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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东 李明
通讯员 张海云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26日，记者从东营市科

技局了解到，前不久专家对山东大海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完成的“多晶硅掺镓铸锭降光
衰技术研究”项目进行了科技成果鉴定，一
致认为该项科技成果，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该项技术通过开发硼镓共掺工艺，使得电
池光衰降至1%以下，效果明显优于单独掺硼工
艺，有效解决了硅片中硼氧复合体缺陷难题，
使得电池片转化效率稳定在18 . 5%。项目先后
投资1158万元，首次实现了掺镓铸锭工艺的工
业化量产，研究成果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

景，经济社会效益显著。目前，高效多晶硅锭
产能达1200MW，可生产多晶硅片2 . 5亿片，实
现销售收入2 . 29亿元，利税1135万元。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创
新”发展理念，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今年以来，东营市全面贯彻国家“十三五”
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要求，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积极搭建
企业创新平台，全市科技服务体系日益完善。
截至目前，东营市实现技术交易14 . 9亿元，各类
科技孵化设施在孵企业879家，为东营市经济转
型发展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研发机构提质升级工程顺利实施。国家采
油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迎接国家科技部验收

工作基本就绪，研发大楼建成投用，实验室常
规设备布置完成，检测中心、实验室等试验平
台陆续搬入，综合展厅正在进行设计。积极推
进创建电子陶瓷材料、铜复杂资源清洁冶金两
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科技厅向国
家科技部作了重点推荐。

坚持“市场导向，企业主体，政府支持，
收益共享”，东营市科技孵化设施建设成效明
显，创新创业品牌培育力度也不断加大。以石
油石化为特色、以高端科技服务业为主要业
态，该市规划并开工建设了东营创新广场。全
市众创空间场地面积发展到10 . 14万平方米，入
驻创业团队和企业达到607家；16家孵化器（众
创空间）在省科技厅备案，2家在国家科技部

备案。全市各类孵化面积达到76 . 1万平方米，
在孵企业879家，区域创新创业承载能力日益
提高。

有了好的科技成果，怎样使它们成功转化
成有效生产力？畅通成果转化渠道才是关键。
东营市取消科技成果鉴定计划管理，实行“全
天候”受理，并将成果鉴定与项目论证有机结
合，方便了科技人员，提升了成果鉴定质量。
积极推动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入网仪器达361
台，设备原值3 . 6亿元，争取省创新券为小微
企业提供直接补助3 . 5万元，降低了企业创新
成本。目前，全市登记技术合同836份，实现
技术交易额14 . 9亿元，保持全省前列。鉴定登
记科技成果79项，完成科技查新项目250余项。

完善科技服务体系 搭建企业创新平台

东营实现技术交易额14 . 9亿元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丹琪 杨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东营市垦利区兴隆街道，

只要提起“孔雀”两个字，大家都不约而同地
指向同一个地方，那就是西九村孔雀养殖户罗
永辉的家。

12月23日，迈进兴隆街道西九村村民罗永
辉家的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院子里大大小小
百余只闪烁着宝蓝色光芒的孔雀，有的骄傲的
昂着头盯着陌生的来访者，有的则懒洋洋地在
木栅栏上晒着太阳……罗永辉挎着一筐专供的
孔雀粮走进养殖棚，刚一进门，一群蓝色的孔
雀纷纷向她涌来，伸伸脖子摇摇头，像见到老
朋友一样，从她手中取走食物。喂养孔雀，观
察孔雀，打扫孔雀栏舍，这是罗永辉每天不变

的工作。
对于在外打过工的罗永辉来说，在家创

业，让她感觉到踏实，这一份安心才是人生最
大的财富。这位三十多岁的“孔雀大姐”，如
今已有了近4年的孔雀养殖经验。

提起养孔雀，罗永辉在兴隆街道是最有发
言权的人，她一边带我们参观养殖场，一边说
起了自己的养殖经历。“养孔雀，最重要一点
就是细心，就跟伺候孩子一样。”不善言谈的
罗永辉一提起她养的孔雀来，仿佛是变了一个
人。“家里孩子小，离不开人，为了增加点儿
收入才想了这么个法子，因为不懂什么技术，
当时心里也没底儿。”

创业之路并非如孔雀开屏般美丽。因为孔
雀属于特禽养殖，罗永辉身边并没有经验可

循，回想起刚开始养殖孔雀时的艰辛，罗永辉
到现在还是有些后怕。“2013年投入六万多元
在菏泽买了260只刚孵化的小孔雀，拿回来第
三天我看着有十几只就不太精神，第五天就拉
肚子了，看着他们奄奄一息心疼得要命。”罗
永辉说，为解决这个难题，她经过与卖家的沟
通，守在养殖场，观察、记录、治病、再观
察，一个小时看一次。整整三天三夜，罗永辉
几乎没合过眼，看到小孔雀复原的那一刻，她
的心里顿时明亮了。

在罗永辉经常使用的笔记本上，防疫时间
点、观察记录、好斗期重点看护经验、病情分
析、空气湿度情况等孔雀成长过程的一点一
滴，都密密麻麻地记录在册。字数不多，每段
寥寥几行字，却记录下了罗永辉几年来的艰

辛。
因为养殖的精心，本该两年产卵的蓝孔雀

在刚成年就陆陆续续产卵，“数量不多，在咱
当地的育苗场就能孵化，成本低多了。”正在
给小孔雀喂食的罗永辉说道，明年光凭自己养
的孔雀产卵就能自给自足。

经过几年艰辛的摸索，如今“孔雀大姐”
罗永辉经手的孔雀已有300多只，每年都能卖
出30余只孔雀和200余个孔雀蛋，一只成年的孔
雀能卖到1000至2000元。说起未来的发展方
向，罗永辉早就有了自己的盘算，“等养殖的
规模扩大了，我就不光卖孔雀和孔雀蛋了，孔雀
羽毛能制作工艺品，也能增加收入，我已经专门
学习了制作孔雀标本的手艺，明年春天就可以
制作孔雀标本了。”罗永辉满怀期望地说。

“孔雀大姐”有个创业梦

□记者 魏东 李广寅
通讯员 张晓光 王刚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21日，东营黄河会展中

心，为期三天的2016全国（东营）有色金属工
业展开幕，有色金属行业开启了一次强强对
话。

作为参展商之一，西南铝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小到啤酒、茶
饮料的外包装，大到长征系列火箭用的铝合金
锻环，无一例外在这次展会上亮了相。在该公
司青岛销售部负责人齐同街看来，能被邀请到
这里参展，是个难得的机遇。“一方面能借展
会把企业推荐给前来参观的客商，扩大我们的
市场；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借此机会与同行们
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进而了解现如今市场的
发展状况和我们的长短处，更利于企业成
长。”

和齐同街一样，中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
内业务部部长刘仲昱也对此次展会抱有很高的
期望。“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参加盛会，但我
们却感受到了整个有色金属行业的朝气和后
劲，也希望与更多的客商达成合作意向。”

齐同街、刘仲昱的想法与此次展会的举办
目的不谋而合。据了解，2016年全国（东营）
有色金属工业展，主要是为了促进有色金属工
业创新发展，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培育
新动能，同时为了更好地宣传、推广有色金属
工业节能减排与材料加工新技术、新工艺、新
产品、新设备，搭建有色金属工业技术与装备
展示及项目合作交流平台，让创新从“一指
禅”变成“握成拳”，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的协同效果。

据展会主办方介绍，东营有色金属工业展
共有56家单位参展，参展范围主要为有色金属
冶炼及加工、有色金属资源综合利用、对外技

术服务。除了以中铝西南铝为代表的重点铜铝
加工企业外，全国知名的铜冶炼加工企业、铜
镍冶炼加工企业，以及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
院、北京矿冶研究总院、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
等多个大型科研设计院所和行业知名大学也参
与其中，为展会的多元化再添新色。

值得一提的是，东营7家有色金属企业在
展会上也进行了特装参展。作为东营铜产业的
领军企业，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自主研
发的新型铜冶炼技术——— 两步炼铜新工艺受到

了众多参展商和客商的关注。“东营的有色金
属产业在这次展会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也让
我看到了东营本土企业在有色金属行业尤其是
铜冶炼行业上的优势，这种行业优势借助展会
的力量会取得更大的市场。”河南省有色金属
学会秘书长刘涛，在听完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
限公司业务员介绍后，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有色金属产业是东营重点打造的四大产业
集群之一，在这里举办有色金属工业展可谓实
至名归。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东营有色金属产

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产业规模迅速膨胀，
产业链条逐步完善，骨干企业实力雄厚，技术
装备优势突出，已发展成为东营市的支柱产
业。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全国唯一的“铜及
铜材产业知名品牌示范区”“国家火炬计划铜
冶炼与铜材深加工特色产业基地”，形成了以
铜冶炼、电解、精深加工为主的产业集群，
2015年生产阳极铜90万吨、阴极销70万吨，铜
产量位居全国第4位，轨道交通、风电用电磁
线产能居全国前2位，产业产值达到950亿元。

2016全国（东营）有色金属工业展开幕，本土企业受瞩目

有色之光闪亮黄河口

□刘智峰 李广寅 报道
12月20日，东营市东营区东城街道阳

光幼儿园老师在给孩子们展示利用废物制
作的小饰品。当日，该幼儿园组织开展
“绿色”手工课活动，孩子们利用常见的
废弃物品，动手制作出一件件手工艺品，
争当“创客”，变废为宝。

□李明 张燕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自12月7日起至12月底，东营

市对全市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冶金工
贸等行业领域重点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并对各县区、市属开发区冬季安全生产大检查工
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

本次执法检查重点突出危化品领域，共检查
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90家，烟花爆竹、冶金有
色、涉氨涉粉等其他行业领域企业30家。为确保
执法检查实效，东营市安监局成立6个执法检查
组，分别由县级领导干部带队，就近抽取2名市
级安全生产专家，采取听汇报、查资料、现场检
查等方式，针对资料和现场进行内部分工，实行
安全生产与职业卫生一体化执法。

对查出的隐患和问题，能当场整改的，责令
当场整改；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当场下达相关
执法文书，责令限期整改；对存在特别危险情况
的企业，视情况作出停产整顿的处理措施并及时
向当地政府反馈。截至目前，6路执法检查组共
检查企业55家，查处隐患611项，已整改127项。

安全生产大检查
查处隐患611项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及时发现餐饮环节食品安全

隐患，督促餐饮服务提供者加强餐饮食品安全控
制，有效防范餐饮安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维
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12月23日，东营市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

本次监督抽检覆盖东营区、河口区、广饶
县、垦利县、利津县、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东
营港经济开发区，涉及餐饮服务环节，对畜肉、
禽肉、煎炸用植物油、蔬菜、复用餐饮具、自制
熟肉制品、发酵面制品、酱腌菜、非发酵豆制
品、水产品、粉条、火锅底料、鸡蛋、淀粉制品
等14类产品，合计500批次进行了监督抽检，发
现18批次抽检样品不合格，合格率为96 . 4%。

本次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
粉条铝的残留量超标，检出柠檬黄、日落黄；熟
肉制品亚硝酸盐超标，检出克伦特罗；蔬菜农残
超标；酱腌菜苯甲酸、甜蜜素超标；海米检出二
氧化硫、胭脂红、日落黄；水产品检出抗菌药。
对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及其生产经营企业，东营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依法组织进行查处。

餐饮环节食品安全
抽检18批次不合格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26日，记者从东营市人民

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黄河口生态旅游
区将推出市民旅游年卡，主要面向东营本地市民
或在东营工作、居住、求学的群体，办理人只需
百元办理年卡，便可在年卡对应年限内，无限次
畅游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现为国家4A级旅游景
区，2013年被联合国湿地秘书处评为“国际重要
湿地”，2014年被列为山东省十大文化旅游目的
地品牌和“山东省最具魅力景点”之一，先后两
次入选全国六大“最美的湿地”，是联合国环境
署重点保护的全球13处湿地之一，先后被国家林
业局授予“中国东方白鹳之乡”“中国黑嘴鸥之
乡”。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将推出市民旅游年卡

□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广饶讯 12月25日，记者获悉，农业部

命名全国 1 0 3个县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4个市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广
饶县榜上有名。

其中，我省5个县被命名为“国家农产品质
量安全县”，分别是商河县、广饶县、寿光市、
沂南县、成武县。威海市被命名为“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市”。

广饶获评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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