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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艳

9月3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村史
展览馆，来自临沂河东区的孙达生正对着一辆
“北京212”吉普车拍照。1990年，为了推广温
室大棚，当时的寿光县给王乐义配了这辆车。

“第一年这辆车就跑了43000公里，遍布寿
光27个乡镇、5130个大棚。”三元朱村景区解
说员隋婧说，这辆吉普车带着王乐义和大棚蔬
菜种植技术走向全国。

“一看这车就感觉风尘仆仆，饱经沧桑，
没想到它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孙达生说。

孙达生还用手机拍下织布机、水车、纺
车、锄、风箱等老物件。“这些东西我小时候
都见过，现在却不大见了。三元朱村有远见，
保存下来，很有意义。”孙达生说。

如今的三元朱村，村民住着别墅或公寓，
村中心建有规范化的幼儿园和大型购物超市，
主街干净宽阔。“来三元朱村，我就是想了解
百姓怎么过上好日子的。他们吃苦奋斗的精
神，给我很多启发。”孙达生说。

近年来，孙家集街道挖掘旅游资源，整合
辖区内弥河生态湿地、三元朱国家4A级旅游景
区、陈少敏纪念馆等，初步形成以景观生态为
主线、文化遗址为主题、休闲农业为特色的旅
游新格局。

带孩子感受红色旅游

8月30日上午，宋玉平开车带着12岁的儿子
成成从寿光市区来到陈少敏纪念馆。“寿光有
许多有名的共产党员，如陈少敏、马保三等。
作为当地人，应当知道这些历史，也让后代自
豪。”宋玉平说。

陈少敏纪念馆建有两层六个展厅，展厅有
珍贵文物100余件、图片资料300余幅(件)。如
今，该纪念馆已成为寿光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基地。

“陈少敏心底无私天地宽，把一生交给了
共产主义事业。”寿光市档案局副研究员葛怀
圣说。

陈少敏是孙家集街道范于村人。“1958
年，陈少敏送给村里一台抽水机，为村里解决
了浇地的大问题。1961年，她了解到村里的土
地多为沙质土，就鼓励大家种经济价值较高的
花生。”范于村村民张永刚说。

看到举手表决“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
决议，只有陈少敏一人没举手时，宋玉平认为
陈少敏有气魄，了不起。

参观完陈少敏纪念馆，宋玉平来到三元朱
村青少年德育宫。德育宫内有“双百人物”(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展区、
中华民族孝文化展区、中国十大少年孝星展区
等。在图片展区，看到孩子感兴趣的，宋玉平
就停下来仔细介绍一下。宋玉平说：“不是让
他懂多少知识，但是得让他知道这段历史。”

“红色旅游为街道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精神

动力，也是加强青少年德育教育的重要方
式。”孙家集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帅说。

城里人爱上田园体验

“原来葡萄是长在藤子上的啊，以前都没
有见过。”孙家集街道五合村的金灿家庭农场
内，9岁的刘亚文摸着一串葡萄说。刘亚文的
爸爸刘正奇伸手摘下一大串葡萄，没有清洗就
塞进嘴里一颗。“哇，真甜，有我小时候吃过
的葡萄味。”刘正奇说。“我也吃一颗。好
吃，就是好吃。”刘亚文说。

刘亚文发现，葡萄上怎么有白霜呢？“白
霜是果蔬本身分泌的糖醇类物质，就是果粉。
它们属于生物合成的天然物质，对人体是完全
无害的。果粉可以减少葡萄水分蒸发。”金灿
农场负责人王守志说。

2013年，王守志开始种植葡萄。现在，金
灿家庭农场有10个100米长12米宽的拱棚。葡萄
品种有金手指、巨峰、紫玫瑰等。“这里种大
棚蔬菜的多，种葡萄的少。我觉得，种植葡萄
应该有机会。”王守志说。

“你的葡萄感觉格外好吃，有啥秘诀？”
刘正奇问。“我的农场里，不用一点化肥，全
部使用有机肥。还有，我都等到葡萄成熟才摘
下来，保证葡萄最佳的口感。”王守志回答。

每年4月开始，金灿农场的葡萄就进入收
获期，一直持续到9月。前来采摘的游客，大
多是看到了王守志发布的微信，或者听朋友介
绍。

“因为葡萄品质好，不愁卖。投资200多
万元的成本，基本上已经收回。”王守志说。

在孙家集，还有樱桃、草莓采摘。“街道
正在壮大农家乐及果蔬采摘，发展田园体验式
乡村游。”王帅说。

自行车主题公园来了

“寿光正在建自行车主题公园，我们有专
门的地方可以骑车了。”寿光自行车爱好者李
文勇把这个消息发布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
“这事必须点赞。”网友流星说。

正在建设的自行车主题公园，全名是寿光
市弥河金海湾自行车运动公园，位于寿光市南
部，东邻弥河，西侧为寿尧路，北侧为金海南
路，总占地面积45 . 4万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
10万平方米。

据介绍，该项目总投资约5000万元，主要
建设公路自行车赛道、山地自行车赛道和极限
自行车赛道各一条，还有沿途景点、观景台、
租赁装备、救援设施等。建成后，将成为山东
首家以自行车为主题的运动公园，

“为人们提供一个运动、学习的场所，激
发大家的探索趣味，催进不同年龄的群众之间
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使之成为寿光乃至整
个山东自行车俱乐部及骑行者的向往之地。”
王帅说。

“好期待快点建好，体验一下。”李文勇
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寿光健元春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从德国引进
了一条生产线，生产8 . 7米宽双向拉伸聚酯薄
膜。健元春总经理王玉堂说：“这是目前世界
上最好的薄膜，强度高、刚性好、透明、光泽
度高，有极好的耐磨性。”

据了解，这条生产线采用德国抽真空技
术，蒸发了生产过程中的水分，省去了干燥环
节，一吨可以节省200多度电。“原来我们采
用干燥床技术去除水分，污染大，用电量大，
用工多。现在车间干净清洁，省力省工。”王
玉堂说，健元春还投资近500万元自主研发了
手机保护膜，今年4月量产。现在每个月生产
2000吨左右，每吨价格1 . 2万元，供不应求。以
前，这些保护膜，我国主要从日本、韩国进
口。

“目前，我们公司大部分产品都是升级换
代后的新产品，不再拼低端市场。”王玉堂
说。

当前，寿光正在实施“强企”工程，进一
步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科技含量，增强企业持
续竞争力。

今年上半年，寿光新型防水、石油装备、
生物医药、木制品等4个产业产值超20亿元，
橡胶新材料产值超50亿元，全市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达到40 . 7%，高出全省平均水平8 . 2个
百分点。

“特别是我们新上了富康（羊口）产业
园、东方宝鼎、宇虹防水等一批拉动力强、发
展前景好的项目，为全市转型发展、品质发展
注入了新的动力。”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

传统产业走出非传统路子

寿光裕立化工研发的电子级四氢糠醇，占
领世界市场30%的份额，成为韩国三星电子的
定点配套供应商。“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传
统粗放的化工产品将逐渐被淘汰，而高端精细
化工产品将越来越被市场认可。”裕立化工总
经理李良田说。

裕立化工生产的四氢糠醇主要用于医药、
涂料、油脂等行业。一次偶然机会，李良田得
知四氢糠醇的升级版——— 电子级四氢糠醇市场
需求大，全球却只有一家美国的公司生产。裕
立化工随即投入科研，成功研发出电子级四氢
糠醇。销量由最初的几十吨到去年的1000多
吨，迅速占领市场。

李良田认为，传统产业转型要通过技术革
新、产业再造和营销体系升级等举措，让传统
产业走出非传统的路子。

山东祥生塑胶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氯
化物高分子新材料的精细化工企业。2015年，
在全国该行业市场下滑、恶性竞争的形势下，
祥生塑胶开发的CPVC系列产品却畅销世界14
个国家，占中国CPVC产品出口额的60%以上。

祥生塑胶副总经理王庆涛称，CPVC产品
主要适用于化工、医药、精细化工领域，性能
远超之前的PVC及高分子材料。“今年，我们
还申报了年产4万吨CPVC的产业化项目，该项
目实现全自动化控制，采用了循环利用新技
术，实现节能 3 0 %以上，基本达到了零排

放。”王庆涛说，4万吨CPVC项目建成后，祥
生塑胶将成为世界上第三大CPVC供应商。

“各规模以上企业都要围绕产业转型、产
品升级，再谋划新上一批技改项目，力争今年
完成技改投入100亿元。”朱兰玺说。

延伸产业链

“产品升级是新增长点，延伸一段产业链
也是新增长点。”寿光市经信局副局长张宣
说，新增长点不仅意味着发展新产业，还要立
足产业基础精耕细作。

对内部热电厂的灰、渣等废弃物，晨鸣集
团加强综合利用，投资3000万元建设了年产30
万吨的水泥厂，投资2000万元建设了新型建材
厂，使“灰、渣变金”，年可消化灰、渣21万
吨。“晨鸣集团的做法，延长了企业的产业
链，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带来了良好的经济
效益。”张宣说。

台头镇是有名的防水之乡，但也曾因防水
产品档次低、品种单一，加之污染严重，被人
诟病。

寿光的选择是关停35家污染严重、不具备
升级条件的企业，鼓励、引导其他企业加大技
术工艺研发，提高产品层次。汇源建材公司研

发出的高铁专用防水卷材，供不应求。汇源建
材副总经理张振勇说，新产品利润率比以前的
中低端产品提高3至5倍。

据寿光市防水行业协会会长郑家玉介绍，
涵盖防水全产业的链条正在形成。前端是研
发、装备制造，40多家装备生产企业，产品行
销国内外市场。后端是后续产品开发、施工、
服务等，目前防水工程服务企业近30家。汇源
的一体化工程公司，提供全套系统防水解决方
案，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

“可以看出，那些平时注重科技创新、人
才创新的企业，经济越是下行，越能显示出强
劲生命力和发展后劲。”朱兰玺说。

装备更新，内部挖潜

2015年，新龙集团投资1117万元建成的智
慧工业节能平台，将热电公司、氯碱公司、科
技股份、双氧水、精细化工等公司均纳入系
统，对重点耗能设备进行绩效考核指标监控，
对重点工艺进行关联分析，随时发现指标的变
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引起管理者重视并及时
解决。

新龙集团董事长李法曾说，节能平台不仅
可以为每个用户创建个性化的仪表盘，使得各

项绩效考核指标一目了然，让现场管理者在单
一的屏幕上即可实时掌握作业率、质量和能源
消耗方面的重要信息。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
所有重要监控指标设置报警值，一旦实际运行
能耗指标超过设定值，节能平台会自动以短信
或邮件的形式发送至相关责任人，避免不良工
况的长时间运行。

截至目前，新龙集团通过能源平台已发现
锅炉运行策略调整、高压蒸汽有效利用、汽机
真空度保持、辅助设备优化调度等重要节能机
会共计15项，全部整改完成后预计年增收益
1500万元。“内部节能挖潜，一样可以降低企
业成本，增加竞争力。”李法曾说。

2015年度，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狠抓节
能降耗，全年累计实现节约标煤24197吨，减少
成本支出2153万元。今年初，联盟化工总经理
王法民提出，联盟化工吨氨醇成本再降50元。

联盟化工确立了包括“降低造气煤耗、降
低精馏汽耗、降低循环水药剂消耗、增加中水
装置纯水产量、增加自发电”等共计41个攻关
项目。今年第一季度，联盟化工最关键的成本
指标氨醇煤耗1129公斤，同比下降5公斤，氨醇
成本下降16 . 7元，实现目标计划的33 . 4%。

“革新无大小，有用就是宝。”王法民
说。

寿光实施“强企”工程，推进企业技术改造升级

革新无大小，有用就是宝

孙家集街道深挖红色旅游、休闲农业潜力———

乡村游，其实也很酷

□石如宽 报道
新龙集团员工在中控室电脑屏幕上即可了解厂区设备运转情况。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五合村，游客正在葡萄园体验采摘乐趣。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我们把黄瓜秧运到秸秆暂存点，2吨黄瓜
秧能换一袋价值50元的生物有机肥，今年我家换
了10袋。”寿光市稻田镇宋四村的宋明贵告诉记
者。

稻田镇是寿光市蔬菜主产区之一，年产生秸
秆垃圾量达30万吨。为解决大棚垃圾随意堆放带
来的交通堵塞、环境污染问题，稻田镇在各村设
立垃圾暂存点。

近年来，稻田镇一直探索大棚垃圾的循环利
用，先后引进了皓阳农业项目和禾能科技农作物
秸秆垃圾综合处理项目。

皓阳农业项目日可处理秸秆500吨。“秸秆
粉碎烘干后，加入菌种进行腐化，然后就能生产
出生物有机肥。”皓阳农业工作人员王阳说，用
这种方式，2吨秸秆可以生产出1吨生物有机肥。

正在建设中的禾能科技项目是国家级重点科
技项目，总投资8000万元，具有年处理8万吨蔬
菜秸秆垃圾的能力。

“大棚秸秆经过粉碎、热解、冷凝等一系列
无污染物排放的处理流程后，1吨秸秆可制成330
公斤热解液化生物质油或400公斤生物炭粉。”
禾能科技工作人员曹振说，生产出的热解液化生
物质油及生物碳粉，经深加工可制成碳基肥料、
活性炭及防火涂料、防火板材、美容化妆品等。
活性炭及碳基肥料，可用于改良土壤、提升土壤
质量及污水处理等。禾能科技项目，将于今年10
月正式投入使用。

在寿光另一蔬菜主产区纪台镇，部分大棚种
植户探索了秸秆还田。

“秸秆中含有丰富的氮、磷、钾、镁、钙及
硫等微量元素，这些正是蔬菜生长所必需的营养
元素。”纪台镇曹官庄党支部书记李延平说，蔬
菜秸秆还田后，不仅有经济效益，也有良好的社
会效益。

当前，菜农种植一亩茄子需要施用稻壳粪30
至40立方米。“一亩茄子可产生1300公斤至1400
公斤的干秸秆，粉碎后施入土壤中，可减少10至
15立方米稻壳粪的用量。当前稻壳粪的价格是每
立方米约150元，也就是说，秸秆还田后每亩地
至少可减少成本投入1500元。”李延平说。

根据多年的经验，李延平发现，秸秆还田结
合高温闷棚等土壤处理，效果更好。

曹官庄村大棚种植户李凡杰在上茬的茄子摘
完以后，没有立即拔掉茄子棵，而是选择阳光充
足的一天，关闭通风口进行高温闷棚。李凡杰
说：“这样做的好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棚室
内的温度较高，可以杀灭大量寄生的病原菌和虫
卵。二是不拔棵进行高温闷棚，可以避免植株叶
片脱落导致叶片粉碎不完全。”

由于茄子秸秆木质化程度较高，需要使用机
械粉碎。李延平使用秸秆粉碎机把茄子秸秆粉碎
成1-2厘米的碎块。据了解，与玉米、小麦等大
田作物秸秆不同，蔬菜秸秆中的蜡质层较少，因
此即使秸秆稍大也不影响最终的分解。

大棚垃圾

有了新去处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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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至9月4日，寿光农
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140 . 79点，较上
周121 . 16点上涨19 . 63个百分点，同比涨幅28%。
物流指数为93 . 87点，环比上涨14 . 34个百分点，
涨幅18 . 03%。蔬菜总体交易量环比增长14%，同
比增长31%。

价格指数检验检测中心经理隋玉美认为，蔬
菜交易量价齐升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中秋将
至，蔬菜消费市场下游需求强劲，菜价持续看
涨。二是受季节性因素影响，椒类、豆类等北方
蔬菜上市高峰期结束，供应量减少，造成价格大
幅度上涨。三是台风“狮子山”导致东北、内蒙
古普降大雨，给部分北菜的上市销售、运输等环
节带来不利，助推菜价上扬。四是全国范围内在
田蔬菜可供量不足。

隋玉美称，受外省菜减少及中秋佳节需求带
动影响，蔬菜价格指数仍将小幅抬升。

蔬菜交易量价齐升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9月4日上午，寿光市羊口镇王

家庄村王立荣和5名工人正忙着采摘棉花。“虽
然前段时间降雨量大，造成棉花烂桃较多，但总
体情况好于去年，亩产能到260公斤。”王立荣
说。

王立荣今年种植了20亩棉花，刚刚开始采
摘。5天后，寿北的棉花将进入采摘高峰。

记者发现，王立荣家的棉田里有不少烂桃。
与正常的棉桃相比，烂桃基本都已霉烂，中间的
棉瓤也都发黑。“今年烂桃有些多，部分棉花棵
上能有四五个烂桃。”王立荣说，前段时间正值
棉花生长旺盛期，枝叶浓密，所以底层的棉桃见
光少，地表又有积水，就导致了烂桃的发生。

去年寿光北部的棉花遭遇大旱，亩产仅100
多公斤。“今年除去烂桃，一棵棉花还能结近20
个好桃，预计亩产能到260公斤。”王立荣说。

寿光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的棉农李
江苏也种了20亩棉花。“今年棉花产量相较去年
要高不少，今年的棉价如果能够高点就更好
了。”李江苏说。

寿北棉田今年亩产

预计达26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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