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王志强 郝安振 报道
本报博兴讯 7月26日，一踏进位于博兴县曹

王镇的山东斯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车间，眼前
的景象就吸引住了记者：这边一台自动折弯机器
人正在工作，一大块钣金仅1分钟就变成了一块
方方正正的厨具模板，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产品
正负误差不到0 . 06毫米；那边黄壳机器人挥舞着
巨大机械臂，抓住一个个冲压好的厨具部件，精
准地对着部件连接处进行焊接。机械巨臂上下挥
舞，蔚为壮观。

“厨具机器人集精确定位、匀速输料、高精
度跟随折弯三项技术为一体，实现了无人操作
自动流水生产”，公司负责人孙勇在生产线边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1个技术工人可同时操控3套
折弯系统，能节约5个工人，折弯机的效率大概
是熟练工人效率的5倍，而且24小时不间断工
作。机器人定位、输料折弯一体化折弯系统具有

速度快、精度高、可靠性强等特点。”
博兴县厨具协会会长范曰光说，厨具行业

在钣金加工中由于板材边缘非常锋利，经常导
致工人受伤，还存在时间久了工人体力不支从
而影响产品的质量等问题，厨具机器人的应用
必将为厨具产业带来一场革命。

斯诺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与全球著名机器
人公司德国库卡、瑞士ABB、日本安川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在进口国外先进“裸机”的基础上，由公
司研发团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应
用与集成系统。现已完成机器人折弯系统、冲压
上下料系统和机器人焊接系统等三型机器人系
统应用开发，并申请实用新型专利8项，发明专利3
项。目前，公司已为山东金佰特商用厨具有限公
司、山东宇王厨具有限公司、博兴县广厨厨业等
企业提供了专项的机器人自动化解决方案。

近年来，博兴县厨具产业从原先的土地、劳
动力、环境高投入的发展方式，向技术创新、设

计创新、管理创新、品牌渠道驱动方式转型，这
样的例子有不少。

天虹电器专注于出口，是国内最大的商用
厨具出口企业，产品远销106个国家，一个月销
售各类电器3万台，今年1-5月份出口额1500万
美元，同比增长30%以上。天虹电器董事长纪友
来说：“企业要想发展，必须重视研发和创新，作
为老板，要会用人，要会花钱。”他每年拿出销售
额的15%用于研发。

山东美厨厨具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公
司蒸饭柜、消毒柜、冷柜三个主打产品销售覆盖
国内外。“在北京，著名的庆丰包子铺就指定使
用我们的蒸饭柜、消毒柜。在整个华南地区，华
莱士快餐连锁只用美厨的冷柜。”美厨厨具副总
经理李志强说起这些颇为自豪。去年开始，美的
集团与美厨进行了一系列接洽，今年有望开始
正式携手联姻。

同时，美厨还成立了十几个人的技术研发团

队，负责产品研发。而放眼整个厨具行业，组建和
成立专门的产品研发团队的不在少数。“博兴县
商用厨具产业现有生产加工企业1400余家，是中
国最大的商用厨具生产基地，我们必须主动适应
新常态，强化创新驱动，厨具产业才能实现转型
升级，增强发展后劲。”博兴县县长殷梅英说。

创新发展让博兴厨具产业站在转型升级的
“风口”。博兴县厨具企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提高
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创
出了11个山东名牌、9个山东省著名商标、1个中
国驰名商标；66家企业通过ISO9000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18家企业获准采用国际标准标志，9家
企业的自主品牌产品全部出口；20家企业建立
了自己的科研中心，实现产值290亿元，占全国
的三分之一强。目前该县正在重点建设中国厨
都现代科技园项目，打造线上线下厨具展销中
心和研发中心，建设全球厨配酒店产品一站式
采购基地，进一步叫响“中国厨都”城市名片。

机器人引领“厨都”智造
博兴：创新发展让厨具产业站上转型升级的“风口”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迅员 张其林 李可孝 赵希翔

“旱厕改水冲，方便又卫生。咱也过上了
城里人的生活。”8月8日，记者刚来到桓台县
果里镇永富村，村民毕祥先便兴致勃勃地领着
看厕所。在改造后的“卫生间”里，记者看
到，水泥地面，坐式马桶，瓷砖贴墙，还安装
了太阳能热水器，跟城里真没两样。

据老毕讲，多少年来，农家的厕所就是传
统的“一个土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今年春节刚过，借着县里旱厕改造的东风，村
“两委”组织施工队走家串户，“就像一场革
命，全村200多户一户不落，老式厕所全改
了。”

永富村的故事，成为全县旱厕改造这部
“民生大戏”的一个经典剧情。

改厕改出“团体冠军”

桓台是全国闻名的吨粮县，成为建设小康
社会的领跑者。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
中，农村旱厕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从去年开始，桓台县抓住生态文明乡村建
设的契机，大规模开展农村旱厕改造。桓台县
委书记贾刚说：“小厕所，大民生。旱厕改造
工作，是新农村建设的强力抓手，也是城乡统
筹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一场民生攻坚战，我
们必须赢。”

尽管是好事，但不一定好办。桓台在改厕
中坚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破解四大难题：他
们用统一出栏，或者个人出栏集体补贴的办
法，破解群众出栏嫌脏“不愿改”的难题；用
党的政策宣传引导，以党员干部带头后逐街逐
户改造的办法，破解迷信“不宜改”的难题；
用奖励和施工队伍联系农户的办法，破解常年
在外“无人改”的难题；用统一施工、集体补
贴的办法，破解了农户“无钱改”的难题。

在破解四大难题时，桓台县更加注重各级
财政支持政策的及时“落地”。据县农工委主
任郑桂林介绍，村民改建一个旱厕可享受到

市、县、镇三级补贴，市财政每户补助300
元，县里再补助300元。对整村改造验收合格
的，再按每户200元的标准补贴村集体。各
镇、村也相应制定了扶持奖励政策，泰宝集
团、贵和集团、仁丰纸业等企业也积极参与，
对改厕职工进行奖励。“一路算下来，改造一
间水冲厕所，基本不用农户自家出一分钱。”

政策对了头，群众有劲头。村民纷纷要求
改造传统旱厕，从“要我改”变成“我要
改”。从去年春天启动，到今年6月初，桓台
县共有273个村庄整建制用上干净水冲“卫生
间”，改厕总数达到81309户，提前一年超额
完成上级安排的计划，在全省率先整建制完成
旱厕改造。

改厕收获生活尊严

物质文明看厨房，精神文明看茅房。
在旱厕改造中，要做到好事办好，桓台采

取统一设计、统一购料、统一出栏、统一施
工、统一验收的“五统一”模式，提高了改厕
的效益和满意度。以荆家镇东孙村为例，户主
只负责提供砖，施工队负责全部施工，改造完
成后，书面征求农户意见，满意后村里才向施
工队支付施工费。经过测算，通过统一采购、
统一施工，仅建材费就节省了20%。群众拍手
称道。

改厕，不仅提升了生活档次，也让农民收
获了尊严。李力是荆家镇伊家村走出去的大学
生，妻子从小在城市生活，第一次陪他回家看
望老人时，见到厕所就哭了。去年听说村里动
手改厕，李力最早报名，表示就算自己出钱，
也坚决改造。这样的尴尬事，索镇南辛村的董
大爷也遇到过。两个儿子在外地工作，年年春
节回家，儿媳妇最为难的是上厕所。现在厕所
改成了水冲式，董大爷有了底气：“今年孩子
再回家过年，咱也有面子了。”

改厕催生新型产业

水冲式厕所虽好，但没有排污管道，粪便
满了如何处理？

厕所管护清运是一项长期的服务工程，桓
台县积极整合资源，探索出了“政府主导，统
一管理，市场化运营，社会化服务”的市场模
式。目前，许多乡镇已成立旱厕清运公司，以
此为平台，一条“农户+清运公司+蔬菜基
地”的生态循环农业产业链日渐成型。

清理粪便与特色农业基地相结合。东孙
村是远近闻名的四色韭黄基地，种植面积达
1800多亩，是全省一村一品示范村。村书记
于树海介绍：在政策补助28万元的基础上，
村里又投资30多万元，购买了两辆粪便清理
车，建起了4个500立方米的沼气池，在桓台

县成立了为旱厕改造“定制”的首家专业清
运公司——— 绿海清运公司。这家公司除为本
村每户免费服务外，还面向社会有偿服务，
每户每次收取清理费30元，随叫随到。现在
公司服务方圆5公里1 1 0 0 0多户。过去种韭
黄，每年要买大量的有机肥，现在有了绿海
清运公司，一年要节省大笔购买有机肥的费
用。

清理粪便与家庭农场相结合。淄博沣亿农
场是一座位于索镇的休闲观光型农场，同时也
是全省最大的山茱萸生产基地和省级旅游示范
农场。农场采取以短养长、立体种植模式，目
前在山茱萸地间作玫瑰和繁育大豆良种。为了
发展有机农业，2014年建起300多立方米的沼
气池，但由于原料不足，一直大马拉小车。今
年镇上招标旱厕清理项目，沣亿农场一举夺
标。日前记者前往该农场采访看到，一座新建
的1400立方米农户旱厕清理储备池投入使用。
该场场长毕永浩告诉记者，储备池投资60多万
元，采用红泥膜新能源技术，可接收上万农户
粪便。加工的沼液、沼渣作为有机肥用在农
场，富余的向社会出售，而产生的沼气供农场
和附近农户使用。发展有机农业，再也不为有
机肥料犯愁啦！

旱厕改造，在这个全国吨粮县“改”出了
一条条生态农业产业链。

桓台在全省率先完成整建制旱厕改造，打造“从厕所到田间”循环农业产业链———

小厕所“改出”大民生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谭小月 刘明志 报道
本报临朐讯 8月8日上午，临朐县体育公园广

场前，友谊太极拳队党支部书记刘成章带领20多位
身穿太极拳服的老年人正在捡垃圾。友谊太极拳队
党支部是临朐县第一个广场公园老年文化社团党支
部。“起初，打完太极拳，党员留下的多，一起摆
摆自行车、捡捡垃圾。时间一长，群众自发留下的
也不少，都感觉能老有所为。”刘成章说。

今年以来，临朐县委离退休干部工委、县委老
干部局在调查中发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老年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越来越强烈，纷纷走
出家门，加入到广场舞、太极拳、健身操等健身娱
乐队伍中来。据统计，仅县城6大公园中就有以老
年人为主的文化社团9个，其中包括老干部187人、
党员123人。

为发挥好老干部、党员的作用，临朐县着眼打
造“炫丽晚霞”活动，大力推进广场公园老年文化
社团党建工作，做到扩大离退休干部党建组织覆
盖、工作覆盖与引导老干部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正能
量相结合。5月下旬，选取体育公园活动的友谊太
极拳队作为试点，按程序产生了第一个广场公园老
年文化社团党支部。截至目前，这个县已组建老年
文化社团党支部2个，正在调查摸底、准备组建的3
个。

临朐组建广场公园
老年文化社团党支部

□李东乾 林娜娜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近日，利津县北宋镇杨董村的石

瑞敏领到了农村商业银行发放的贴息贷款30万元。
“这30万元贷款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这下农场可
以进一步扩大规模了。”石瑞敏高兴地说。

据了解，北宋镇妇联为支持农村妇女创业致
富，积极推动贴息贷款。具有一定规模的种、养殖
项目均可申请10万元以上的贷款，政府进行贴息，
解决了农户资金短缺的突出问题。

北宋镇大力推进妇女小额贴息贷款，通过举办
就业创业培训班，发动妇女积极申请创业资金小额
贷款。小额担保贷款“创业培训＋小额贷款＋跟踪
服务”的工作模式，将小额担保贷款打造成推动妇
女创业的重要支撑点，提高了妇女小额担保贷款政
策知晓率和妇女贷款率。今年上半年，北宋镇妇联
帮助57户农户成功申请贴息贷款565万元。

北宋镇贴息贷款
助力农村妇女创业

2016年8月1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376 Email:dzrbxyb@163 .com县域8 广告

临沭3万农厕实现无害化改造
□张艳艳 英荣攀 报道
本报临沭讯 “以前家家门前都有露天厕

所，天一热臭得不能闻，现在改成无害化厕所，
又干净又卫生，再热的天也没有臭味，使用还方
便。”日前，临沭县青云镇华山村的李德昌兴奋
地说。该户无害化厕所，里面是干净整洁的水冲
式坐便器，外面连接的是农村一体化污水处理

设备，五户联建，所有粪便污水可以像小型污水
处理厂那样处理干净。这是临沭县实现无害化
厕所改造的一个范例。

今年以来，临沭县把农村无害化厕所改造
作为生态文明乡村建设的突破口，确立了3年实
现无害化厕所全覆盖的目标，全县现有6 . 8万户
的农村厕所将全部改造完成，其中今年改造目

标是2 . 3万户。该县积极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对
改厕工作进行补助。农户每改造一座厕所，除省
市补助400元左右以外，县财政每户奖补300元，
贫困村另外享受每村30万元的补助资金，农户
基本不用自己花钱就能完成无害化改厕。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农村无害化厕所改
造30186户，完成全年任务的130%以上。

□通讯员 王延芳 郝亚男 报道
本报滨州讯 5月31日，在市区一家中医推拿

店，老板吝盼正忙着给客人做推拿。“一天平均下
来10到15位客人，营业额一个月下来一万多块钱，
纯收入在六七千左右。”他向笔者介绍说。1988年
出生的吝盼，先天视力残疾，上学时在特殊学校学
习中医推拿。2014年，在家人和残联的帮助下，开
办了这家中医推拿店，自此一技之长有了更加广阔
的施展之地，也给他带来了稳定的收入和乐观自信
的心态。

滨城区残联将残疾人按照类别、级别、年龄、
有无劳动能力等方面分别建档，分别制定适合各类
人群的援助措施。对年龄较轻、残疾较轻、有一定
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滨城区残联积极组织面点制
作、机电维修、推拿按摩等职业培训，促成残疾人
就业，获得稳定收入。对有能力自主创业的残疾
人，残联积极联系为其提供残疾人创业扶持基金，
帮扶其自主创业。针对残疾较重、无劳动能力及年
老的残疾人，残联直接为其发放生活补贴、护理补
贴、居家托养等补贴，进行政策性兜底救助等。

滨城区分类建档
实施助残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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