
本报鄄城讯 记者4月13日从在鄄城县举办的2016中

国(国际)人发风情节了解到，人发产业已经成为该县重要
的富民产业，目前全县从事发制品生产加工的企业225
家，从业人员6万余人。

人发风情节吸引了众多客商前来洽谈、投资，现场有
18个项目签约，协议资金41 . 2亿元。

人发产业是鄄城县六大龙头产业之一，近年来全县发
制品进出口总额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幅度。去年89
家规模以上发制品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63 . 89亿元，完成
税收8813 . 8万元，占全县规模以上企业上缴税金的30 . 27%。
2013年12月底，被商务部评定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
基地。目前，该县第一、第二人发产业园已建成，吸引国内外
56家发制品企业入驻，第三、第四产业园也已启动建设，所
有发制品企业将逐步进入园区发展。

栖霞本土电影走进农村

鄄城举办
2016中国人发风情节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4月8日，济宁大粮农业服务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岩向记者演示无人机打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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