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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9月11日傍晚，在莱芜市钢城区里辛街道
办事处张家岭村拆迁废墟上，有两棵老柿子树
挺立在夕阳的余晖中，树叶被晚风吹得“哗啦
哗啦”直响。

村支书吴召国介绍说：留下这两棵柿子
树，不易。按照当初的拆迁规定，是不留一间
房、不留一棵树的。

这两棵柿子树，是张家岭建村时，一户刘
姓人家栽下的，迄今已经有上百年的树龄，一
东一西，相距百十米。拆迁前，这两棵树的主
人是村文书刘加峰。

刘加峰的老母亲今年快90岁了，当年嫁过
来的时候，柿子树就已经长到现在这么高了。
每年秋天，柿子熟透，又甜又糯的味道，成了

刘加峰最留恋的儿时记忆。多年来，老柿子树
下，孩子玩耍，老人乘凉。岁月更迭，它见证
了张家岭村一辈又一辈人的成长。

今年8月份，为适应莱钢集团发展的需
要，钢城区启动4个“厂中村”的拆迁工作，
张家岭村是其中之一。按规定，村里所有的树
都要移走，可是村民们舍不得。“村子没了，
以后回来常看看，这两棵老柿子树是我们的念
想哩！”听到村民们的呼声，工作组修改了拆
迁方案，留下了这两棵最老的柿子树。

被保留下来的，还有银山子村一棵上百年
的老白杨树。该村党支部书记陶会泉说，拆迁
前，村民代表提议，将这棵一人合抱不交的老树
留下来，以后在树下立块石碑，记录银山子村的
建村、发展、迁移的变迁史，让子孙后代知晓。

拆迁前，工作组对4个村的情况作了充分
调查。情况了解得越充分，越感受到，正如对

这3棵树的感情，村民们对这片祖祖辈辈生活
的地方有着深深的眷恋。

银山子村70多岁的村民利成菊一个人在老
房子里住了几十年。“这房子是上世纪70年
代，俺两口子用石头一块块垒起来的。当时去
山里采石，运回来打磨板正垒起了墙，屋顶也
是用秸秆一层层铺上去的。”利成菊一边说，
一边抹眼泪。

利成菊的老伴去世多年，但她一直住在这
老房子里，吃饭时多加一副碗筷，睡觉时多放
一个枕头。老人认为，老房子在，老伴就在。

“群众利益无小事。尊重村民们的感情，最
大程度地保护村民们的利益，这是我们拆迁工
作的基本出发点。”拆迁工作组组长葛敬玉说。

在拆迁过程中，他们反复与当地政府和莱
钢集团协商，努力降低拆迁成本。莱钢无偿出
让土地，集中建设新的居住区，让拆迁村民花

最少的钱，住上最大的房子。同时实行一户一
策，认真听取每户村民的诉求，在不违背政策
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予以满足。

张家岭村的闫振英的爱人因病已经坐了7
年多轮椅，还有已92岁高龄卧床不起的婶婆婆
需要照顾，实在不方便爬楼。工作人员多次到
她家沟通，帮着想办法，最后找到了一处闫振
英满意的房子。

在拆迁工作组的办公室里，有一叠航拍的
照片。这是在艾山街道陈家庄社区拆迁之前，
村委和工作组租来一架无人机，拍下来的全村
的村容村貌。“我们要把这些照片制作成相册，
当成全村人永久的记忆。”村支书王俊刚说。

正是因为心里有群众，群众利益至上，4
个村的拆迁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到8月底，
仅用了20天时间，4个村1381户老房子全部拆
了，没有一户村民不满意。

为企业发展拆迁4个村庄 替村民着想留下百年大树

乡愁难却“三棵树”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陈晓永 冯建华

淄博市文昌湖旅游度假区文昌嘉苑住宅

小区2期工程，眼下正在安装第二节支撑梁。9
月12日，现场300来号工人，大部分在紧钢架构
支撑梁上的螺丝钉。文昌嘉苑分两期建设，1
期工程的20栋住宅今年底可以交房。

这个项目需要安置文昌湖周边14个自然
村的3174户村民。由于采用的是钢结构装配
式建筑施工方法，按钢筋混凝土方法需要600
名工人20个月才能完成的工期，莱钢集团淄
博分公司文昌湖项目的306名工人，14个月内
就能完成。

在去年5月份该项目招投标中，莱钢集
团在标书里以“保证村民提前半年入住”的
承诺，击退了20多家竞争对手。

但是，当地村民不接受这样的房子：
“钢结构的房子就像是活动的板房，哪能长
期住？”为此，村民选出了27名代表去青
岛，考察了莱钢集团用钢结构建筑方式建好
的青岛市北区华阳慧谷住宅小区。

考察过后，村民改变了看法：钢结构住
宅不但坚固，而且同样的建筑面积，使用面
积更大——— 传统建筑墙体一般为30厘米厚，
钢结构的房子可以做到15厘米，100平方米的
房子可以省出一个婴儿房的面积。

去年11月，文昌嘉苑1期工程开工。
2001年在莱芜市钢城区开发的樱花园小

区，是全国第一个全部采用国产热轧H型钢建
设的钢结构节能住宅小区，当年被评为全省
钢结构节能住宅示范工程。文昌嘉苑是莱钢
集团采用这种方式承建的第6个住宅项目。

作为国内最大的H型钢生产基地，莱芜
具备年产260万吨优质型钢生产能力，拥有目
前国内最高端材质的型钢产品，发展装备式
建筑得天独厚。从1999年起，莱钢集团下大
气力研发钢结构装配式建筑，是国内最早研
究、最早开发、最早建设钢结构住宅的单
位。到目前，莱钢集团的钢结构住宅总建设
面积已达到1000万平方米。

着眼于将企业优势转化成市场优势，去
年，莱芜市在国内首家以地方法规的形式出
台了《钢结构建筑应用促进条例》，同时还
配套出台了有关供地、规划、财税、信贷、
交通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和工作措施，为钢结
构建筑的推广提供了政策支持。

今年6月份，莱芜市政府和莱钢集团共
同规划建设总投资60亿元的绿色钢结构装配
式建筑示范基地，在钢城经济开发区依托区
域内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整合
资源和功能，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
仓储物流、维护保养于一体的绿色钢结构装
配式建筑产业基地。莱钢集团计划用3年的
时间，达到钢结构年加工能力过100万吨、实
现销售收入过100亿元的规模。

人工减少一半，工期缩短三分之一———

螺丝钉拧起一片居民楼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亓莹莹

一滴水，在常人眼里不算什么，但是在莱
芜丰田节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白雪峰看
来，这滴水一点都不简单。

在莱芜，从事节水灌溉技术及设备研发的
企业有38家。从过滤器到灌水器，每一个环节
都有全国顶尖的技术人员在“琢磨”。

今年8月份，白雪峰拿到了“全自动水肥
一体机”的外观专利。在8月底的泰山国际农
业机械博览会上，一家尼泊尔客商跟他就这个
专利建立了合作。

这项专利浓缩了白雪峰22年的心血。
尽管公司已经有很成熟的节水灌溉器材，

但如何实现全自动化，白雪峰一直在琢磨。直到
去年7月份，白雪峰找到深圳一家研发公司后，
才着手开始研制全自动水肥一体机。新研制出
的这套设备，将自动化设备、水肥一体机与过滤
器合三为一，能同时带动300个电磁阀、自动检
测土壤PH值、自动配比、自动调节滴灌速度，实
现了对多块土地不同农作物的全自动灌溉。

到2012年底，莱芜市节水灌溉产业已具备
了相当的规模。着眼于行业提升，2013年，山东

省节水灌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在莱芜市组
建成立，白雪峰担任会长。依托莱芜职业技术学
院，莱芜市建立微滴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发
的“微滴灌自动控制技术设备及操作系统”、“水
肥一体化智能控制系统”等技术全国领先。

与丰田节水不同，山东奥森水利科技有限
公司一直在做智能控制和智慧农业方面的研
究。其研发的物联网远程控制水肥一体机，可
通过手机或者电脑操作，今年7月份安装在邹城
林果研究所的梨园里，节水50%，节肥40%。

此外，莱芜市春雨滴灌技术有限公司研发
灌水器模具取得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
17项；莱芜金雨达塑胶有限公司与以色列阿米
亚德过滤系统公司合作，掌握了全自动反冲洗
叠片过滤器，补偿式压力滴灌带、自动施肥器
等方面的核心技术；山东金田水利科技有限公
司与山东大学合作，突破基于物联网水肥一体
化智能灌溉控制系统的技术瓶颈，将于近期实
现产业化……

众多企业主动开展研发，带动了相关产业
发展，全市节水灌溉装备制造和自动化控制企
业达到122家，形成了从装备制造、器材生产
到销售、施工、安装完成的产业链条，产品占
全国市场1/4份额。

从过滤器到灌水器，每个环节都不简单———

38家企业琢磨“一滴水”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李玉亮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7日，省经信委对2017年第二
批电力直接交易用户名单进行公示，莱芜市在2017
年第一批入围6家企业的基础上，又有温岭精锻、
汇锋传动、海阔实业、泰丰纺织等7家企业入围。
今年莱芜市新增电力直接交易用户企业13家，预计
新增直接交易电量4 . 52亿kwh，可节约电费支出约
900万元。

经预测，今年莱芜市电力直接交易用户企业直
接交易电量约60 . 7亿kwh，占去年全市工业用电量
(95 . 6亿kwh)的63 . 4%，直接交易电量比去年多13 . 2
亿kwh，可节约电费支出约3 . 1亿元。

13家企业

用上便宜电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吕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8日，在莱芜市雪野旅游区大
王庄镇瓜屋子村的千亩生姜基地上空，3架植保无
人机来回穿梭，为姜苗喷洒农药。

这次飞喷是莱芜市农业局组织的，是莱芜市首
次利用无人机对生姜进行绿色防控飞防作业。

今年5月份，该局曾组织了一次利用植保无人
机对3万亩小麦实施飞防。

近年来，莱芜市大力推行生物防治、生态调
控、物理诱杀等绿色控害新技术，建立完成绿色控
害技术示范区6万亩，推广应用面积达到20万亩以
上；建立农药安全使用示范区8万亩，推广规范化
防治面积50万亩。

姜苗绿色防控

用上植保无人机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吕娜 报道

本报莱芜讯 9月10日，莱芜市下发了《关于
做好秋季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要求
进一步提高秸秆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料
化、原料化利用水平，确保完成2017年年底前秸秆
综合利用率达到89%的任务目标。

据了解，莱芜全市农作物秸秆年产生总量约48
万吨，其中小麦秸秆6万吨，玉米秸秆36万吨，地
瓜、杂粮等作物秸秆4万吨，花生秸秆2万吨。目前
主要的转化方向是全株青贮作为牛羊饲料和粉碎压
制成秸秆煤。

《通知》要求：在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工作
中，要把推进秸秆饲料化与调整畜禽养殖结构结合
起来，推广秸秆青贮、秸秆微生物发酵、秸秆直接
粉碎饲喂技术。同时，推进玉米机械收割、秸秆直
接还田利用技术、秸秆快速腐熟还田技术的推广应
用。在蔬菜、瓜果等高效作物上，示范推广秸秆生
物反应堆技术，利用生化处理技术，生产育苗基
质、栽培基质和生物有机肥，满足集约化育苗、无
土栽培和土壤改良的需要。

确保秸秆综合利用率

年内达到89%

莱芜是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
地，当前正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统领，加快转型
升级步伐，在高效集约的供给体系中形成新的
动力系统，以延长产业链、增加价值链为目
标，推动产业升级，赋予传统产业“新生
命”。

同样，在莱芜有着传统产业优势的节水灌
溉行业，虽然体量小，但在全国依然占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今年以来更是厚积薄发，形成了
新的比较优势。

本期的3篇稿件，正是围绕这两个产业，以
生动的事例，向读者介绍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
中，莱芜传统产业形成的新思路、新亮点。

核心提示

□记 者 于向阳
通讯员 朱虹 冯建华 报道

本报莱芜讯 8月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
厅印发《关于发布2017年第一批绿色制造示范名单
的通知》，确定了2017年第一批绿色制造示范名
单，其中绿色工厂201家，莱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两企业入
选。

此次全国绿色工厂的评选，优先鼓励在钢铁、
有色金属、化工、建材、机械、汽车、电子信息等
行业选择一批基础好、代表性强的企业开展创建工
作，使之成为全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的示范标
杆、市场竞争的领军力量。

工信部将对获得绿色工厂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

两企业入选

国家级“绿色工厂”

□ 本 报 记 者 于向阳
本报通讯员 朱虹

8月31日一早，200吨不锈钢热轧卷板从
莱芜经济开发区的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
司装车，运往浙江凌宇车业有限公司。在凌
宇公司，这批白皮钢将被加工成刹车盘，安
装到美国知名品牌哈雷摩托车上。

去年5月份，泰钢集团受凌宇公司委托
研发用于刹车盘的不锈钢新钢种，凌宇公司
用新钢种加工成的刹车盘，在时速90公里、
连续刹车6000次以上的情况下，不变形、不
磨损。现在，哈雷摩托的主打车型已经在使
用这种刹车盘。

到目前，泰钢生产的400系不锈钢卷板向
全国20多家规模较大的刹车盘生产加工企业
供货，占居了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

“我们不仅要做原材料的生产供应者，
更做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引领者。”泰钢
不锈钢轧钢厂厂长、不锈钢销售公司经理张
立军说，泰钢瞄准产业前沿技术，不断开发

新品种，从最初的200系低端不锈钢逐步升级
为300系，再到现在的400系高端不锈钢。

去年以来，泰钢针对高端客户自主开发
了16个钢种，主要用于制造餐厨用品、洗衣
机内滚筒、锅炉导热管、矿机车耐磨内壁等
产品。

凭借技术研发能力强，产品品质过硬，
泰钢引起了全国最大的民营400系冷轧深加工
企业——— 广东宝嘉公司的注意。经过1年多
的洽谈，今年4月9日，双方共同出资30亿元
建设的泰嘉80万吨不锈钢冷轧深加工项目在
泰钢不锈钢产业园开工，计划年底投产。这

不仅可为泰钢新增15亿元的主营业务收入，
更大的意义在于：泰钢不锈钢将形成一个从
炼铁、炼钢到热轧、酸洗这样一条闭合、完
整的产业链。

钢铁生产及深加工，是莱芜市振兴提升
的十大产业之一。泰嘉不锈钢冷轧项目被列
入莱芜市重点推进的产业项目，重点在国内
推介。此外，今年6月，莱芜市与广州揭阳
金属企业联合会、中德金属集团达成协议，
合作建设中德高端制造产业园。这个“建
链、补链、强链”过程，对莱芜钢铁产业来
说，是个完美的升级。

时速90公里，连续刹车6000次以上，不变形、不磨损———

亮晶晶的刹车盘装备哈雷摩托

9月18日，在淄博文昌嘉苑项目施工
现场，工人正在拧紧柱子和钢梁之间连接
板上的螺丝。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记者 于向阳 报道
8月底举办的泰山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上，尼泊尔客商在观看白雪峰的新设备。


	2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