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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肖芳

今年全国两会上，青岛“造血式”产
业援疆得到了广泛关注。产业援疆，企业
是“先行军”。记者在即墨采访发现，在
青岛援疆队伍中，即墨企业组团援疆成为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其中，既有即发集
团等“老字号”知名企业，也有德瑞骏发
等新兴“高精尖”企业。不同于落后产能
的转移，这些企业的援疆是高水平、高起
点新项目的转移和承接。有科技含量、有
增收实效，成为青企援疆的一大亮点。

新疆服装业

用上国内最先进缝纫机
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

有着60多年历史的纺织服装知名企业。在
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新疆实施“纺织
服装行业促百万人就业计划”的背景下，
即发集团因其发展实力和就业带动力被寄
予厚望。2015年11月，在中央和省市领导
的关心支持下，即发集团作为山东省第八批
援疆企业之一，与新疆喀什地区英吉沙县人
民政府签订了300万件服装加工项目投资协
议，总投资6800万元。2016年3月，该项目
在英吉沙县服装产业园正式投产。

该项目甫一投产，便以其高科技、高
起点在中国服装纺织行业引起了不小的
“震动”。“中国最先进的缝纫设备，不
在内地，而在新疆！”即发集团副总经理万
刚表示，英吉沙项目用上了即发集团耗资数
百万元从日本、德国进口的最先进的缝纫机

和电脑自动裁床设备。该组设备不仅排版
科学，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布匹下脚料，而
且自动化程度高，可以大大减少人为误
差，在中国服装纺织行业处于领先水平。

“作为行业龙头，即发援疆项目的规
划一开始就定位于信息化、现代化、智能
化。”万刚介绍说，即发集团在英吉沙投
入的生产设备是最先进的，即便在即墨总
厂也从未使用过。目前，英吉沙项目不仅
承接内销订单，还负责生产出口美国的高
端针织产品。截至目前，即发已在英吉沙
县吸纳了300名维吾尔族年轻人就业。即发
落地的英吉沙县服装产业园，也已聚集起
如意集团、中兴手套等大批手套、服装、
针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

在完善纺织产业链配套上，即发也在
新疆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新疆虽然
棉花产量占全国的60%，但当地棉花加工
产业链并不完整，只有最上游的纺纱产业
依托成本优势发展较快，后面的织布、印
染等环节缺乏配套。即发在英吉沙县加工
服装所使用的布料，不得不从4000多公里外
的即墨用汽车拉过去。为此，即发根据新疆
当地水资源短缺的现状，开展了走在世界前
沿的“无水染色”科研项目。目前，该项目在
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工艺方面已经取得
实质性的进展，一旦推开将为新疆延伸棉
花加工产业链提供关键技术支撑。

生物高科技

让牧民养马收入倍增
除了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畜牧业也

是新疆农牧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长
期以来受品种和品相所限，新疆当地马匹
的价格持续低迷，一匹马驹最低时只能卖
到三五千元。青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到来，为当地农牧民增收带来
了转机。

这家来自即墨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是国内马匹繁育改良领域的领军企业。公
司从澳大利亚等引入汗血、纯血、赛拉法
兰西等中高端纯种马，研发出世界先进水
平的马胚胎移植和人工授精技术。2012年
底，公司承担起科技部“科技援疆”项
目，在“天马”的故乡——— 新疆伊犁州特
克斯县成立控股子公司推广马匹品种改
良，使当地农牧民的马业收益比传统方式
增加了几倍乃至几十倍。

以一个普通牧民为例：以往卖出一匹马
驹，可以收入5000元到10000元；如果他通过
德瑞骏发为母马人工授精，花费约3000元，
但生出来是混血马，起步售价就是3万元；如
果他愿意通过胚胎移植让母马“借腹生子”，
花费约3万元，但生出来的纯种马，售价就会
高达10万元以上。目前，特克斯县政府为鼓
励农牧民改良当地马的品种，为马匹的人工
授精或胚胎移植提供财政补贴，农牧民只需
自己承担一半的费用。

据德瑞骏发公司副总经理邹志钢介绍，
2013年至今，公司已在特克斯县为农牧民繁
育改良3000多匹马匹，使农牧民的马业收益
翻了好几番。2014年至2016年期间，公司还
多次组织马匹繁育技术改良培训班，培养了
一批新疆当地的现代马匹繁育技术专业人
才，增加了就业岗位。未来五年，公司将

在全疆进行推广马品种改良，实现“生产
使用马细管冻精不少于100万支”和“胚胎
移植繁育高端马匹不少于2000匹”，预计
可为新疆当地实现社会增加值约80亿元，
帮助农牧民增收约46 . 5亿元。

吸纳来青就业

俩月工资等于种一年地
除了将新项目、高科技送到新疆群众

的家门口，青岛还有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
主动对接新疆各县市组织的劳务输出，吸
纳新疆年轻人到青岛就业。

位于即墨市通济街道南龙湾头村的龙
鹤针织有限公司，便是其中代表。这是一
家村办集体企业，主要生产儿童内衣，产品
出口欧美。去年4月，公司通过新疆劳务输出
公司招收了25名来自喀什地区莎车县的维
族女工。两个月后，公司总经理曹承爱亲赴
莎车县，再次招收了31名新疆女工。

曹承爱表示，近年来受内地用工成本增
加的影响，像龙鹤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面临
招工难题。新疆籍务工人员是由当地政府统
一组织培训，有组织、成建制地输出。这种务
工的稳定性，正是企业所需要的。在龙鹤针
织公司，这些新疆女工和当地职工同工同
酬，包吃包住，每月工资2000到3000元。

来自莎车县阿瓦提镇的阿依努尔·艾麦
提说，她在龙鹤做工两个月的工资，差不多
是在家种地一年的收入。她原本打算只干一
年就回去，“把家里房子装修一下，再搞个围
墙，买几只羊”，可现在她想至少干3年，这样
就能彻底改变家庭的穷困面貌。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郑兆雷 报道
本报茌平讯 “搁以前，许庄的老枣树

即便‘荒着’，外人也甭想动半个指头！”3月
22日，茌平县肖庄镇许庄村北枣园田埂上，
说起“许庄枣树对外流转”的事，原被视为

“外人”的田庄村枣农田庆生又激动起来。
茌平是中国圆铃大枣之乡，大枣栽培

历史有3000年了，但产业优势曾一度发挥
不佳。县“大枣办”曾作过一份调查：全
县1 . 1万棵百年老枣树，多半管理粗放，一
棵能结四五十斤算高产了，“有树无人
管、有人无树管”的现象并不鲜见。

许庄村委主任许占亮说，老枣树之所
以流转难，主要是村民有顾虑：“荒着”
起码是自己的，流转出去一旦收不回，就
成外人的了，那可没法向“祖宗”交代。

“沉睡的枣树”如何唤醒？
2014年，肖庄镇试点将许庄村5000余棵

老枣树“化零为整”，纳入肖庄镇圆铃大枣生
态园，在确保所有权、承包权不变的基础上，
枣树的经营权由园区统一面向社会招标，谁
出价高、管得好，经营权就归谁。很快，5000
多棵老枣树就流转了出去：拿到许庄枣树

经营权的，不仅有120户本村枣农，还有30
多个“外来户”。其中来自朱楼村的朱士
旺一人就占1116棵枣树，田庄的田庆生则接
管了许风生家的102棵枣树。

2016年初，县里又把“三权分置”推
向全县的20多个枣树村。博平镇前王村很快
总结出“新经验”：对1500棵老枣树采取“承
包权折股量化到户，经营权对外发包，分利

不分树”模式，经营权由30户村民和20个“外
来户”打理，分红却是全村人人有份。当年
底，310口人的前王村，枣树分红9万多元。

“三权分置”，县里并没有当“甩手
掌柜”：围绕“晋文公避难茌平”的历史
和地方史志中“晋台夕照”的记载，复建了晋
台、室外竖起7米高的晋文公青铜像、修起象
征寒食文化的介子亭，还投资500万元建起
中国圆铃大枣博览馆、枣王斋等人文景观，
并已连续5年举办中国圆铃大枣采摘节。

“三权分置”使流转更让人放心。许
庄枣农许风生告诉记者，原先村内流转，
一棵枣树给3 0元算高价了，现在公开招
标，田庄村的田庆生一棵树给100元，102棵
树啥不管，到年底就收入1万多元。

老枣树更是变身“摇钱树”。朱士旺
利用1116棵枣树的经营权注册成立了“茌
平枣尚好有限公司”，开发出40多个品种
的产品，年销售额近百万元，其中的枣芽
茶卖到360元／斤。

目前，全县1 . 1万棵百年老枣树全部完
成确权，得到有效保护。2014年以来，全
县未发生一起老枣树砍伐事件，平均产量
由每棵不到50斤提高到100多斤。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徐军峰 报道
本报威海讯 3年探索不寻常，一朝成

功即走红。3月20日，记者在威海南海新区见
到了中国北方工厂化养殖海马获得成功第
一人俞兰良。“产业化后市场前景非常好，更
拉动一方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俞兰良说。

3年探索，从最初只有100对种海马到
现在拥有1万对，“工厂化”养殖海马规模
也已达到了40万尾；年加工干海马形成产
量已达1吨，全国各地订单却有5吨；由于
海马个头越来越大，品质越来越好，干海
马价格从1公斤3000元涨到了5000元，目
前，当地政府和水产养殖部门及养殖企业
正在探索成立更大规模养殖合作社。

海马是一种生长于暖海的小型海洋动

物，因头部呈马头状而得名。海马是名贵中
药材，由于天然暖海海域中海马资源越来越
短缺，人们开始尝试人工养殖，但海马对养
殖环境要求极高，人工养殖条件下的成活率
一直是个难题。即使在南方小规模养殖成
功，养殖成本居高不下，养出来的海马个小，
品质不理想，因而一直难突破规模养殖。

2014年底，威海南海新区一家养殖场以
600元一对的价格买来100对种海马，放在养
河豚的池子里。“威海这边的水质好，只
要能控制好环境温度，相信我能够养好海
马。”对海洋鱼类养殖颇有经验的俞兰良
凭着闯劲和韧劲，开始挑战北方海域水产
养殖的这个空白领域。

100对种海马在俞兰良的养殖池中存活
了下来，并在几个月后交配产仔，这让他

很高兴，但刚出生的小海马大批量死亡，存
活者寥寥。经过仔细观察，俞兰良发现，刚出
生小海马的嘴只有针尖大，没有适口的饵料
可能是导致大量死亡的主因。俞兰良改进了
饵料，慢慢地，小海马的成活率逐渐提高。

难题解决了一个，接着又会有下一个。
俞兰良和他的攻关团队在当地水产养殖部
门支持下，并请来国家院所和高校专家会
诊，终于海马养殖开始上台阶成规模了。

记者在暖烘烘的养殖大棚里，透过清澈
的海水看到，成方连片的养殖池子里蠕动着
密密麻麻的海马，不同池子里的海马大小不
同，原来它们是按照出生日期分开喂养的。

前些日子，这家养殖场刚给一个外地合
作伙伴提供了100对种海马，每对价格400元。
目前干海马的市场价格，400头的是5400元每

公斤，500头的是5000元每公斤，600头是4600
元每公斤。南海新区养殖的海马，大部分达
到了400个头（1公斤400个干海马）。

种海马如此珍贵，为什么还要提供给他
人？南海新区相关负责人笑着说，“我们
期望的是海马养殖要形成一个大产业，一
个集群产业，那样，才会促进区域性水产
养殖业尽快实现转型升级。”

南海新区海马养殖越做越有成效，全国
各地的经销商都找来想与他们签约供货，订
单都累积到了5吨之多，但他们现在的养殖
规模只能实现年供1吨干海马的产量。

“这个最怕散户们一哄而起，那样会毁
掉这个前景广阔的大产业。”俞兰良说，现在
最需要政府支持，成立一个海马养殖合作
社，让海马养殖实现科学有序发展。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别人毁坏了一棵树，他会心疼得吃不下饭；发现有人晚上
偷树，他连续几夜上山蹲守抓贼。因为护林得罪了人，他家的
麦子被人点了火。山林起火，他奋不顾身扑火，肺部严重烫伤
进了重症监护室。出院没两天，他惦记那片山林，又让人骑着
摩托车两次带他上山巡视……

他是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护林员张传聪。护林员的收入
低、责任大，可碑廓镇圣公山、韩家山的1500亩山林，像他的
孩子一样让他难以割舍。今年正好年届60岁的他，已守护这片
山林四十余个年头了。先后荣获日照市优秀护林员、岚山区第
三届敬业精神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快救火，快救火！”昏迷中他还一直在喊这句话
今年2月20日晚发生的一切，让张传聪的妻子相玉桂至今

心悸不已，说着说着就哽咽失声。
那一晚，本来跟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上山巡视了一天的张

传聪吃过晚饭，觉得乏累便早早躺下。还没出正月，家里没有什
么农活，相玉桂吃过晚饭便坐在堂屋的沙发上看电视。九点左
右，张传聪突然接到村民电话，说看到后山起火。他当时抓起一
件衣服骑上摩托车，一句话没顾上跟妻子说，就上山救火去了。

站在门口望着那一片火光，相玉桂慌得瑟瑟发抖，站立不
稳。在春夜的寒风里，曾四五次帮着丈夫上山救火的相玉桂非常
清楚，在这样的天气里，如果被火围困了，将是怎样的后果。

张传聪往外跑的当口，仅顾上给镇林业站站长罗淑军打了
个电话，随后上护林房里抓起一个灭火器，便孤身一人奋战在
那片火海里了。晚9点40分左右，等到镇村各部门单位的后援
赶到时，火势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罗淑军说，看到他们赶到的
张传聪，像卸下了重负一般，趔趔趄趄走到一边，躬身半趴在
地上，不停呕吐，却什么也没吐出来。罗淑军问他要不要去医
院，他摆摆手说不用，“透透风就好了”，稍刻却昏了过去。

他们赶紧把张传聪送往医院。由于伤情严重，张传聪被从
镇医院辗转送到岚山区医院又送往日照市医院。在往救护车上
抬时，罗淑军说，陷入昏迷的张传聪，嘴里还一直喃喃着说：
“快救火，快救火！”

随后，张传聪被送进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观察了三天。因
为呛入气体造成呼吸道灼伤以及引起肺肿、肺炎，张传聪在医
院住了16天才出院。3月21日，记者见到张传聪时，他仍不时
咳嗽，吃饭时咀嚼下咽困难。但几天前，因为惦记着山林，他
已经央人骑着摩托车带他去上山巡视了两次。

每一天，当村庄刚在寂静中醒来，张传聪就骑上摩托车开始
巡视村后的这片大山。1500亩的山林，转一圈要将近两个小时。
中午头，在刚建成不久的护林房里，煎饼卷菜就着白开水，就是
一顿午饭。等到暮色沉沉，山下的村民们开始吃晚饭了，他才从
山上往下走。几年里，他已经骑坏了家里三辆摩托车。

逢年过节防火形势严峻，张传聪在山上一住就是几天。四
十年来，年三十他没有帮家里贴过一次对联，没在家过过一个
囫囵春节，大年初一从来是吃几个饺子就上了山。

除了春节、清明寒食，每年三月三，他也是一夜不敢眨
眼。“昔仲尼，师项橐”，传说圣人之师项橐就出生于碑廓镇
南袁家庄村，因后世尊他为圣公，圣公山由此得名，山上还有
圣公庙一座。每到三月三，到圣公山上拜圣公、逛庙会的达上
万人，连续几天烧香祭拜。

平时，张传聪每天都要去山上报到，家里的农活根本顾不
上。每年秋收，都是妻子把该割的割了，该刨的刨了，张传聪抽空
去拉回家。与之对应的是不宽裕的收入，这两年才涨到每年一万
五千元。为这事，夫妇俩也“闹过仗”。“我说，‘咱庄户人
家，得养家糊口，不干了吧。上周边打个工，每天也有一百块
钱啊！’可他不听，说领导让干，就得干啊。”相玉桂说。

领导不放是一方面，干了这么多年，张传聪已经对山上的一
草一木有了感情。“别人毁一棵树，我心疼得吃不下饭，跟破坏了
我的家庭一样。”为了抓偷树贼，他曾经连续几夜在山上蹲守。

护的是林，面对的是人，张传聪不是没有过委屈。巡山
时，他曾因为制止在山上吸烟的青年，而被对方爆粗口，更扬言
要揍他。甚至因护林得罪了人，在马上要麦收时，一亩多的麦子
被人给点了……面对这些，张传聪始终初心不变，回头该护林还
护林，该咋管还咋管。“好活孬活都得有人干不是？”他说。

丈夫对护林员这份工作的热爱，相玉桂看在眼里。慢慢地
开始理解了丈夫，还多次帮丈夫去周边山上救火。“他既然愿
意干这个，我们不就得维护他？”相玉桂说。

3月21日，脸庞黝黑、身材魁梧的张传聪告诉记者，等恢
复差不多了，还得赶紧守林去，因为眼看清明节、三月三就要
到了。“山还等着我哩。”他说。

为扑救一场大火他在重症监护室观察三天，

昏迷中仍喊着“快救火，快救火”，身体恢复

不到一月就着急上山。护林员张传聪———

“山还等着我哩”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宋杰 张奇 报道
本报肥城讯 “去年，我们引进了国内最先进的UV氟碳

生产线，年产绿色节能装饰保温板150万平方米，生产能力居
国内同行业前五位。”3月13日，在肥城鲁泰科技新型建筑墙
材生产车间,总经理赵德存向记者介绍公司的拳头产品。

“市场需要‘啥’，咱就生产‘啥’。在立足新型建筑
墙材的基础上，我们不断丰富产品种类。”赵德存说，今
年，他们将加大环氧树脂、固化剂等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力
度，力争做防腐涂料细分市场第一名。

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说：“肥城是‘建安之乡’，我们
推进建筑业转型升级，围绕企业培强做大、产业链条延伸、
多元多业并进三大重点集中攻坚、用力突破，让‘肥城建
安’这块金字招牌愈发靓丽。”目前，全市共有70家建筑企业
进行了资质等级升级或增项，企业规模、数量、资质等级位
列全省前列。2016年，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达到231亿元、
同比增长6 . 9%。

肥城建筑业转型升级
有“招数”

咱家老枣树 “外人”能经营

“三权分置”唤醒茌平万棵“沉睡枣树”

“我们最先进的缝纫设备在新疆”
——— 细数即墨企业“组团”援疆新亮点

威海南海新区工厂化养殖海马获成功———

年产量1吨，订单已累积了5吨

□冯长禄 报道
枣农介绍老枣树的树龄：“长成这样，至少得100年了！”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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