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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虹

3月21日，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苗山四村
党支部书记、岳胜中药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李奉
胜赶去浙江大学参加党建培训班。课余讨论
时，一位教授说：“‘十三五’开局之年，国
家专门出台《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这
说明中医药发展规划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上了。”

一听政策就来劲的李奉胜眼前一亮，他琢
磨着：“中药村的春天来了，一定要把握好国
家的好政策！”

岳胜中药种植合作社主要种植白花丹参等
中药材，开发丹参茶等系列产品。在社员眼
里，李奉胜平时喜欢研究政策，是公认的“政
策通”。不过，李奉胜“政策通”的本领可不
是一下子练就的，这源于他经历的一次“灭顶
之灾”。

2012年，李奉胜生产的丹参茶食品QS认
证到了年审期，李奉胜拿着准备好的材料去市
卫生局食监所年审。本以为走走手续就结束

了，没想到市食监所的同志告诉他，国家卫生部
新规定，丹参是中药材，以前的食品认证要中
止，得重新申请保健品认证才能在市场销售。

这意味着，作为年产10吨、销售额高达
600万元的丹参茶面临停产。李奉胜将信将
疑，又跑到莱城区药监局咨询，得到了同样的
回答。即使这样，他仍不死心，一路打听到省
里，所有部门的答复都一样。

这个结果给了一直闷头种地的李奉胜当头
一棒。他意识到，如果早点了解了政策变化，不
至于出现眼前被动的局面，国家政策，得学。

幸好，莱城区药监局的工作人员伸出了援
助之手，告诉他：“虽然按政策，丹参茶不能
走食品认证了，但也不一定非得停产。合作社
可以立足科研，在选料、炒制、调整口感这些
环节上搞研发，边申请边生产。”

这个点子缓解了李奉胜的危机，也推动他
开始了解政策、使用政策。听说市农业局免费
给合作社提供技术培训、指导、服务的政策，
他一下子来了劲：白花丹参种上后，总在第三
年出现问题，不仅产量降低，病虫害严重，有
效含量也大打折扣。他请来技术专家，摸索出

了一套疗效显著的治病方案。省科技厅刚出台
有扶持资金的研究课题，他立马把合作社的良
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等课题报了上去，最终
争取到项目资金20万元。

尝到了政策甜头，李奉胜研究政策越来越
上瘾。忙完基地里的活，他最重要的活就是看
新闻、跑部门。2014年，合作社扩大种植规
模，镇上把300亩建设用地以优惠价包给了李
奉胜，用于搞丹参标准化、规范化、示范化种
植。可做好这些，得投入不少钱。这时，李奉
胜看到省政府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业
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对符合条件的现代农业
示范区有资金、政策等各方面的扶持。李奉胜
马上就跑到镇上去申报，从副镇长到镇长到党
委书记，李奉胜找了一个遍。同年，他的合作
社获批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区，3年里先后有100
万元用于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的专项资金注
入，为企业提质增效降成本帮了大忙。

政策跑多了，李奉胜还有了意外收获，有
的政策竟能“自动上门”。2015年，镇上一位
分管农业的领导告诉李奉胜，现在省里正在报
“万众创业，大众创新”典型，他们产业带动

力这么强，可以报报试试。李奉胜半信半疑地
交了相关材料，没想到获批了，还奖励了5万
元。去年，市农机局主动和他对接，共同成立
农机合作社。农机局免费提供农机具，培训农
机手，为企业提供了40万元的政策资金。

一条条惠农政策在合作社落地，让李奉胜
感受到了政府的温暖。从此，他不再两眼只盯
着政策算合作社的小账，也算起大账来。去
年，莱芜市开展精准扶贫活动，身为党支部书
记的李奉胜做出了一个决定：培训贫困家庭种
植白花丹参，每亩提供300元的补贴，种苗价
按半价收取，收购价高于市场10%，耕地、收
刨、技术培训全部免费。一年多来，合作社带
动100户贫困户脱贫，每户要补贴1000元，总
支出10万元。

让李奉胜没有想到的是，考虑到他的产业
带动作用，市扶贫办还给他拨了20万元的扶贫
资金，用于带动更多贫困户脱贫。

“惠农政策是咱农民的坚强后盾，不依靠
这些好政策我们做不大，更做不强。”浙江归
来后，李奉胜的重点放到研究发展健康旅游的
政策上来。对此，他信心满满。

吃了不懂政策的亏，享了研究政策的福，李奉胜认定“政策能生金”———

老参农问“政”上了瘾

今年以来，莱芜市坚持稳中求进工作基
调，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突出“践行新
理念、建设新莱芜”主题，大力实施工业立
市、生态建市、创新兴市、质量强市战略，坚
持不懈地推动转调、深化协作、促进创新、构
建和谐，各方面工作取得可喜成果，涌现出了
一系列喜闻乐见的生动故事。

从本期起，本版推出《莱芜新故事》系
列，通过向读者呈现这些精彩的故事，展现莱
芜市在改革创新、社会发展等工作上取得的成
绩。今天推出“供给侧改革篇”。

编者按

5月3日《大众日报·莱芜新闻》休刊一期。

致读者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4月中旬，从北京市海淀区前章村传回
消息：平均每平方米电费十几元钱。去冬供
暖季前，阿尔普尔生产的“低温热泵”安装
进了这个村的村民家里。

几乎同时，青岛市八大关景区也反馈了
信息：首次使用这款“低温热泵”的用户，
本采暖季每平方米的费用是12元/㎡，而以
前集中供暖时的费用是46元/㎡。

第三个消息是：春节以后，不断有“贵
客”拜访山东阿尔普尔节能设备有限公司。
之所以说是“贵客”，是因为在这些客人
中，仅风投公司就有8家，其中还有洪山资
本、摩根大通等全球著名的风投公司。

“和灵资本2015年就向我们提供了投
资，今年公司要扩大生产，没有想到一下子
引来了这么多的风投公司。”阿尔普尔董事
长吴卫平说。

吸引这些风投大公司的，是阿尔普尔一
项技术——— “超低温空气源热泵”。据介
绍，该技术可以保证空气源热泵在-25℃的
低温环境下正常并节能运行，耐低温能力超
过几乎其他所有同类产品。阿尔普尔公司已
于2008年在国内和国际申请并获得了系列技
术发明专利，2009年被列为国家住建部科技
成果推广项目。2014年5月，阿尔普尔第一
条生产线落户莱城工业区。

“超低温空气源热泵将来很有可能替代
暖气，可以说是一个万亿元级规模、没天花板
的市场。”吴卫平介绍说，今年，天津、河北、山

东、山西等省市也已启动“煤改电”工程。
“十三五”期间，北京成为全国电能替

代燃煤供暖的示范区和先行区。截至去年，
北京市累计完成58 . 25万户“煤改电”改造
工作，每年可减少燃煤180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468万吨，二氧化硫4 . 34万吨，氮氧化
合物1 . 24万吨。

在去年的北京市“煤改电”工程中，阿
尔普尔与格力、美的、科龙、清华同方等全
国家电巨头中标数不相上下，都超过1万
台。其中，阿尔普尔以技术标第一名的成
绩，拿下了海淀区接近40%的订单。

4月10日，中国节能协会热泵专委会组
织举办了2016年北京市煤改清洁能源空气源
热泵行业表彰活动，阿尔普尔被授予突出贡
献单位称号。

阿尔普尔一项专利技术助力“煤改电”，有望取代暖气———

一股暖风引来8家风投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虹

4月21日，丰田节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为巴西客户生产的120万米贴片式滴灌带装
满了货车，准备运往连云港发货。3月19
日，企业为这家巴西客户加班加点赶制出来
的第一单600万米贴片式滴灌带刚刚发货。

这家巴西客户的订单，是由杭州一位从
事外贸工作的张老板促成的。说起这位张老
板，公司上下没有几个人不认识。“因为他
太内行，太专业，也太刁钻！”办公室主任
曹天泽这样形容。

去年10月份，张老板来到企业考察产
品，他背着一个工具包，里面装了30种样

品，还有卡尺、剪刀等各种工具。拿着丰田
生产的贴片式滴灌带后，他不仅认真测量了
产品的壁厚、口径，还把滴灌带踩到脚下，
用双手又拉又拽，极尽“暴力”。每次考
察，他从不事先打招呼。一周后，这位张老
板紧紧握着公司总经理白雪峰的手说：“就
定你们公司了，你们可一定要保持住产品的
质量。”白雪峰这才知道，这位张老板是一
路考察到莱芜来的。

对产品的包装，张老板也有独特的想法
要求。“对方要求手烤热合膜包装，公司里
的全自动包装线一点也使不上劲，全靠员工
拿着烤枪。一天下来，手都酸了。为了这个
客户，公司里用坏的烤枪可以拉一车了。”
生产科的王世杰说。

虽然有抱怨，但老王世杰更多的还是自
豪。“半年不到，两次下单。是他们真心相
中咱们的产品了！”王世杰说。

“谁和质量过不去，就是和自己的饭碗
过不去。”白雪峰说。企业生产出来的任何
一件产品都要经过自检、班长检、车间主任
检、厂部检4道检验环节，质检工人“只认
尺子不认人”。去年，公司曾因一件产品
“外观质量不合格”而开除了一位车间班
长。

源于过硬的质量，现在企业生产的节水
灌溉产品覆盖全国各省，远到新疆、甘肃、
内蒙古，近到肥城桃园，日照茶园，乐陵枣
园。而在莱芜，节水灌溉企业的全国市场占
有率超过了三分之一。

凭借“只认尺子不认人”的态度拿下挑剔出口商———

节水设备为巴西农业“打点滴”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报道
明初心，土专家引领扶贫路；利万农，田

秀才唱响富民歌。“齐鲁时代楷模”陈明利用
短短的一生诠释了责任和担当。30年来，这位
痴心土地和蔬菜的“土专家”扎根基层，从种
植大棚蔬菜到自办农业技术推广站，再到成立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积极带领广大农民闯市
场、发展特色农业，发家致富奔小康，展现出
了一名基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代风采。

扶贫攻坚带头人
——— 图说“齐鲁时代楷模”陈明利

2013年11月29日“海状元杯”2013山东规
模种植状元大赛颁奖盛典上，陈明利荣获一等
奖。

2015年3月，合作社社员分红大会上，陈
明利拖着病体给社员发放红利。

2015年6月，重病期间的陈明利在合作社
里看到芸豆长势喜人，开心地笑了。

100多家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60
多个国家、地区开展了经贸合作

粉末冶金制粉产量约占全国总产
量的35%，成为国内最大的钢铁
粉末生产基地

非钢产业产值占比由44 . 3%提高
到61%，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由14%提高到21 . 4%

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7 . 9∶51 . 7
∶40 . 4调整为7 . 8∶50 . 2∶4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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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赵冰 李玉亮

4月18日，在莱芜市莱城工业区山东奔
速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
有条不紊地将电梯安全触板和小磁鼓安装在
电梯曳引机上。当天下午，一批装载着10部
电梯的集装箱汽车，徐徐驶出奔速电梯公司
厂区。这批电梯将运往哈萨克斯坦，安装在
2017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场馆
中。

哈萨克斯坦世博会将于2017年6月10日
至9月10日在首都阿斯塔纳举办，

“2016年，我们和哈萨克斯坦达成协
议，独家供应2017世博会电梯，一共600
部。”公司董事长李长明说。

“刚到中亚时，我们惊奇地发现当地几
乎没有本土电梯制造企业，所以我们按照欧
洲标准和独联体国家标准对产品进行改造，
一举拿下了中亚的电梯市场。”李长明说。
2014年，公司3个系列100台电梯中标格鲁吉
亚欧洲青奥会场馆建设项目，并达成了5年
提供4000部电梯的合作意向。

去年10月份，奔速电梯曾拿下了哈萨克
斯坦总统府专用电梯的合同。由于是总统府
专用电梯，在安全性上的要求极具挑战性。
经过企业设计人员的集体攻关，在断电救援
装置、安全系数等关键环节，都进行了创新

改造，最终通过验收。这部电梯由于其卓越
的性能和质量，成为哈萨克斯坦人心中的
“样板梯”，成为奔速电梯打入2017年世博
会的最强竞争力。

几乎与产品出厂的同时，奔速电梯从瑞
士ABB公司原装进口的生产线，连同机器人
一起进入了厂区。“目前仅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就有2000多台的订单。为确保按时
交货，公司规划新建两条生产线。现在第一
条生产线已全部到货，计划5月初投入使
用。”李长明介绍说，一条生产线可代替40
个工人工作，运行时只需一人巡检，而且能
做到运行高标准、精度无误差。

紧跟“一带一路”，瞄准中亚市场，奔速电梯———

600部电梯装进阿斯塔纳世博会

莱芜市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为中心，加快全市做
优存量、做强增量、做大总量，努力实现高端、高
质、高效和可持续的发展。全市坚持从实际出
发，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把握新规律、学习
新经验，善于做好“无中生有”“有中生优”
“优中生特”的文章，把资源转变为资本，把
特色打造为品牌，把优势转化为胜势。

正如我们看到的《一股暖风引来8家风
投》《节水设备为巴西农业“打点滴”》
《600部电梯装进阿斯塔纳世博会》这3个小故
事，展现出莱芜自己的企业正在走出一条符合
自身实际的发展路子，以走在前列、勇争一流
的勇士风范，奋力进取的豪迈气概，实现新作
为、取得新突破。

莱芜市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十大重点产业
振兴提升的意见》，确定十大产业和100家骨
干企业作为包扶对象，计划“十三五”期间打
造经济发展新的重要的增长极。

■记者感言

站得高才能看得远
□于向阳 赵冰

□高留声 报道
在奔速电梯组装车间里，供应哈萨克斯坦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电梯正在紧张地组装中。

2013年1月，陈明利正在向参观的人热情
介绍并邀请大家品尝明利合作社的招牌芹菜。

2017年4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农
科院小麦专家赵振东受邀为“齐鲁时代楷模”
陈明利颁奖，陈明利妻子亓明兰，女儿陈秀荣
代表陈明利上台领奖。

供给侧改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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