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海政 张小寒

校园有毒塑胶跑道事件一度闹得沸沸
扬扬，如何保证塑胶跑道没有刺鼻气味、
不挥发有害物质？3月27日，记者在山东万
图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访时了解
到，这个难题已被该公司的“教授团”攻
克。

“塑胶跑道大量使用胶水做粘合剂，
而胶水里含有塑化剂，塑化剂里的有害物
质会持续释放。”公司董事长闫建强说，
“我们就给教授团队出了一个课题：开发
一种使用我们无毒生态塑化剂的胶水产
品，用来替代原有的塑胶跑道胶水。现在
这种胶水已经研发完成并投放市场，我们
与塑胶跑道生产厂家已经开始合作。”

闫建强所说的教授团队指的是公司成
立的“高分子材料研究院”，国内15家高
分子材料研究领域顶尖院校的专家，成为
研究院的“最强外脑”。此外，研究院还
高薪聘用了3名博士、31名硕士作为常驻研
究员。

“我们自己的研发力量大部分在本部
搞研发，还有一部分人在外面跑市场，主
要是了解当前市场上对高分子材料的需
求。然后对市场调研信息进行筛选，选择

一些市场需求量大而现有产品无法满足需
求的项目。同时，定期把外聘专家教授召
集起来，把从市场上寻得的‘绣球’抛给
他们，哪所院校觉得以自己的研发能力能
够承担这个项目，我们就与他们展开合
作。我们自己的研究人员可以参与高校的
课题组，共同研发新材料、新产品。”闫
建强说。

万图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高分子材
料研究院”，汇聚中科院、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内著名高校及科研
院所的教授，对公司的重大科技决策、重
大技术开发、项目攻关、重大技术改造和
重大技术引进进行调研、论证，提出咨询

建议和意见，围绕环保高分子材料等多个
产业链进行技术创新，建成一个环保高分
子材料交流合作的公共平台。这样一来，
企业为高校提供教学科研基地，而学校的
科研项目和技术成果可就地实现转化，为
企业注入更多的创新能力。通过产学研合
作，该公司生产出填补国际空白的无苯塑化
剂，苯含量为零，彻底解决了现有增塑剂产
品有毒物质溶出问题，成为市场新宠。

“其实，我们就是在做市场和高校之
间的‘二传手’，向高校教授‘抛绣
球’。”闫建强一语道破成立研究院的目
的。成立不到两年时间，研究院的“成绩
单”令人瞩目，已成功开发出环保卫生安

全型增塑剂、环保钙锌复合稳定剂、环保
PVC浸塑液水性涂料用软化剂、成膜助剂
等环保材料产品，可以广泛运用于医疗器
械、食品包装材料、儿童玩具、环保涂料
等产品，公司也因此牢牢握住了通往市场
的“金钥匙”。

把市场“绣球”抛给“教授团”

工业发展看文登·驻厂札记
融媒体报道⑵

□彭辉 报道
山东万图威海研究院工作人员在进行研发工作。

相比大城市，县域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难上加难。万图公司转变思路，利用自己
的生产优势和市场优势，为专家教授找题
目，改变了以往的从属地位，与顶尖高校
院所成为合作者，达到了双赢目的。产学
研合作，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只要肯动
脑筋，总会找到适合自己企业的方式。

今年，文登区推出一系列政策“加油
包”，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创新，财政专项
工业扶持资金从1亿元提高到今年至少2亿
元，政府牵头运作了2 . 5亿元精准扶持基
金，鼓励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增强创新能
力，推动产学研合作。

■采访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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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 娜
记 者 姜言明 报道

本报东平讯 今年的清明节祭扫，东平
县白佛山脚下罕见地没有了往年处处焚烧纸
钱的情景。原来，该县东平街道位于山脚下
的于寺、石马、焦村、虹桥四个村庄建起了
公益骨灰堂，村民统一到追思堂祭扫，农村
传统祭祀风俗正在由“入土”到“入堂”，
向“文明低碳祭扫”转变。

这座骨灰堂建在山脚下，投资500多万
元，是一座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的三层楼
房。青松环绕、庄严肃穆。东平街道党工委
书记许洪顺表示：“这几个村位于城郊，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资源非常紧张。
另外，个别村办丧事还存在铺张浪费、互相
攀比的歪风，因此才下定决心扭转这种不良
风气。”

骨灰堂建成容易，群众的思想却难做。
“村民的传统观念很难改变，普遍存在祖坟

不能随便动的老思想。”于寺村党支部书记
于贵海说，在这个过程中，村里的红白理事
会起了关键作用。

李云柱是于寺村一名3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也是村红白理事会理事。东平街道组织
他们到殡葬改革的先进地区参观，回来后他
便和村民们拉起了家常：“丧事大操大办，
那是演给别人看的，老人在的时候好好孝
顺，比啥风水都强！再说，咱村的耕地本来
就少，再让坟墓占去一大半，以后咱活人咋
耕种？”之后，他率先把自己家的祖坟迁进
了骨灰堂。

为进一步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东平街
道还给每家发放迁坟补贴。一分钱不用花，
村民就可以将墓地迁进骨灰堂。

为了方便村民上山祭扫，街道还专门硬
化了一条近500米长的水泥路。目前，四个
村的2万多个祖坟已迁入骨灰堂。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李霞霞 孙磊 报道
本报临沂讯 4月4日，在临沂市兰山区

义堂镇小义堂社区新建成的地下纪念堂，前
来祭奠的村民络绎不绝。这座在清明前夕建
成启用的地下纪念堂，受到村民的欢迎。据
该村操办几十年的老“执客”石怀宝介绍，
仅3月30日这一天，村里的林地坟地就迁入了
200多个，几天内全村五分之四的坟地迁入，
腾出的近80亩土地用于新建学校操场。

义堂镇是兰山区工业重镇，有全国“板
材之乡”的美誉，土地寸土寸金。既要节约
用地，又要杜绝铺张浪费，在多方考察和征
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该镇创新性试点建设
地上地下于一体的综合性丧葬场所。

小义堂社区纪念堂占地三亩，该村所有
的白事都将集中在这里。本着“入土为安”
的风俗，纪念堂建为“半地下”，经过精心
设计，可抗八级地震。该村现有3000多人，

这个地下纪念堂可一次性解决全村至少50年
的骨灰存放问题。

从“林地”集中迁到“纪念堂”，从单
个墓穴改为集体共同安放，实行起来比想象
的容易得多。“村里出钱从景德镇购买了瓷
质骨灰盒，避免了防潮，场地免费使用，不
需要花钱，还有奖励。迁坟开了好头，以后
在白事上除了必要的吃饭开支，基本不需要
其他花销，怎么能不接受？”一直在纪念堂
帮忙迁坟的村民石大爷说出了心声。

社区建地下纪念堂，义堂镇共有5个试
点，小义堂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其他社区。为
此，兰山区决定对5个试点每处补助90万元，
对后期再建的每处补助50万元。并且以村为
单位建设高标准集约公墓，有效破除了资
金、土地难题。

记者在该村的老林地看到，紧邻林地的
新学校已经启用。“老林地”腾出来之后，
这里将扩建成学校的操场。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姜方梅 刘伟 报道
本报胶州讯 3月28日，清华大学物流与供应链研究

中心在青岛胶州揭牌。同时挂牌的还有清华大学工业工程
系冷链实验基地、清华—北卡胶州双创基地MEM实训基
地、胶州市物流与供应链协会。

“之所以选择在胶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研究中心，
是因为这里交通区位优越，已经形成了多式联运物流体
系，同时具备了浓厚的创新创业氛围。”清华大学工业工
程系主任申作军表示，研究中心将以市场产业需求为驱
动，以物联网先进技术为先导，以创投基金为支持，支持
项目进行产业化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落地。

同时挂牌的清华—北卡胶州双创基地MEM实训基
地，将结合研究中心开展的在线教育、分拣机器人、智能
场站装备、运价公共信息平台等项目，依托清华北卡
EMBA学员的优质资源、产业基金，着重扶持二次创业的
企业家团队，帮助企业突破技术难关，提供多元化全方位
的金融服务，力争三到五年内打造成国内一流双创基地和
孵化中心。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李世波 卢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记者从烟台市牟平区扶贫办获

悉，全区扶贫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51个光伏发电项目全
部验收合格，47个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水道镇鲁魏庄村山多地少，资源匮乏，村民收入普遍
较低，是牟平区46个省定贫困村之一。为尽快找到“造
血”良方，2016年8月份，牟平区扶贫办帮扶鲁魏庄村投
资35万元，建设了50 . 7千瓦的村级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今年1月份已正式并网发电，电费收入每年可达7万元
以上，确保该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实现了由“输血式”
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水道镇鲁魏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邹积涛说：
“一月底开始发电，一天二百多度电，一个月六千多度，
就是六七千元，一年能收入七八万元，除了用于对贫困户
的扶持外，剩下的钱再给村里搞集体经济收入。”

村级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是牟平区“以短养长、长短
结合、多产联动”的重点扶贫产业项目之一，2016年，牟
平区先后在水道镇、玉林店镇、高陵镇、观水镇、王格庄
镇的46个省定扶贫重点村和6个市级扶贫重点村，分布实
施了51个村级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容量达2196 . 74
千瓦。截至目前，全区扶贫光伏发电项目已有47个实现并
网发电，所有项目实现并网发电后预计年收益将达300万
元左右，为全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3月21日，青岛市李沧区市场监管局依

托电梯维保公司成立3个电梯专业应急救援分队，与全区
电梯加装的“电梯卫士”物联网远程监控系统一道，为电
梯安全加铸了“双保险”。

“电梯卫士”是一套基于物联网应用技术和3G、4G
无线通信网络科技研发的电梯远程监控系统。它在电梯轿
厢安装独立的传感装置，通过实时采集电梯运行信息，能
对电梯困人、轿厢门无法打开、冲顶、蹲底、超速等常见
故障实现24小时实时监控调度救援。当电梯故障困人时，
“电梯卫士”可以在10秒钟内自动向系统预设的物业、维
保等救援人员循环拨打电话，及时发出电梯位置等报警信
息。分片驻点的电梯应急救援分队在接到应急救援指令
后，能在5至10分钟内赶到现场解救被困人员。当电梯发
生轿厢无人故障时，可自动向物业和维保人员发送电梯故
障短信。

□通讯员 孔浩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4月2日，家住枣庄薛城区的“亚洲第一

巨人”张欢，在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成功救助一只海豚。
4月1日晚，河北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一只被誉为“动

作明星”的海豚宝宝，不小心将一只训练用的皮球吞进了
体内。随后这只海豚便潜在水底不吃不喝，工作人员很是
担心。因为前几年曾经有过“巨人”鲍喜顺凭借自己1 . 06
米长手臂，在某家海洋馆帮助海豚把胃里误食的异物取出
来的先例，工作人员为了避免海豚做胃镜手术，便于当晚通
过各种途径，打探愿意帮忙取出海豚胃中异物的“巨人”。

有着“亚洲第一巨人”之称的张欢，此时正在天津卫
视录制节目，原打算第二天就坐高铁回家，接到了朋友转
来的求助信息后，于4月2日一早便赶到秦皇岛。

张欢身高2 . 38米，臂长1 . 23米。下午1点左右，张欢来
到了秦皇岛乐岛海洋王国海豚馆。下午2点20分左右，张
欢协同工作人员进行了第一次尝试取物。下午3点30分左
右，经过张欢和工作人员多次不懈努力，终于将海豚胃里
的异物取了出来。

张欢整理好衣服，在饲养池边与海豚打招呼告别。这
时，那只被救的海豚欢快地游了过来，一个劲用头去拱张
欢伸过来的大手。

牟平47个光伏扶贫项目

并网发电

清华大学物流

与供应链研究中心揭牌

李沧：“互联网＋应急救援队”

护航电梯安全

险！海豚宝宝误吞异物不吃不喝

薛城“亚洲第一巨人”

伸长臂相助
2万余祖坟迁进村公益追思堂

东平：祭扫从“入土”转向“入堂”

小义堂社区首创地下纪念堂
兰山区：村林地一天迁坟200多个，腾出土地建操场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曹元良 张继才

高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似乎相伴而生。
在淄博市临淄区，这一“魔咒”被打破了。

过去的一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钢铁
板块400亿元整体出清，临淄区经济不仅没
有滑坡，反而逆势上扬，区地方财政收入实
现64 . 7亿元，“工业强市要有新突破”综合
考核位居淄博市第一，化工行业产值完成
1900亿元，占淄博市的一半。

与之映衬的是，煤炭消耗量1300万吨、
占淄博市的1/3，石油年加工能力1400万吨、
占全市的1/2，汽车保有量17万台、占全市的
1/6，但是，六项主要污染物连续两年下
降，是全市唯一的区县，最能代表工业企业
治理效果的二氧化硫浓度下降幅度位居全市
第二。仅绿动力提升工程一项工作，便节省
原煤153万吨，烟尘减排量5746吨，二氧化硫
减排量29402吨，氮氧化物减排量15773吨。

临淄区委书记宋振波说：“污染整治，
绝非一关了事；环境保护，并非‘断腕’一
途，只有落后的工艺，没有落后的产业。抓

生态环保，不用把企业一棍子打死，用好环
保倒逼机制，促使企业转换发展动力、转变
发展方式，迈向产业中高端，照样能实现更
高质量更高层次的绿色发展。”

临淄区作出了“还临淄人民一片碧水蓝
天”的庄重承诺，把生态建设提到最前沿，
确定了取缔关停、规范治理、精细化管理
“三步走”的思路，全区进入了环保工作投
入最多、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时期。

围绕“取缔关停”，连续开展三轮环
保、安全集中整治，累计关停不达标企业
2400余家。2016年，对优化整合后的665家化
工企业，再次全面开展“打非治违”，强力
推行“六个百分百”生存条件和“四个一
律”复工条件，将全区化工企业进一步压缩
到516家。此外，11家矿山企业全部关停。

围绕“规范治理”，全省率先打响“城
乡异味百日会战”和“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
坚战”，启动实施空气异味综合整治，已累
计完成工业企业、畜牧养殖业户、加油站等
2628处点源治理。2016年，启动实施绿动力
提升工程，208个项目全部竣工，完成投资
1 0 . 3亿元。从严开展生态建设“百日行

动”，667家单位建立“一企一档”，4037个
闲散院落建立“一院一档”，196处平交路
口完成硬化，城区道路扫保基本实现全覆
盖。

围绕“精细化管理”，启动开展化工行
业VOC治理，稳步对企业点位全面检测整
治。响应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
累计淘汰、压减炼油、粗钢、炼铁产能760
万吨。创新思路开展治水、植绿、生态修复，全
区林木覆盖率达3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17 . 2平方米。特别是河道管理方面，2012年就
在全国率先推广“河长制”管理模式。

产业转型升级有破有立，有痛苦抉择的
纠结，有壮士断腕的悲壮，也有凤凰涅槃的
欣喜。临淄区的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也经历
了企业从起初的“不理解”，到尝到“甜
头”后的喜悦，再到企业上下达成“抓环保
就是抓发展、抓机遇”的普遍共识。

“环保治理项目投资都在几千万元上
下，有的甚至超过1亿元，起初我们和很多
企业一样不理解、很抵触。但是，区委、区
政府倒逼转型升级非常坚决，一步不让、一
个口子不开，从严强制推行环保治理。”清

源集团总经理焦冲说。
先苦后甜，当前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的

持续用力，许多大型化工、炼化企业陆续因
为环保督察出现问题，被国家勒令停产、限
产，行业内普遍出现供不应求，产品价格不
同程度上涨。齐翔集团月利润超过1亿；清
源集团每天净利润达到300万元；蓝帆集团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92亿元、增幅达23%；齐
峰集团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也达到22%，装饰
原纸、表层耐磨纸、无纺壁纸原纸市场占有
率稳居世界第一。

闻鸡起舞，登高望远。临淄区在年初八
的经济工作会上，发出“全力起跑”的号
召。坚持标本兼治，突出抓好22个大气污染
防治项目，确保218家重点企业全面达标排
放，新实施深化绿动力提升工程45个项目，
加强对25家重点企业的耗能监管。

“我们将把‘先生态、再生活、后生
产’的理念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更加
义无反顾地推进环保治理，更加坚定自觉地
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让临
淄的天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临淄
区区长白平和说。

打破高增长高能耗高污染“魔咒”———

临淄：绿色发展倒逼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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