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鹿振林

“作物生长不需要化肥，而是二氧化碳、水和
阳光。”

莱芜市农高区采用生物反应堆技术“种地”，
让农民看了啧啧称奇。

这是农业领域的一次种植革命。
农作物一不施肥二不打药，作物全靠地下生

物反应堆产生的二氧化碳和水供给营养，为人们
带来了久违的“天然味道”。

玉米秸秆能卖钱了
10月25日，天色渐暗，农高区杨庄镇小桥沟

村笼罩在一片细雨中。在村里的秸秆回收点，秸
秆堆积成山。小桥沟村村民王树发冒雨运来第15
车玉米秸秆。

“这是最后一车了，算钱吧。”王树发一脸期
待地说。

“送了15车，一共6吨，给你480元。”秸秆回收
站的工作人员吴平说。

“对，对！”王树发一边点钱，一边喜滋滋地

问：“你们这两天还收吧，我动员亲戚们也往这
送。”“当然收！欢迎来送。”吴平说。

王树发说，他种了一辈子地，就知道秸秆有
两种用途：一是烧了还田；再就是晒干了垒成垛，
冬天当柴禾。他幽默地说：“‘棒槌子秸’能卖钱，
我这是头回见。这下可给它们找到‘娘家’了。”

小桥沟村的秸秆回收站在半月前设立。“玉
米秸秆能卖钱”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引得附近
农民都到这里卖秸秆。“收购价每公斤八分钱，人
多的时候，能排十几米长队。到现在，我们这一个
点就收购了600多吨秸秆。”吴平说。

农高区科技局局长刘世涛说：“今年我们区各
镇很少有焚烧秸秆的，就是因为有企业收购秸
秆。”企业为啥花钱买秸秆？莱芜远洋果菜有限公
司董事长任意说：“秸秆对我们公司来说是宝贝。
将秸秆粉碎后还田，再撒上特制的生物菌颗粒，
就能变成养料，可替代传统的化肥。”

一块试验田让农民惊诧不已

在农高区方下镇张公清村，有一块“不打药、
不施肥”的试验田，让周边村民看了惊诧不已。

张公清村的村民孟召翠就在这块地里打工。
“俺种了几十年地，没见过这样的。”她说。

的确，这块地谁看了也奇怪。
50亩地，分别种了白菜、草莓和萝卜。首先这块

地不烧秸秆还田。过去，村民都把玉米秸秆烧了还
田。而在这里，地下埋的是锯末、食用菌下脚料、秸
秆颗粒和生物菌颗粒。不烧一根秸秆，不用一粒化
肥。播种后，一棵棵绿苗破土而出，茁壮成长。

更让村民不解的是，这块地严禁喷洒农药。
这种做法和农民几十年来的务农经验相悖，很多
村民嘀咕 :“不打农药，种的菜还不都得喂了虫
子？”记者也发现有的菜叶上有菜青虫。“有虫子很
正常，我们有专门的疫苗来对付它们。”项目负责
人苏峰说。项目方配好石灰水和生物疫苗混合液
作为除虫剂，让人提着水壶沿着田垄浇洒。

苏峰介绍：“这样既能实现除虫，又能增强植
物免疫力，还不会有毒害残留。”

记者采访了试验田的“军师”张世明教授。张
世明是秸秆生物反应堆创始人，潜心研究秸秆生
物反应堆技术，经过田间地头的反复实验，他成
功发明了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以秸秆替代了农
业种植中使用的化肥和传统有机肥，以植物疫苗
替代了农药。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生长，需要的是光
照、水分和二氧化碳。”张世明说，以秸秆为
原料，在专用微生物菌种的作用下，使其定向
转化成植物生长所需的二氧化碳、热量、抗病
微生物等，使农产品达到高产、优质和无公害
的现代农业要求。据统计，大棚应用秸秆生物
反应堆技术后，每亩可降低成本40%，蔬菜平
均每亩增产30%以上。

一次农业“供给侧”改革实践

秋耕时节，在农高区杨庄镇胡家宅村、前郭庄
村的大田里，十几台大型拖拉机排成一排，后面挂
着翻转犁。翻转犁能深耕土地38厘米，一排机械开
过去，田里翻起来的土壤像是凝固的浪花。

随后，“平整犁”蹚过去，田地变成松软的沃
野。土地深耕后，播撒上秸秆、生物菌颗粒，然后
再由播种机撒上麦种。

围观村民说：“我们的地11年没有深耕了。”
莱芜远洋果菜有限公司是农高区生物循环

高效农业项目的实施主体。“长期以来，农药化肥
的滥用，让土地不堪重负。更严重的是，人处在食
物链顶端，大量的有害残留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
巨大危害。”莱芜远洋果菜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意
说。

3年前，任意偶然得知张世明发明了不打药
不施肥的“生物反应堆”技术，默默开始“追踪”。

眼见为实，该技术在国内推广应用的地方，
任意基本上都去考察过。任意不但看过，还用这
种技术亲自种，亲自尝，亲自验证了高质和高产。

“种出来的草莓、萝卜，还没吃，凑近一闻就一股
香气，一种久违了的天然味道。”他说。

今年，任意全资买下了莱芜远洋果菜有限公
司，以此为平台实施项目。

任意的想法，与农高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李庆铸不谋而合。农高区在土地流转、项目推
进等方面，给予远洋果菜公司大力支持。“这是一
场种植革命，更是一次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尝
试。”李庆铸说。

该项目目前先期流转土地3000亩，远洋果菜
已经投资2000多万元。“我们会抓好产业化这个
关键，目前已经注册了商标。等着农产品成熟，我
们会打响品牌，卖出好价，让大家都看到，这就是
现代农业的方向和未来。”任意说。

为了久违的“天然味道”
莱芜市农高区流转土地3000亩，掀起一场应用生物反应堆技术的作物种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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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卿 隋翔宇
通讯员 马双军 宫晓云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4号选手路演，15号选手准

备。14号选手张超，参赛项目白血病的精准个体
化治疗和检测……”10月21日，烟台首届“业达智
汇谷”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烟台开发区紧张激烈
进行，参赛的不是一般的学生、普通的项目，而是
一群海归派、研究员，还包括了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参评的项目也是30个经过层层选拔“枪林
弹雨”的高端项目。

本次比赛是纪念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成
立20周年活动之一，也是烟台开发区“以赛代
招”引进人才新思路的体现。

根据主办方的统计，自6月6日首届创新创业

大赛启动以来，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8个
项目纷至沓来，项目涉及生物医药、智能制
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多个领域。经
过初审、复审等多个环节，白血病的精准个体
化治疗检测等30个项目脱颖而出晋级决赛，其
中21个项目已表示落地烟台开发区，本次大赛
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才收割机”。

一手设计大赛的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主
任牟晓告诉记者，比赛面向全球重金引才，设立
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对获奖项目给予5000—
10000元奖励，对成功落地项目给予20万元—50万
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并优先推荐申报烟台开发区
科技领军人才（团队）、烟台市“双百计划”、山东
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国家“千人计划”等，获得

更多资金扶持。仅入选烟台开发区科技领军团
队，就可获得300万元—2000万元资金扶持。

据悉，园区成立20年来，引进了600多个
“海归”项目，其中大多发展良好，但也有少数发
展缓慢，甚至被清退。究其原因，有些“海归”名不
副实，创业项目不具备市场前景。为“去伪存真”，
2003年以来，烟台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对“海归”项
目实行了专家评审制度，先后有数十个项目被

“拒之门外”。
今年，在专家评审基础上，烟台留学人员

创业园区推陈出新，通过举办大赛选拔人才。
参赛选手采用PPT方式对项目进行展示，评审
专家现场提问，根据团队、市场、技术、营销
等标准对项目评判打分，进而确定获奖项目。

烟台开发区以赛代招引人才
首届“业达智汇谷”创新创业大赛催生21个新项目

□记者 彭辉 通讯员 王琳琳 报道
本报乳山讯 每天下午，家住乳山市城区

街道办事处府苑社区的王贵兰都会到活动中心
排练舞蹈，这里有高水平的老师。在家门口享受
到高质量的文化培训服务得益于乳山文化人才
培养工程。

为留住基层文化人才，乳山对文化服务中
心进行升级，打造星级文化大院，提升社区图书
室，完善基层文化载体，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今年以来，乳山组织文化骨干深入基层
开展广场舞、秧歌、二胡等各类培训百余场，培
训5000多人次。为激发文化人才热情，乳山设立
文学艺术奖，涵盖文艺工作的各个领域，每三年
一评选，并组织宣传文化人才参加全国、全省市
各类文艺奖、社科奖的评选，对获奖作品及作者
进行配套奖励。

□记者 肖芳
通讯员 冯连营 赵维鹏 报道
本报莱西讯 近日，莱西市河头店镇小里

庄村民谭业臣，刚收完玉米就开始着手准备秋
种化肥。与往年自己开车去采购不同，今年他一
个电话打到附近的农村淘宝服务站，半个多小
时后，几天前在网上订购的20袋化肥就送到了
他家门口。

今年以来，莱西市在农村推行“电商＋快
递”服务模式，网购化肥、种子等农资，逐渐成为
农业生产的新时尚。据河头店镇农村淘宝服务
站工作人员谭立军介绍，今年“三秋”生产中，河
头店镇农民所需的化肥总量中，约有三成通过
电商购进。“下一步，全镇将充分利用农村淘宝
平台，帮助村民购进急需的良种、苗木、农资，同
时也将当地生产的优质农副产品卖出去。”河头
店镇电商办主任孙立娜表示。目前，莱西市村级
淘宝服务站已发展到120多家。

□林世军 报道
本报阳信讯 10月18日，阳信县智慧城市

建设管理中心的技术人员，正在通过“社情民意
及精准扶贫动态管理平台”输入该县第三季度
贫困户动态数据信息，为精准脱贫提供可靠的
智慧保障。

据了解，“智慧阳信”项目是全国首例PPP
模式在建的智慧城市项目。该项目最大程度地
实现了资源共享、互联互通，加快推进智慧社
区、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信息惠民工程建设，
让脱贫攻坚走上了“智慧云端”。

乳山：文化人才
“激活”群众文化生活

网购农资
成莱西农村新时尚

阳信脱贫攻坚
走上“智慧云端”

□郭传义 报道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陈田安博士，在烟台

德邦科技公司实验室指导研发人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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