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贫雪藕正丰收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杜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11月17日，随着高压水枪的不断冲刷，一根根洁

白的雪藕浮上水面，不一会儿一大片水面就飘满了雪藕。
目前正是雪藕的丰收季节，莱芜高新区鹏泉街道龙崮河畔一派

繁忙的出藕景象（上图）。“虽然今年是第一年种，但是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定期进行施肥管理，雪藕长得很好，从这几天出藕情
况来看，每亩藕池产藕可达3000斤以上，每名贫困户能增收900多
元。”近崮村党支部书记李忠实高兴地说。

为了确保贫困户早日得到实惠、见到收益，东龙崮和众、南龙崮
万福山、近崮惠崮三个果蔬专业合作社主动联系雇用专业技术人员
出藕，以保证出产雪藕的质量，每天可出产雪藕1000多斤。

同时，高新区、鹏泉街道扶贫办积极帮助联系销路，一方面组
织各村骨干代表到牛泉镇贺小庄碧泽莲藕产业示范园进行现场考察
交流，了解市场行情，并帮助联系雪藕联盟、农贸市场组织商贩上
门收购；另一方面，主动协调区街道机关食堂、区内各企业食堂按
市场价格进行采购，有效保证了雪藕的销路。从目前情况来看，销
售状况良好，基本能达到日产日销。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贾鹏 王玉强 报道
本报乐陵讯 “这几天虾苗就可孵出，一个月后可从育苗车间

移至养殖车间，正好能赶在春节前上市，每公斤可卖到120元，年
纯利润预计2000万元。”11月17日，在位于乐陵市寨头堡乡的现代
渔业示范区，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项目投资方——— 乐陵市孟氏渔
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孟凡佳介绍。

去年7月，省海洋与渔业厅投入500万元政策性资金，支持乐陵
市发展优质渔业项目，吸引孟氏渔业投入800万元，规划建设南美
白对虾工厂化育苗车间1个、养殖车间5个，占地1 . 29万平方米。目
前，育苗车间已投用，养殖车间11月底将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这
一项目是该市的重点扶贫产业项目，投产后可吸纳20名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就业，每人年可增收1 . 2万元。

“示范区原是一片废弃的砖窑厂，但当地供排水条件好、水质
好，有利于发展水产养殖。”乐陵市水产局局长李茂勇介绍。记者
在育苗车间看到，3个对虾育苗池汩汩冒着氧气气泡，棚内设有砂
滤罐、生物净化池塘等设施，顶棚的4层遮阳板，让车间温度常年
保持在30℃左右，可实现一年四季不间断生产。“露天池塘养殖一
年出一茬虾，工厂化养殖一年出4茬虾。露天池塘养殖每平方米年
均收益在30元左右，工厂化养殖可达600元左右，是露天池塘养殖
的20倍左右。”孟凡佳介绍。

今年，省海洋与渔业厅又给乐陵市投入600万元，计划吸引社会
资金910万元，扩建南美白对虾工厂化养殖车间1 . 26万平方米。

乐陵废弃砖窑嬗变工厂化养殖示范区

南美白对虾

“游”出富民路

□本报记者 魏东 李明
本报通讯员 陈仕钊

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记者听到最多的
一个词就是“环保”。从智能化监管到企
业生产工艺升级改造，从落后装置和工艺
的淘汰到园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布局，无不
体现出东营港人的“环保法则”。重污
染、能耗高项目不上,产业技术落后、市场
前景差的项目不上 ,不能融入园区产业链
条、发展能力弱的项目不上,为了环保,3年
来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拒批了30多家企业近
200亿元投资入园的要求。

园区遍布

环保部门的“鼻子”“眼睛”
10月12日，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

内某企业装卸区VOC阀值数据超出正常范
围，东营港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心监视屏
幕上立即弹出报警信息，港区环保局工作
人员立即驱车前往该企业检查，发现该企
业罐区正在进行装卸作业，作业过程中挥
发性有机物暂时超标，并无违规现象。

企业的各类数据是如何实现实时监控
的？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东营港环境监控
应急指挥中心一探究竟。从指挥中心监视
屏幕上，记者看到海科瑞林、爱克森等企
业重点污染源位置的监控画面正实时显
示，工作人员点击图标，厂区分布，气象

数据，各厂区有毒、异味气体的实时监测
浓度表，都一并显示了出来。

东营港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心在企业
周边设立了7个空气质量监测站、67个污
染源监测点、51个视频监控摄像头，可以
对厂区硫化氢、氮氧化物等19种气体浓度
进行实时监测，监测数据上传指挥中心，
浓度超标系统会自动报警。“环境监控应
急指挥中心的建成相当于为整个园区的环
保工作装上了‘眼睛’，安上了‘鼻
子’。”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环保局局长李
爱涛介绍，通过对危化气体扩散特点、危
害性质、气象条件、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
下的扩散规律研究，系统可生成危化气体
扩散的数学模型，这对突发事故的迅速定
位、处置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应急指挥中心还在东营港化工园区与
仙河镇交界处设置了远程红外光谱分析
仪，可以检测硫化氢、苯系物等具有异味
的气体。“以前跨区域环保执法难度很大，
如果企业偷排废气，我们只靠鼻子闻很难
找到污染源,通过远程红外光谱分析仪的实
时监测，可以对边界预警及处理跨区域的
污染纠纷提供数据支持。”李爱涛介绍。

污水坑里

“长”出生态湿地
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南侧

有一片湿地。记者看到，湿地内成群的野

鸭正在嬉戏游曳，成片的芦苇荡已露出水
面一米多高，水中散布着碧绿的浮萍，时
不时会泛起鱼花。可谁会想到，孕育出这
样美景的水系竟然是处理后的“污水”。

记者登上湿地北侧的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池,只见泛着泡沫的暗
黄色污水在池内不断地翻腾。李爱涛说 ,
“企业来的污水经过生化处理系统、加氯
消毒处理系统等六部分工艺处理后，这些
污水将变成清澈见底的达标水。”带有浓
烈气味的暗黄色污水处理后会变得澄清，
记者带着疑问来到污水处理完成后的出
水，只见10多个池子内缓缓流淌的水质果
然清澈见底，肉眼看不到任何杂质。

据介绍，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
厂占地面积150亩，总投资2 . 7亿元，2012
年7月份开始运营，目前日处理污水能力
已达5万立方米。在污水处理厂的西面和
南面，还分布着大片由火山岩、砾石、沸
石填充而成的生态湿地，污水处理厂排出
的原水将流入湿地进行深度净化。

“污水处理厂排出的原水进入垂直潜
流湿地后，通过湿地内种植的挺水植物和
火山岩等填料表面附着的微生物进行生化
作用，进一步分解水中的有机物和氨氮成
分。”李爱涛告诉记者,“潜流湿地单元的出
水进入到沉水植物塘中后，沉水植物会进
一步吸收水体中的营养物质，污水能得到
深度净化。”记者了解到，这片湿地建设面
积240亩，投资近2800万元，水体在湿地中经

过7天以上的生物处理后可达到地表水V类
水质标准，然后会进入港区水系。

为防止企业偷排偷放，港区还在每个
企业污水排放口安装了标准计量用房，标
准计量房内安装有流量计及COD、氨氮在
线监测系统，污水收集也由地下全部改造
为地上管网，并投资600余万元，建设了
雨排监控装置25套。

内外施策

园区环境“提”起来
“加大执法力度，以‘铁腕’治隐

患、以‘铁纪’守底线，才能对非法违法
行为起到震慑作用，环保工作才有保
障。”李爱涛说。为加大环境监管，东营
港经济开发区环保局采用突击夜查与日常
监管相结合的方式，24小时对企业排放实
施监控。节假日安排双人值班，时刻保持
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为确保企业废气达标排放，开发区加
大了检查督促力度，企业环保投入都有了
大幅增加。前几年，东营港的企业累计投
资超过2亿元，建设了集中供热脱硫脱
硝、可燃工艺废气气柜回收装置、塔顶气
回收装置、密闭采样器、罐区自动切水
器、装卸车油气回收装置、污水处理厂除
臭装置、螺旋机处理装置等项目，催化烟
气脱硫、污水处理厂除臭等工程也正在加
紧进行中。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徐 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我们公司以废旧矿泉

水瓶等为原材料，经过干燥、纺丝、卷绕，拉
伸等工序，最后经打包机打包，生产出涤纶
纤维，用到下游工厂，可用于防水材料、精
致台布、纺织等，让废品有了新价值。”潍坊
市万润化纤有限公司总经理崔伟说。

如今，在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像万润化纤这样，通过循环化改造助力发
展的企业逐渐增多。滨海区实施“绿色循
环+企业”，推进循环式生产，鼓励企业
加强技术改造、工艺革新和设备产品更新

换代，实现清洁生产、安全生产、绿色生
产。3年来，全区完成投资200多亿元，实
施了石大昌盛、新和成蛋氨酸等150个循
环化改造重点支撑项目，同时还有丽波日
化15万吨洗涤剂等52个技改项目，新能源
发电达15亿余千瓦时，不断完成的循环经
济项目引领了滨海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近年来，滨海区加快推进企业循环式
生产、产业循环式组合、园区循环化改
造，纵向成链横向成网，构建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的海洋产业体系，成为潍坊市首个
国家级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当
前，滨海区正加快构筑以中海油海化、中

化弘润、新和成等龙头企业和骨干项目为
主，以盐化工、石油化工、医药化工、新
材料等为重点领域的全循环产业链。

滨海区实施“绿色循环+产业”，推
进循环式组合，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推进
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聚焦海洋动力装
备、绿色化工、生物医药、临港物流、滨
海旅游等主导产业，有针对性地造链补链
强链，三年来累计落户产业链项目150多
个，总投资300多亿元，促进产业横向耦
合、纵向延伸，推动产业实现优质化、高
效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整体提升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水平

位于滨海区的中碳能源、联兴科技等
企业，通过回收煅烧石油焦余热生产蒸
汽，解决了周边70多家企业热力供应，年
可节约标准煤15万吨。通过上伸下延，连
点成线，滨海区最大限度实现项目间、企业
间、产业间首尾相连、物尽其用，极大地提
高了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目前，滨海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
到88 . 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
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与产业链条紧密
连接，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关联度达到75%，
实现区域内工业生态经济平衡发展。

企业循环生产 产业循环组合 园区循环改造

滨海区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88 . 5%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打造环保升级版

污水“生”湿地 平台管园区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巫纪超 报道
本报济宁讯 去年以来，济宁市任城

区连续实施了社区办公服务用房达标升级
工程，累计投入财政资金近6000万元，强
力推进社区场所建设，实现了全区83个城
市社区全部建有一站式服务大厅，场所平
均面积达到675平方米。

该区利用辖区资源，将机关事业单位

闲置、腾退或对外出租的房屋优先作为社
区办公服务用房调剂对象，筛选确定了8
处交通方便、利于服务的沿街用房交付社
区使用。阜桥街道解放路社区协调辖区单
位区财政局，在城区核心位置争取到一处
市值500余万元的的闲置办公楼。他们盘活
社区现有资源，采取新建、扩建、购买、置
换、收回出租房屋等方式，满足办公服务需
求。古槐街道西门社区利用闲置建设用地，

新建了150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越河街
道古路沟社区将外租门面房全部收回，改
建为“一站式”服务大厅，实现了达标升级。

去年以来，区财政列支2600万元专项
奖补资金，争取省市奖补资金1400余万
元。为加快建设进度，对新建达到300平
方米标准的，给予80万元至120万元补助；
对通过购买门面房、建设面积超过600平
方米以上的加大奖补力度，按照合同价款

不少于90%的比例予以奖补；对扩建、调
剂、置换等方式达到300平方米标准的，
按工程造价的80%进行补助。目前，全区
27处面积偏小的社区场所全部达标，21处
服务设施不完善的场所全部升级，共新增
场所面积25000多平方米。

2016年，在实现社区场所面积全部达
标的基础上，按照“全部建有一站式服务
大厅”的目标，区财政列支1100余万元，
争取省市奖补资金860万元，对社区场所
进行提档升级，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满
足日常办公、公共服务、文化体育、日间
照料等多方面的需求。先后高标准建设了
仙营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竹竿巷社
区志愿者服务中心、西门社区社会组织孵
化中心等，形成了“魅力金城”“七彩越
河”“善满古槐”等一批党建服务品牌。

任城区83个城市社区场所提档升级
累计投入资金近6000万元，一站式服务大厅全覆盖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8日，位于青岛市市南区前海一线景区的天

后宫广场公厕面向公众投入使用，该公厕增设无线WIFI网络、
LED屏幕、手机加油站、自助售货机等服务设施，让游客畅游景区
更加便利。

新建成的栈桥景区天后宫广场公厕属于多功能集成公厕，遵循
“一厕一策、一厕多用”设计理念，在满足公众基本如厕需求的基础
上，依托景区公厕平台建设增设景区服务工作站，为景区治安、城管
执法、环卫作业提供综合性管理服务平台。截至目前，市南区标准公
厕建设数量已达到112座，在青岛市率先达到住建部“每平方公里不
少于3—5座公厕”标准，其中多功能集成公厕达到9座，市南区“公
厕革命”迈出了坚实步伐。

青岛市南区建成112座标准公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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