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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寿光市物流园价格指数

检验检测中心获悉，7月4日至10日，寿光农产品
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83 . 75点，较上周上
涨13 . 5个百分点。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分析，三
个方面原因影响指数小幅上扬。一是省内及地产
菜部分品种进入断档换茬期，供应青黄不接，价
格攀升幅度较大，从而拉高整体菜价。二是南方
强降雨天气持续，蔬菜外调需求量上升，菜价坚
挺。三是市场“北菜南运”逐渐繁忙，长途运
输、保鲜成本明显增加，对蔬菜价格的上涨起了
一定的助推作用。

炎热天气持续，隋玉美预计，蔬菜价格指数
仍将呈现上涨趋势。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蔬菜价格小幅上扬

□ 本报记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贾维川

去年11月，为改变单一、分散、缺水的农业
生产制约因素，促进农村规模化、产业化、集约
化经营，寿光市羊口镇开展了以改善水利条件为
重点的“万亩良田改造示范工程”。

该镇计划用2年时间，通过租赁方式流转农
村土地1万亩，由政府投资8000万元配套建设道
路、灌溉管道、用电设施及深水井等设施，推广
以滴灌、喷灌为重点的节水农业，引入高效种植
模式。灌溉主水源利用双王城水库配套水网管道
引入，备用水源为每100—200亩打一眼深水井。

目前，园区已规划了经济林示范园区、苗木
示范园区、高效作物种植示范区三大板块，设施
配套动工建设，丁家、单家、任家、郑家四个村
土地7350亩完成流转。

7月4日10点，在羊田路东侧的任家村内，土
豆试验田工作人员郝庆全正蹲在路旁大口地喝
水。“这茬土豆快收获了，上午来除一下杂
草。”郝庆全一边擦着汗，一边带记者来到他的
土豆田里，“土豆怕晒，我今年就用玉米和土豆
间种，玉米长起来，叶子为土豆遮荫。”

“今年镇上又新上了水利设施，浇水也不成
问题，土豆就长不孬。”郝庆全说着，刨开一株
土豆，只见其地下块茎已经接近拳头大小。“10
天左右，这100亩的土豆进入收获期，到时大家
会尝到羊口产出的高品质土豆了。”

土豆对土质和水资源要求较高。羊口土质偏
盐碱化、气候偏旱，那投资者的信心从哪来？郝
庆全说，今年4月，他们专门从外地请了专家来
羊口指导种植。根据羊口的实际情况，土豆必须
采用薄膜种植的方式，保温保水。

“镇上为试验田打了深水井，铺设了管道，
从双王城水库引进水源。”郝庆全说，4月至
今，土豆各阶段的长势足以证明：土豆在羊口农
田试种基本成功。

郝庆全说，目前，土豆市场价约为1元/斤，
一亩地所产土豆就能卖5000元。扣除种子、肥
料、灌溉、薄膜和人工成本约1500元后，亩均纯
收益在3500元左右，远高于棉花亩均不足千元的
收益。

据介绍，试验田的第一茬土豆将于7月中下
旬收获，预计总产量达50万斤。工作人员说，土
豆采用无公害种植模式，品质好，销路不是问
题。

“这酒味道真不错，再给我来一杯。”在土
豆试验田以北1公里处，是一个占地500亩的桑葚
园。正值午饭时间，桑葚园的主人崔延台正在园
子的简易房内招待朋友。

“这酒就是用我之前试种的桑葚酿的，口感
特别好，大家都很喜欢。”崔延台说，2010年，
从事建筑材料行业的他偶然买了一株桑葚盆景，
栽在了自己厂区内，“盆景越长越好，我慢慢扩
种到了1000多棵。”

结果之后，崔延台将一部分桑葚送给了亲朋
好友，另一部分酿成了酒。“一开始酿酒技术不
成熟，后来因为桑葚产量大，索性就建了一座酿
酒室，专门进行桑葚酿酒试验。”崔延台说，他
的桑葚酒一开始并没有打算推向市场，主要是自
己招待客人时饮用。

“但喝桑葚酒一年左右，我发现自己原本稀
疏的头发越来越密。”崔延台说，“我原来经常
犯心悸，喝了一段时间之后，症状也减轻了很
多。”随后，崔延台在网上查资料，了解到桑葚
酒的确是一种很好的保健品。

“并且潍坊地区还没有专业的桑葚酒生产企
业，存在较大的市场空白。”崔延台说，在自己
受益之后，他有了进一步发展桑葚种植和扩大酿
酒规模的想法。

在“万亩良田示范改造工程”开始后，崔延
台承包下了位于任家村北部的823亩地。“从厂
区压了枝条，然后委托到别人的大棚里育苗，第
一次育了3万棵。”崔延台说，5月，他雇人花了
约半个月的时间把树苗栽进了大田里。

为了估算产量、最大限度优化桑葚的种植模
式，崔延台专门聘请了专家多次进田考察。“专
家根据桑葚目前的长势，估算树苗成活率在95%
以上。”崔延台说，按照桑葚树盛果期棵均收获
50斤的产量，他的桑葚园年产量将达到150万
斤。

“下一步，我准备引进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酿
酒生产线，将实验室的理论成果搬到生产线
上。”崔延台说，未来他的桑葚酒会注册商标。
他相信，在政府政策的支持和自己的努力下，桑
葚酒一定会热销。

“万亩粮田示范改造工程”

带来农业新变化

盐碱地上

长出土豆和桑葚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贾维川

刘瑞祥、王志册、杨同发，他们职业不
同，岗位不同，年龄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金牌工人。

日前，寿光羊口镇总工会组织评选了全镇
“十大金牌工人”，14家企业的31名职工参
评，10人获得“金牌工人”荣誉称号，每人获
得1000元现金奖励。

7月3日7点，寿光卫东化工有限公司工程
师、技术研发中心主任刘瑞祥快步来到实验
室，简单地早饭过后，和他的科研团队继续昨
天的研究课题。

“成分配比尚不完美，新型阻燃剂在功能
实现方式上还需优化。”刘瑞祥将助手喊到身
边，把产品配比单上的各种成分进行逐一对
比。“小杨，你去做A和D成分的配比试验。
小刘，你做C和F，其余的6项我来做，直到配
比合理为止。”

“刘工的科研团队比我们车间工人还忙，
一年 3 6 5天，刘工至少有 3 6 0天待在实验室
里。”车间工人魏晓梅说，从她进厂到现在，
实验室的灯每天都是全厂开得最早、关得最晚
的。

今年50岁的刘瑞祥，是孙家集街道胡营村
人。1991年7月，刘瑞祥从山东师范大学化学系
毕业后即就职于卫东化工有限公司，从事技术
研发工作至今。

“入职25年来，刘工一直负责公司溴系阻
燃剂、氮磷系阻燃剂及相关方面的研发工作，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卫东化工总经理助理、
党政办主任麻象胜说，目前刘瑞祥已拥有国家
发明专利5项、第一发明人发明专利2项、申请
并公示的发明专利4项，其中5项专利进行了批
量生产。

麻象胜说，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刘瑞祥，
那就是扎实和勤恳。

“饭可以晚点吃、孩子上下学可以不接
送，但实验数据决不能有一丝马虎。”谈到刘
瑞祥工作起来的“蛮”劲儿，麻象胜感慨颇
多。“在做十溴二苯乙烷的热稳定性改良试验
时，刘瑞祥连续6个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最后顶着高烧成功完成了任务。”

“当时，国内十溴二苯乙烷的产品和国外

的优秀产品差距很大。”刘瑞祥说，在作为阻
燃剂添加进塑料制品时，国内产品的热稳定性
特别差，在塑料制品被加热到280℃时，会发
生严重变色。

为解决阻燃剂的高温变色问题，刘瑞祥和
他的科研团队耗费半年的时间，从阻燃剂的成
分配比、催化剂和反应时间等方面着手，一一
查找问题所在。

“最后查出原因是空气中湿度高，导致加
热后的催化剂活性失效。”刘瑞祥说，在改良
了反应设备后，他将阻燃剂的催化全程进行空
气隔绝，成功将该阻燃剂的变色点提升到了
280℃以上，试验成功。

据了解，卫东化工生产的溴系阻燃剂年产
量已达2万吨、年均出口贸易额达4000万美元。
目前，国内已有海尔、海信、美的、格力等家
电生产厂商与其签订了阻燃剂长期采购合同。

同日下午2点，在羊口镇菜央子盐场真空
制盐车间内，车间主任王志册从一楼一路小

跑，去三楼的监控室查看设备运行情况。
“二楼的设备阀门2点15记得关。”“盐

水出样后，用烧杯接好给我拿过来。”“把三
楼地面拖干净，别一会儿开阀门又流一地。”
确认设备运行正常后，王志册嘱咐好车间工人
一些注意事项，又一路小跑到一楼，查看非洲
客户刚下的海盐订单，通知仓库打包查验后发
货。

入厂16年来，从车间操作工干到代班长，
再到现在的车间主任，王志册在同事们眼里最
深的印象，就是“干啥都靠跑”：跑着去车
间、跑着查设备、跑着排故障。用最快的时间
解决问题，成了王志册多年来的工作习惯。

据介绍，王志册所在的真空制盐车间最初
的设计产能为5万吨/年，但随着生产任务的增
加，之前的干燥床已不能满足生产需求。

“老干燥床烘干面积不足，导致成品盐干
湿不均、计量不准。”王志册说，了解到干燥
床成为生产瓶颈后，他借用停产大修时机，对

其进行了扩能改造，扩大了烘干面积。
“同时根据床体结构，增加了挡风板，改

变了风道和风向，合理分布区域风量，使其充
分发挥干燥效能。”王志册说，改造后的干燥
床使用效果良好，既解决了盐干湿不均的弊
端、确保了小包装计量准确，又提高了产量。
目前，菜央子盐场已达到年产精制盐10万吨以
上，王志册进行的干燥床改良年均为企业增收
100万元以上。

“我是一名普通电工，没有高学历，只能
靠实干。”在寿光东方无纺布有限公司，杨同
发如是说。

2003年，杨同发高中毕业后，在车间当了
一名操作工。工作期间，杨同发了解到厂里缺
少电工，便产生了学电工的想法。

“虽然没有任何基础，但我越学越喜欢，
越学越想学。”认准了这一职业，杨同发觉得
自己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胜任电工的工作。在自
学考取了初级电工证和电工上岗证后，杨同发
成了厂里的第一名电工。随后的几年里，他又
先后考取了高级电工证和电气工程师证，丰富
了自己的技术知识。

2013年，东方无纺布有限公司引进了两条
高速聚酯胎无纺布生产线。在试产成功的当
天，公司接到了下午一点部分国外客户要进厂
参观新设备的通知。

“但就在当天上午11点，两条新生产线突
然全部停机，无法启动。”杨同发说，当时设
备显示正常，没有任何故障提示。“车间的维
修员和操作人员一时间无从下手，但客户已经
在来厂区的路上了，到时如果看到这种情况，
对公司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没有任何退路，公司把抢修设备的任务交
给了杨同发，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问题，
恢复生产。

就这样，杨同发顾不上吃午饭，带着操作
工钻地沟、爬桥架，争分夺秒地分析原因、排
除故障。“12点50分，终于查出故障原因，重
启了设备，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杨同发
说，在所有工友为他鼓掌的那一刻，他更加坚
定 了 信 心 ， 要 把 电 工 这 个 “ 小 ”职业 做
“大”、做好。

“工作没有贵贱之分，岗位也没有优劣之
别。”杨同发说，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每一个
人，因为我们工人有力量。

“金牌工人”是怎样炼成的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7月6日10点，寿光市纪台镇桃园村大棚种
植户张成年开着农用三轮车，满载一车茄子秸
秆，来到华源秸秆利用有限公司。在门口登记
了姓名、村庄和电话后，张成年把秸秆卸到华
源公司存放秸秆的露天场地内。把车开出门口
时，张成年领到一袋价值50元的生物肥料。

“我们下点力气就把大棚秸秆收拾得干干
净净，减少了病虫害传播，还能换袋肥料，一
举多得。”张成年说。

“农户主动参与进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
工作效率，这与政府的协调、组织、宣传密不
可分。”华源负责人郭百永说。

为确保蔬菜秸秆得到及时处理，华源公司
准备了5辆抓车、5辆翻斗车，还有30台托盘车
和4台铲车。“工人每天从早上5点开始，忙到
晚上8点多。”郭百永告诉记者。

如今，走在纪台镇大棚遍布的乡间公路，
往年蔬菜秸秆占路、堵路的景象不见了。据了
解，目前寿光已基本完成了对现有农业生产废
弃物清理工作，工业固废专项整治方面，也已
完成大部分工作。

寿光市委副书记、市长赵绪春说：“寿光
固体废物综合整治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必须
充分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和紧迫性，以百倍的
干劲推动工作落实，争取为全省乃至全国固废
污染防治工作闯出新路子，创出新经验，树立
新典型。”

大棚垃圾实现废物利用

华源对收购来的蔬菜秸秆进行分类处理，
有的做了生物质秸秆，有的做了生物燃料，还
有一部分做了有机肥。

位于田柳镇的浩森秸秆节能利用有限公司
收购来蔬菜大棚废弃物后，用来做发电燃料。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人们将大棚垃圾晾晒后粉
碎，再挤压成型，最终变成了固体燃料。

“大部分晾晒筛选后直接运至发电厂，虽
然燃料块比煤块热量低一些，但原料价格比原
煤低很多。更重要的是，大棚垃圾实现了废物
利用。”浩森秸秆负责人徐长森说，现在该公
司每天可以生产四五百吨燃料块。

除了浩森，田柳镇还有潍坊瑞德新能源沼
气池项目和邵岭沼气项目。田柳镇农委办公室
主任刘永恒说，借助这三个项目，田柳镇蔬菜
大棚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将达到90%。

泰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每吨50元的价格
收购蔬菜垃圾，生产有机肥。该公司是古城街
道今年引进的蔬菜秸秆无害化处理项目。泰昌
项目经理张洪利说：“我们先把秸秆中的垃圾
分拣，然后进行粉碎。在粉碎过程中，逐步加
入微生物，使之彻底腐熟。同时，还逐步加入
微生物有机菌，最终生产出微生物有机肥。”
目前，该项目已经建成占地100亩的料场，7月
底引进粉碎机，9月底设备安装、调试，10月
份实现投产。“投产后，可以实现年处理蔬菜
垃圾60万吨以上。”张洪利说。

成本高利润低推广有难度

“蔬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是趋势，但目前
还存在蔬菜废弃物收集、贮运、分拣比较难的
问题。”郭百永告诉记者。

寿光的蔬菜秸秆一般集中在每年的6月至8
月，以及12月至来年的1月。许多菜农为了方
便省事，随意将蔬菜秸秆倾倒在主干道路及生
产道路上。“这造成蔬菜废弃物的收集、贮运
难度大，成本高。”纪台镇镇长刘玉玲说。

今年，纪台镇按照大棚区域和种植密度，
规划了7处大棚秸秆收购加工点和43处暂存
点，并由企业配备机械和车辆及时运输秸秆，
解决了秸秆堵路现象。

据介绍，2015年寿光市蔬菜废弃物达到106
万吨。截至目前，寿光全市共有11家处理蔬菜
废弃物企业，其中已建成7家，在建4家。处理
方式主要有秸秆碳化、秸秆有机肥、秸秆沼

气、秸秆固化、蔬菜秸秆还田等5种模式。
“蔬菜秸秆在生产有机肥时，不能掺杂塑

料吊绳、塑料地膜等杂物。”张洪利说，但菜
农倾倒的蔬菜秸秆大部分都有杂物，有的还掺
杂着铁丝、农药包装袋等，给企业增加了分拣
成本。

“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收集、贮运、分拣
成本高是制约蔬菜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主要瓶
颈。”郭百永说。

“处理蔬菜废弃物成本高，而利润相对较
小，导致企业缺乏积极性。”张洪利说，秸秆
的沼气化利用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量大，还
存在运行维护难等问题，很难大范围推广。

“麻烦”变成了“宝贝”

今年开工建设的中拓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回收新龙电化公司生产中的固体废料脱硫石
膏，然后通过烘干、煅烧等物理手法，加工生

产石膏粉。以前新龙公司在处理生产废料脱硫
石膏时，往往填埋了。有时甚至花钱雇人清
理，不仅造成浪费，也是个麻烦。“如今，我
们用脱硫石膏生产石膏粉，既实现了固废再利
用，也产生了效益，且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中拓公司贾海说。

在田柳镇，盛名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准
备新上加气混凝土项目，潍坊瑞德新能源公司
的农牧废弃物大型沼气工程也已经动工建设。
如今，田柳镇正对工业固体废料历史遗留问题
进行全面治理，健全完善工业固体废物管理长
效机制，建立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综合监管体
系。

台头镇则在建设固废整治“责任共同
体”，对24家无纺布企业进行集中管理，推动
无纺布边角废料“定点存放、集中清运”。
“彻底扭转过去边角废料无序存放、私自焚烧
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杜绝了工业固废垃圾整
治难题。”台头镇党委书记吴振山说。

蔬菜秸秆有了多种用途，工业废料成了“宝”

固废处置，寿光试解难题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纪台镇的菜农，正在把自家的茄棵送往华源秸秆利用有限公司。

□记者 单辰 报道
羊口首届“金牌工人”获奖者杨同发，正在调试设备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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