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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一个半小时就浇完了，到点关阀门就
行。”10月30日下午，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大李村
村民李学亮打开输水管道的阀门，准备给自家的
大棚浇水。“不用两口子一起忙活，现在浇水就
是一个人的活儿。”在李学亮的大棚里，每个田
畦里都有两根微灌管道，最南端连接着总输水
管。

2015年，李学亮上了这套水肥一体化设备。
用了3年，光节水节肥省下的钱就有三四万元。

“农业用水约占全市总用水量的80%。”寿
光市水利局局长黄树忠说，蔬菜生产对灌溉质量
的要求较高，需水量大、灌水频繁，导致了水资
源供需矛盾加剧。

“要做到高效节水，首先要把普通农田改为
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就是要做到旱能浇、涝
能排。”黄树忠说，目前寿光全市的高标准农田
面积为89 . 1万亩。

如何把水资源高效利用起来？
“第一，农田水利增加投入。”黄树忠说，

“十二五”以来，寿光借助农业综合开发、土地
治理等项目，向农田水利工程投入资金9 . 1亿
元，建设干渠17 . 5公里、支斗渠1 . 5公里，安装
PVC管道5140公里，铺设微灌水带4万多公里。

“第二，重点推广成熟的节水技术。”黄树
忠说，以“中国—以色列示范水城市”项目为带
动，寿光示范推广了深耕、地膜覆盖、抗旱良种
选育，以及大棚蔬菜水肥一体化、微喷滴灌等农
业节水新技术。

“其中，水肥一体化技术的推广，获得了菜
农的普遍认可。”黄树忠说，节水节肥、省时省
力、提质增收等，都是老百姓看得见的好处。今
年，全市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亩。

“第三，大力发展农业节水园区。”黄树忠
说，近年来，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现代农业示范园
建设了2万平方米的智能全自动水肥一体化设
施，并在亿嘉农化蔬菜基地、睿农蔬菜生产基地
等示范推广水肥一体化设施3000余亩。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寿光计划投资
13 . 22亿元，新建节水灌溉面积64 . 7万亩，到
2020年，基本实现全市农业灌溉节水化。截至目
前，寿光的89 . 1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内，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为75 . 77万亩。今年10月底，寿光被
确定为山东省首批省级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县。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1月6日上午，寿光市古城街道弥景苑幼儿
园，大二班小朋友郑成宇在教室内摆苹果树。

摆设完毕，郑成宇问郑贞华、郑涛：“你们
看我的苹果树像不像？”“很像。”郑贞华回
答。“如果我再加点苹果或者大树，那就成了丰
收的果园了。”郑成宇说。说完他又加上了苹果
和几株树苗，接着又在大树下摆一只小兔子。
“你们喜欢吗？”郑成宇问。“太好了，大树成
了小兔子的家，小兔子还可以吃苹果。”郑涛
说。

“在实际动手操作过程中，让孩子们提高观
察和思考的能力，让孩子们在体验中快乐成
长。”弥景苑幼儿园大二班教师武风丽说。

进入11月，弥景苑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园区空
地上种上了菠菜、油菜和小葱。“孩子们自己播
下种子，自己灌溉。课间，他们就来看看自己种
的蔬菜长啥样了。”弥景苑幼儿园教师郭金花
说。“这是我们园开展的幼儿生命化课程，主要
就是让孩子知道生命发生成长结束的过程，让孩
子懂得去呵护每个生命。”弥景苑幼儿园园长郑
素荣说，计划养上10只兔子、20只鸽子。在保证
安全的前提下，让孩子们观察鸽子、兔子生长繁
殖的规律。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2014年至2017年，我省连续实施耕地质
量提升项目，在土壤酸化地区和设施菜地退化
地区推广使用有机肥、改良剂等技术，以改善
土壤性状。”山东省土壤肥料总站站长刘延生
说，寿光已有2/3的农户在蔬菜生产中，主动
选择施用生物有机肥。

“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寿光每年节水
1500万至1800万立方米，节肥1万多吨。”寿
光市副市长王丽君说。

11月2日，在寿光召开了一个设施农业绿
色发展座谈会，来自河北、辽宁、江苏、安
徽、山东、河南等6省农业厅及部分设施农业
大县农业局做了重点发言。

从这次会议上，记者了解到，2014年我省
在全国率先发布了《山东省耕地质量提升规划
（2014-2020年）》，规划了土壤退化（设施
菜地）、土壤酸化两大土壤问题的修复和治

理。今年我省土壤退化面积将减少15%以上，
改良修复面积达到45万亩。到2020年，我省土
壤退化面积将减少60%以上，改良修复面积
180万亩。

今年我省发展水肥一体化面积130万亩，
到2020年全省蔬菜水肥一体化面积将达到220
万亩。

2011年开始，寿光启动设施蔬菜“沃土工
程”，推广生物菌肥改良土壤技术。截至2016
年，寿光市财政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建设了
2万亩高效生态示范区，改良28万亩土壤。
“实施区土壤有益微生物明显增多，土壤有机
质含量明显提高，蔬菜增产10%以上。”王丽
君说。

江苏省也在强化土壤修复治理。“在地力
瘠薄、质量等级低的新增设施农业区重点推广
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绿肥种植等技术。”
江苏省农委园艺处处长苏仕利说。

安徽省推广轮作换茬、高温闷棚等生态栽
培技术，改良酸化土壤，防治菜园次生盐渍

化。
2017年上半年，辽宁省设施蔬菜生产主推

以秸秆生物反应堆为代表的绿色高产高效标准
化生产技术8项，推广面积345万亩。

今年，河北省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40个，
重点开展雄峰授粉技术试验、天敌治虫应用及
其绿色防控配套技术示范和专业统防统治化等
措施，全面推行农业减量控害。

“防虫板、粘虫板、性诱剂、水肥一体化
等十大绿色生产技术得到推广应用，以膜下滴
灌为主的水肥一体化项目实施规模95 . 3万亩，
节肥、节药30%以上。全省蔬菜抽检合格率连
续三年稳定在98%以上。”河北省土壤肥料总
站站长王贺军说。

江苏省建立169个省级绿色防控示范区，
推广集性诱、灯诱、色诱、食诱和性迷于一体
的“4+1”害虫综合诱杀等20多项技术。“以
农业防治为基础、生态控制为核心、理化控制
为辅助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体系基本形成，农
药使用频次和用量逐步减少。”苏仕利说。

安徽省菜篮子工程办公室科长李化武说，
安徽大力推广频振式杀虫灯、诱虫色板、性诱
剂、防虫网、综合防治等病虫害绿色防控技
术。2017年，安徽新建150个省级蔬菜监测
点，蔬菜农残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

如何减少化肥的施用，是各省农业绿色发
展的重要方面。

河北省重点推广了“有机肥+配方肥”
“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秸秆生物反应堆”
等有机肥替代化肥技术。江苏省突出有机肥代
替化肥，创建4个果菜茶有机肥替化肥示范
县。在传统有机肥积造施的基础上，主推“有
机肥+配方肥”“菜-沼-畜”“有机肥+水肥一
体化”“有机肥+机械深耕”“秸秆生物反应
堆”等技术模式，减少化肥用量显著。安徽省
因地制宜推广“猪-沼-菜”“秸秆青储-养牛-
牛粪种蘑菇-菇渣种蔬菜”等生态循环模式，
扩大沼液、沼渣的利用。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王 亮

“将蓝框区域的监控画面放大，显示其24
小时内的视频录像。”11月3日下午，在寿光
市环保局智慧环保平台的监控室内，信息中心
监控科科长李乐杰要求科室工作人员调出某企
业监控中可疑时段的影像资料，进行人工复
核。

在仔细复核过后，李乐杰确认该企业在该
时段内并无违法排污行为。“蓝框标示区域为
重点监控区域，监控强度远高于普通区域。”
李乐杰说，借助智慧平台，监控系统可以实时
记录并上传监控信息，对违排等行为的判断精
确到秒。

机器哨兵+数据云

确保无误
针对监管工作量大、面广、点散、人手不

足等问题，2015年寿光市环保局提出建设智慧
环保平台的框架方案。同年8月，寿光通过政
府公开招标，确定了中电海康集团为项目承建
方。

智慧环保平台在测试期经过深入应用和优
化完善后，2016年10月通过验收并上线运行，
寿光也成为全省首家开展智慧环保建设的县级
市。

“平台建成后，我们在全市100余家排污
企业、13家污水处理厂、7条河流，以及环境
空气和城市排污管网等，同步设置了188个自
动监测站点。”李乐杰说，各站点采集的全部
数据，统一传输至智慧平台系统，每天的数据
传输量数以万计。

“数据存储在平台的数据云中心内，分析
后的数据异常会进行自动报警，多端推送。”
李乐杰说。

说白了，就是代替人工，自动对所有数据
进行整理、分析、预判，并将异常数据通过电
脑、手机等联络方式，及时告知排污企业和执
法人员。异常数据推送的同时，系统自动生成
执法任务。相关负责人或企业属地环保所工作
人员必须第一时间按照任务要求，对数据异常
单位进行查处。确认处罚结果后，任务才可消
除。

记者了解到，寿光市今年在全市范围内增
设900余个高清监控摄像头，其中800余个用于
对全市320余家排污企业的重点区域监控，100
个用于全市6个工业园区和7条河流的公共区域
监控。

电子处罚+移动执法

拒绝徇私
“重点区域包括排污口、危险废物仓库、

治污设施、放射源和监测站房等。”李乐杰
说，监控排污口等区域，保证了企业生产排放
全程透明；监控监测站房，是为了保证个别企
业无法通过篡改在线监测数据来逃避监管。

“工业园区和河流的公共区域监控，可掌
握园区烟气的实时排放情况，并防止企业向河
流倾倒废水等违法行为。”李乐杰说，监控系
统就像一个7×24小时站岗的机器哨兵，全时
关注企业的生产排放行为。

7月12日，在线监测显示，羊口镇工业园
区内某企业的烟尘排放浓度日均值达到了
10 . 2mg/m3，超过了限值10mg/m3的要求，智
慧平台第一时间自动生成了执法任务。羊口环
保所执法人员立即到现场调阅了在线监测历史
数据，发现确实存在超标问题，执法人员现场
用移动执法设备制作了笔录。根据相关规定，

寿光市环保局作出对超标企业处以罚款10万元
的决定。

“智慧监管没有人情执法，拒绝徇私舞
弊。”寿光市环保局局长韩家迅说，执法人
员所使用的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包含了
现场执法、行政处罚（限产停产、责令改
正、移交公安）、环境信访投诉等模块，设
置了导航、企业档案、在线监测、视频图像
等查询功能。

“电子处罚系统和智能执法紧密配合，形
成了完整的执法数据链。”韩家迅说，智慧环
保平台结合多种技术手段，实现了全市环境监
管的全程可视、可测、可控和可追溯。

“天地一体化”监管

模式现雏形
目前，寿光市固废处理中心正在建设中。

“该中心建成后，计划部署危废监管闭环管理
系统。”寿光市环保局副局长宋金科说，该系
统将采取视频监控、电子锁、运输车辆车载视

频和GPS轨迹监控等手段，全面对产废单位、
处置单位和运输企业进行各环节的动态智能化
监管。

“另外，DCS工况全过程监管系统也在研
发当中。”宋金科说，该系统可监控企业生产
状况、设备运行、治污设施运行等工况信息，
通过模型算法和逻辑推理，将工况可疑信息推
送给执法人员。

“下一步，配备远红外高清摄像头、自动
取样器等器材的无人机高空监控也将尽快实
施。”宋金科说，高空监控启用后，将立体全
面地提高全市环境污染的感知能力。

“届时，将形成‘天地一体化’的环境监
管模式，‘互联网+环保’得以全面实现。”
韩家迅说，在从体制机制上保障环保工作质量
提升的同时，更可通过加强对数据的收集、整
理和分析应用能力，为环境管理决策和群众时
刻了解环境空气质量的变化提供科学支撑。

据了解，寿光智慧环保平台先后获得省
“互联网+环保”典型实践案例和中国地理信
息产业优秀工程银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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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11月1日一早，寿光市纪台镇曹官
村村民尹春燕和丈夫去洛城街道屯西
村的秸秆还田公司，打听一下冬季换
茬期秸秆还田是否可行。

这几年，村里设了多个秸秆回收
点，秸秆处理已不再是尹春燕犯愁的
事，但2014年农业技术员到村里推广
茄子、辣椒等作物秸秆还田的做法
时，尹春燕还是表现出了浓厚的兴
趣。

“省了肥，土壤还好了，为啥不
试试？”尹春燕立刻报了名，成为村
里第一批试点蔬菜秸秆还田的种植
户。夏季换茬期间，尹春燕从头到尾
跟着技术员把秸秆还田流程走了一
遍。秸秆打碎之后，增施微生物菌
肥，闷棚一个月。

“土松软了很多，秸秆残渣几乎
没有，原来土壤酸化的情况也没有
了。”尹春燕说，技术员用仪器测到
她家大棚土壤的PH值已经恢复到了
7 . 1,而还田之前是6 . 2，呈弱酸性。

根据技术员的指导，在之后的新
茬种植期，她减少了20%的施肥量，

省下了800多元的肥料钱，此外还省了
350元的秸秆清理费，最后增产了近
1 0%。一次秸秆还田，让尹春燕在
2014年多收入了4000多元。

据了解，2014年，纪台镇蔬菜秸
秆还田面积约为100亩。在种植户看到
秸秆还田的实际效果后，2015年，还
田面积达到了2000亩。

“2016年，还田5000亩；今年在
全市推广后，总还田面积达到了3万
亩。”寿光汇联智通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范效光说，目前纪台全镇的2
万余个大棚，秸秆还田率已经达到了
60%以上。

尹春燕和丈夫商量，既然秸秆还
田效果这么好，为啥只有夏天做，年

前年后的换茬期为啥不能再做一次？
“还田后的微生物菌肥多为高温

菌，夏季换茬期长，高温菌腐熟秸秆
充分，整体还田效果有保障。”了解
到尹春燕的疑问后，范效光给她解答
了蔬菜秸秆还田多在夏季的原因。

“2015年，公司考虑到大量种植
户冬季换茬期的秸秆还田需求，开始

研发冬季秸秆还田技术。”范效光
说，冬季气温低、换茬期短，让微生
物菌在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作用是
研发重点。

今年初，范效光的技术团队试验
出了一种可以用于低温腐熟秸秆的微
生物菌种，团队内部称其为“5度低温
菌”。

“不同于普通还田菌，低温菌在
5℃以上即可保持活性。”范效光说，
“5度低温菌”在5℃以上的正常土质
条件下，对木质素较高的蔬菜秸秆进
行充分腐熟，只需要8-10天。今年冬
天，他计划在寿光部分乡镇展开试
点。

据统计，寿光每年农作物秸秆总
量约为195 . 86万吨，其中小麦秸秆约
为35 . 42万吨，玉米秸秆约为44 . 4万
吨，棉花秸秆约为8 . 84万吨，蔬菜秸
秆约为106万吨，其他秸秆1 . 2万吨。

“目前，全市农作物秸秆循环利
用率达到了92%以上。”寿光市农业
局环保站站长李光聚说，近年来，寿
光引进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企业共计
17家，其中已建成14家，设计年处理
能力101万吨。

设施农业如何实现绿色发展

土壤修复成重中之重

“5度低温菌”，有望助冬季秸秆还田

机器哨兵站岗，移动执法护航，智慧平台助力寿光环保监管升级———

违法排污，再也行不通了

水肥一体化技术
获菜农认可

在体验中快乐成长

□石如宽 报道
10月29日，寿光纪台镇卫生院中医科主任李

守军(右)先后到远水、方东、宋家村，为村民讲
述高血压、糖尿病、慢性支气管炎等高发病防治
知识及中医保健知识。

□单辰 报道
范效光的团队在

进行低温腐熟秸秆还
田试验。

□单辰 报道
寿光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在调阅中控系统数据。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记者从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寿光办事处获悉，2016年度寿光市出口木制品共
9242批、4 . 18亿美元，产品出口日本、美国、
欧洲等15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品种162个，主要
为中密度纤维板、胶合板等。

据介绍，2009年寿光设立出口木制品质量安
全示范区，示范区由设立时的31家企业发展至现
在的57家，出口货值约占潍坊出口木制品的
60%。一家企业获“中国名牌产品”称号，一家
企业获“中国驰名商标”称号。

潍坊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寿光办事处对寿光市
出口木制品企业推广实施“合格假定、快速核
放、有效监管、管放分离”的检验监管新模式，
实现了由“检”到“管”、由管产品到管企业、
由事前到事中事后监管模式的转变，出口报检通
关放行时间由原来的平均2天缩短至当前的0 . 26
天。

寿光木制品
出口157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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