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 线 电 话 ：

（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卫平寿光·财经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桑德春

寿光市化龙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张利焕，
被同事称为“农民教授”“蔬菜医生”“张疯
子”“土专家”。荣获寿光市“最美基层干部”
时，颁奖词说张利焕“真情服务民情，温情令人
动情。你炼百般技艺，你担千钧责任。”

“农林水，跑断腿。当老推，没白黑。”这
是上世纪90年代农技工作者的写照。1989年，从
中央农业广播学校农学专业毕业的张利焕，分配
到原丰城乡农技站。“我学的东西，只有农村用
得着啊。”张利焕说。他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
田间地头，钻大棚，进温室。这一干，就是28
年，期间他多次荣获省市“农技推广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28年是如何坚守下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受
的教育就是听党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
啥！”张利焕说。

化龙镇是农业大镇，韭菜和胡萝卜是主要作
物。去年以来，菜农们饱受黑头蛆之苦，韭菜减
产1/3。张利焕多次请市农业局和省农科院专家
诊断，寻求解决之道。今年5月，得知中国农科
院正在研究解决韭蛆办法后，张利焕先后与北京
专家对接8次，帮着找地块，跟着搞实验，把实
验基地设在了化龙镇的韭菜地里。

观察“日照高温覆膜法”成效的最佳时间是
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张利焕每天顶着高温日
晒，在韭菜地里穿梭，记录下相关数据。两个多
月，天天如此。

功夫不负有心人，化龙镇联合中国农科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发明的“日照高温覆膜法”在防治
韭蛆上试验成功。7月5日，农业部和中国农科院
举办防治韭蛆新技术示范会，大家专程到化龙镇
现场参观，并决定将这项技术在全国推广。而这
时的张利焕，足足瘦了10公斤。

“挽起裤管，撸起袖子，一呆就是一晌午。
他让我改变了对乡镇干部的看法。”实验示范田
户主汤效伟说。

翻开张利焕破旧的手机，通讯里的600多个
联系电话，农民朋友就有400多个，其中不乏
“后王村韭菜”“鲍家村胡萝卜”之类的名字。
这是不同村子的菜农打电话咨询，没说清楚自己
的姓名，张利焕只好这样记下来，以便跟上后续
指导。

“老百姓土里刨食不容易。他们面对病虫灾
害时的无助眼神，我看了心疼！”张利焕说。

20多年来，种植品种不断变化，病虫灾害也
不断变异。为了帮群众排忧解难，平日里张利焕
不是读书看报研究新技术、琢磨新品种，就是蹲
在田地里挖坑倒土、试验取样。近年来，张利焕
先后申请“胡萝卜播种覆膜机”等多项专利。因
为一股子钻劲儿，他也有了“张疯子”的绰号。

为推广“日照高温覆膜法”防治韭蛆新技
术，今年张利焕又开启了“疯狂模式”，每天开
着车，载着同事走村串户，向百姓讲解新技术的
好处和操作方法。不到两个月，他就跑遍了全镇
40个韭菜种植村，行程1000多公里，发展示范种
植户85户，培训农民2000多人次。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袁京勇

9月13日晚7点，寿光市羊口镇曹辛村，“百
场公益巡演”活动正在进行。

“党委领导做得好，科学发展为指导，三讲
一树要记牢，大目标。美化建设搞得好，多种树
木和花草，街道卫生勤打扫，环境好。”寿光市
全坤文化传播中心演员孙恒正在台上表演三句半
节目《夸寿光》。

孙恒的表演得到观众阵阵掌声。“平时我
们都是在电视上看节目，很少有看现场演出的。
还是现场看演出热闹过瘾。”曹辛村村民王德艳
说。

“‘百场公益巡演’活动为广大农村文艺爱
好者提供了展示才艺、宣传文明创建知识的舞
台，我们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寿光市全坤文化
传播中心团长隋国友说。

今年8月开始，寿光在全市选取了100个经济
基础相对薄弱、文化活动相对匮乏的村（社
区），开展“百场公益巡演”活动，节目形式覆
盖了舞蹈、独唱、合唱、相声、快板、小品等。

“组织文艺团体，用送文化下乡的形式，将
健康向上的文艺节目送到群众身边。所有演出为
公益性演出，不收取任何费用。”寿光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刘培杰说，截至目前，演出已进行90余
场，超过6万名村（社区）群众观看。

9月13日，上口镇李家南邵二村，寿光市残
疾人心连心艺术团演出了16个节目。既有戏曲，
也有舞蹈，还有歌曲。

“不花一分钱，就能在家门口看到精彩的节
目，十分尽兴。”李家南邵二村村民李唤周说。

“因为演员都是来自群众身边的文艺爱好
者，编排的节目大多贴近百姓生活和全国文明城
市、文化名市创建工作，既有群众喜闻乐见的歌
舞节目，也有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
俗、孝老敬亲等榜样人物的节目，让百姓乐于观
看。”刘培杰说。

经过前期调研，寿光从全市选取了9个设备
齐全、管理规范、演员演出能力强的文艺宣传
队、庄户剧团或文艺团体。“草根演员有着强烈
的表演意愿，同时具备表演能力。”刘培杰说，
他们登上舞台，争相展示才艺，让“百场公益巡
演”的舞台变得星光璀璨，也使演出活动形成了
场场有热点、台台皆不同的演出特色。

据了解，接到演出通知后，全坤文化传播中
心的每一位演员都觉得十分光荣。为了呈现更好
的演出效果，每一位演员在做好工作之余，积极
进行排练。另外，该团还自费添置了舞台和音响
设备，确保每一场演出有更好的效果。

“希望这样的演出以后还能多办几场，让我
们村热闹起来。”王德艳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寿光市纪台镇东方东村，今年新建了40个
大棚。这些大棚，全部安装了山东农业大学研
发的智能物联网农业管理系统，可24小时实时
监控受病虫害作物，并由专家通过系统平台进
行远程诊治。

据介绍，寿光的新式大棚多数都安装了智
能温控和水肥一体化系统，通过实时采集大棚
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土壤参数等信
息，实现温度高了自动放风、土壤干了自动浇
水。

寿光市农业局局长张茂海说，智能温控可
以根据蔬菜生长需求和土壤地力科学精准施
肥，节水、节肥达到50%左右，有效破解了传
统农业因“大水大肥”造成的化肥过量、水资
源短缺的困局。

“寿光靠创新驱动抢占现代农业的前沿阵
地。从研发冬暖式大棚到建设智能温室、植物
工厂，从推广喷灌、滴灌技术到发展水肥一体
化、椰糠栽培、沙土栽培，从购买国外种子到
收购国外种业公司开展自主研发，寿光靠科技
进步实现供给质量和供给效率的根本性提
升。”寿光市委书记朱兰玺说，寿光坚持向创
新要活力、向创新要资源、向创新要办法，推
动农业实现“破茧成蝶”。

传统农业，肥料、农药使用过量，土传病
害增多。寿光也存在蔬菜连作造成的土壤板
结、次生盐渍化等问题。如果不在土壤中种植
蔬菜，这些问题是不是就解决了？孙家集街道
三元朱村和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南木桥村探索
出无土栽培的成功之路。

2000年，受盐碱地困扰的南木桥村就开始
尝试无土栽培。当时村里的4800亩土地，绝大
部分种植棉花，还有少数的小麦和玉米。土地
不适合种菜，村党支部书记李本兵带领大家钻
研无土栽培。

用于无土栽培的基质种类很多，南木桥村
选择了沙子和炉渣。“沙子和炉渣透气性好，
用它们作为混合基质使用时间最长，经济实惠
又便捷易取，关键是适合种植西红柿。”李本
兵说，“结合这种基质的特点，我们还找到了
适应的消毒方法。通过松翻基质曝晒、使用漂

白剂和蓝丰多菌灵消毒，不仅对人体没有伤
害，还能有效消杀基质中的细菌、真菌孢子、
根线虫等。”

为了提升果实的品质和口感，南木桥村还
在营养液中配一定的有机物，比如氨基酸和维
生素。如今，南木桥村的西红柿早就通过了国
家的无公害食品认证。

“我们的西红柿在市场上每斤要贵上两三
毛钱。”李本兵说。

在三元朱村，寿光田立方农业公司采用河
沙作为无土栽培基质。“河沙永不降解，透气

性更强，保水量适中。一个大棚河沙投入不过
几百元，能用20年以上。”田立方负责人王青
春说。

王青春的这套水气循环式沙培种植模式，
有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还可以智能控制水
肥施用时间，水肥自动回收。

今年4月，王青春把第一批黄瓜、丝瓜抽
样送到了寿光市检验检测中心。检测报告显
示，样品全部合格。“其中速灭磷、百菌清等
60余种常见农残指标均显示‘未检出’，达到
了双A级绿色蔬菜要求。”王青春说。

针对土壤问题，从2011年起，寿光全面启
动了设施蔬菜“沃土工程”，通过科学测土配
方，利用微生物肥对土地进行改良。目前，已
改良土壤面积28万亩，土壤有机质由1 . 56%提
高到1 . 8%以上。

稻田镇宋四村宋永强的蔬菜大棚里，安装
了农作物生长微粒子灌溉孵化器。为了进行对
比试验，宋永强的黄瓜大棚一半用弱碱水灌
溉，一半用普通水。结果，弱碱水灌溉区域的
黄瓜病虫害少，一般单次能摘到100公斤，而
用普通水灌溉的部分很难摘到90公斤。

微粒子灌溉孵化器是山东水圣农业科技公
司总经理杨玉茂的发明，并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

“这个机器，能把普通的水变成弱碱水，
并能增加水中氧气含量，有利于改良土壤环
境，促进作物吸收，进而增加作物产量。”杨
玉茂说。

据了解，目前寿光市蔬菜先进技术和良种
覆盖面分别达到95%和98%，科技进步对农业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接近发达国家水
平。

□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洪文

8月26日上午，北京清大国华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经理严伟今年第三次来到寿光市政务服
务中心，咨询项目办理的审批代办流程。

“前期手续的办理并不顺利，项目进展得
比较慢。”严伟说，今年上半年，他们公司着
手准备投资10亿元，在侯镇工业园建设一个大
型微废处理项目。作为外地企业，对寿光当地
的政策了解不够，影响了项目的推进。

下半年，一筹莫展的严伟从朋友那里打听
到了寿光政务服务中心的无偿代办服务，就赶
忙来到政务中心咨询。代办中心了解到严伟的
企业情况后，第二天便召集了项目所涉及的审
批部门，进行了联合会审。

“作为建设项目审批窗口，我们的工作是
配合市政务服务中心，为项目审批提速。”寿
光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代办服务科科长

胡淑贞说，通过联合会审，对市重点推进项
目、有审批方面需求的项目，从土地、规划、
环保、产业政策等多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建
议，帮助项目精准申报、快速办理。

几天后，代办中心向严伟的企业出具了一
次性告知单，制定适合企业的模拟审批流程，
并确定了项目全程跟踪代办员。

“详细的审批流程单一出来，我一下子就
放心了。”严伟说，微废行业落地寿光，需要
潍坊市发改局进行核准，代办中心的代办员陪
他们跑了两趟潍坊，协调了多方关系。

“在接到代办申请后，我们根据项目需
求，全程为代办项目提供‘保姆式’服务。”
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代办服务科科
员卢滨说，认真了解代办项目的具体情况后，
他们积极主动与各有关审批窗口沟通协调，帮
助代办项目快速办理相关手续。

让企业少跑腿，是审批提速增效最直接的
体现。代办中心推出的模拟审批制节约了项目

办理的时间和资金。从事房地产行业的王云杰
就享受到了这个制度带来的“红利”，他们新
开发的项目仅用了2个月，手续就全部办理完
成。

“原来办理手续的时候，只有土地证办下
来之后，才能办下一步手续，这中间就需要好
几个月的时间。”寿光市清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开发部经理王云杰说，现在在土地证办理
期间，下面的手续可以同时办理。像发改立
项、规划许可等可以同步进行，比以往节省三
四个月的时间。

7月，代办中心推出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全流程模拟审批，将模拟审批由原来只能模拟
到发改立项延展到施工许可证，真正解决了多
年来并联审批实施不彻底的问题。

根据项目类别，寿光成立了6个重点项目
审批事项协调推进小组。

“6个协调推进小组负责各领域项目建设
全过程审批事项保姆式服务及协调推进，加快

项目手续办理。”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
公室主任科员李波说，同时分析研究项目建设
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制定可操作、有针
对性的办法措施，促进项目及早落地，为促进
全市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

截至目前，代办中心共有代办员49人，已
代办各类项目42个，总投资150亿元。

“到今天，洛城双创中心产业园、侯镇高
分子材料产业园等符合模拟审批的项目已进入
规划立项阶段。”李波说，寿光市东城高中项
目、寿光人民医院东城分院项目、寿光恒华实
业有限公司年产7200套轮胎模具及6万吨胎圈
钢丝项目已提前完工启用。

据统计，以上投资项目的审批时间预计至
少缩短6个月，审批效率提高60%以上。

“下一步，代办中心将继续推进改进措
施，优化代办服务，为代办项目提供全程‘保
姆式’服务。”胡淑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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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亮

位于寿光市羊口镇的永康制溴三
公司，今年6月拆除了原有的燃煤锅
炉，安装了燃气锅炉。“原以为燃气
锅炉的成本会比较高，但一核算，成
本还降低了。”永康制溴三公司经理
齐永说。

据了解，该公司生产一吨溴素，
原来燃煤成本是750元左右，现在燃气
成本是725元左右。同时，因为燃气锅
炉是全自动设备，还节省了人力。
“燃气锅炉燃烧更充分，燃烧后的物
质主要是水和二氧化碳，氮氧化物、
二氧化硫、烟尘实现了超低排放，降
低了环境负担。”齐永说。

洛城工业园内的卫东化工厂区，
也拆除了一台10吨的燃煤锅炉，更换
为燃气锅炉。

“新投资100多万上了燃气锅炉，
不仅氮氧化物等实现超低排放，而且
每个班次节省一个人。”卫东化工总
经理王佰林说。

今年5月，山东道可化学有限公司
投资150万元，拆除了原来的三台燃煤
锅炉，新上了两台燃气锅炉。“烟尘
从原来燃煤锅炉的30毫克每立方米降
低到10毫克每立方米。氮氧化物由原
来的250毫克每立方米降到100毫克每
立方米。燃气锅炉大大改善了各项环
保指标。”道可化学董事长单洪明
说，燃气锅炉和燃煤锅炉的运行成本
相差不多，但从生态保护上来说，意
义重大。

9月8日，走进富康制药园区的煤
场，记者看到，煤块已经清理干净，3
台燃煤锅炉已经切割完毕，燃气锅炉
正常运转。今年8月，富康制药拆除了
一台10吨的锅炉，2台6吨的锅炉。
“ 煤 场 以 后 要 改 成 职 工 的 活 动 场
所。”富康制药环保部部长李成勇
说。

“现在没有煤场了，厂里比原来
干净多了。”位于台头镇的宏源防水
设备部部长王士秀说。在寿光的燃煤
小锅炉“清零”行动中，宏源防水原
有的6台燃煤锅炉全部拆除，取而代之
的是2台新式的燃气锅炉。“从目前测
算的数据看，沥青基防水卷材每平方
米成本增加0 . 2元左右。”王士秀说。

“环保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早改早转型。煤改气虽然增加了一点
成本，但作为台头镇防水龙头企业，
也应该带好头。”宏源防水行政副总
侯淑庆说。

近年来，宏源防水坚持把品质、

品牌作为主攻方向，积极引进新技
术、开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去
年，宏源防水又投资2 . 8亿元，规划建
设了占地92亩的环保型防水材料项
目，从世界顶尖设备制造商阿迪公司
引进整套生产装备线2条。

据了解，该生产线车速比国内装
备每秒提高20-50米，产品质量、安全
环保等各项指标大幅提高。“2条新生
产线能顶原来的5条，单位能耗能降低
30%-40%。”王士秀说。

“新项目区的燃气锅炉也已经安
装到位，项目投产后，将直接使用清
洁能源。”侯淑庆说。

面对环保新要求，在龙头企业的
带动示范下，寿光企业瞄准高新高
端，扎堆上项目、抓技改。

“管道供气很方便，也很干净。
但管道长，热损比较大。锅炉改造完
成后，我们对锅炉和管道进行了保温
处理。这样既降低了车间温度，又提
高了热利用率。现在车间里很干净，
劳动环境更好了。”用上管道燃气的
鑫宝防水公司负责人陈宝军说，“再
上项目，不能和现在一个模式了。首
先要把环保设施考虑好，绿化要超过
厂区面积的四成，争取把企业打造成
一处园林式的绿色工厂。”

据了解，鑫宝防水计划投资2亿
元，新上环保型防水材料项目，同步
建设机械制造和涂料研发等技术中
心，配套引进最先进的环保设施。

“从最初规划建设燃气管道18公
里，又增加到35 . 2公里，现在已经初
步确定主支线管道总长60公里。”在
台头镇管道供气施工现场，乐义华玺
公司项目施工负责人刘海龙说。

目前，台头镇已有39家企业用上
了管道气，50多家企业通过煤改电、
点供气等方式用上了清洁能源。羊
口、侯镇、洛城、寿光经济开发区的
企业，也多数用上了清洁能源。

重点项目无偿代办 全流程模拟审批

全程代办促审批再提速

多家企业拆掉燃煤锅炉，用上清洁能源

寿光“煤改气”，早改早转型

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贡献率达70%，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寿光菜，进入拼技术时代

寿光田立
方农业公司的
高科技蔬菜大
棚内，安装着
温度、湿度探
测仪等设备。

□石如宽 报道
富康制药的燃煤锅

炉拆除后，又进行了切
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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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当蔬菜医生28年

百个薄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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