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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最近，王庆凯从孙家集开车回寿光，都会
选择文石线。“寿光道路四通八达，真是太方
便了。”王庆凯说。

国道308文石线寿光段改建工程，东起稻
田镇王望社区，经过稻田镇、洛城街道、纪台
镇、孙家集街道四个镇街，全长26公里。文石
线采用分向行驶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路基宽
25 . 5米，设计时速80公里，有大中桥三座，总
投资6 . 9亿元。

寿光市公路局项目办工作人员王月文说，
文石线打破了寿光境内无国道的历史，也对优
化区域路网布局，改善行车条件，缓解交通拥
堵起到了重要作用。

开蔬菜运输车的张林林说：“有了文石
线，从孙家集到稻田，我就能直达，再不用转
路了。”

纪台镇东方西村的赵荣华以前去趟潍坊市
区，得先往北走5公里，然后再走潍高路。现
在赵荣华想去潍坊走亲戚，从家门口往东直走
就能到了。“以前路窄，也不好走。现在文石
线路宽、平坦，我们出行更便捷了。”赵荣华
说。

孙家集石门董村村民大多种大棚，因为路
窄，拉菜的货车进出困难，大车都不愿意来。
石门董村大棚种植户卢有才说，以后蔬菜运输
车可以直接开到村边，蔬菜外运方便了。

寿光市委十四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提
出，加快推进幸福路南伸、金光街拓宽东伸等
工程，构建四环内“八纵六横”的道路框架，
尽快打通永宁路、文庙街等断头路，形成“快
速成环、干路成格、支路成网”的城市交通格

局。
“羊临路营里镇至寿光就要通车了，高兴

得真想跳起来。寿光又一条幸福大道旧貌变新
颜啦。”司机朱治录说。

今年2月15日，羊临路开始封闭施工，从
寿光去古城、田柳、营里、羊口，只能绕道。
11月18日，记者看到，羊临路整个路段已经全
部修好，只有部分路段路沿石没有铺好，通车
指日可待。“羊临路通车后，妈妈再也不用担
心我回家绕路了。”家住营里、在寿光上班的
徐丽英说。

据了解，羊临路维修改造工程全长15335
米，总投资额8272万元。这是寿光县乡道路建
设中首个PPP模式项目。

“这是我市首次探索县乡道路建设由单一
开发模式向多模式转变。”寿光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卜庆华说，PPP模式改变了以往基础设施
建设中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监管员”的
双重身份。在此模式下，政府专注于监管项目

的质量、安全、进度和成本。融资、建设到运
营，则由项目管理公司来操作。同时，项目还
引入第三方，以加强对工程质量的管理。

在寿光城区渤海路金光街至文庙街路段，
崭新的柏油路平坦宽阔。

以前的渤海路为地砖路面，近年来随着交
通量增加，路面出现了断板、地砖松动等问
题。今年，寿光对此路段进行整修，将原来的
地砖路面翻新改造为沥青砼路面，工程总长
468米，总投资138万元。“还是柏油路好，不
怕车压了，也不用天天维修了。”市民吴兴元
说。

寿光市政设施养护管理处渤海路工程指挥
孙德明说：“新路建成后，减少了维修石板的
费用，也方便市民出行。增加行车舒适性的同
时，也增加了沿街商铺的客流量。”

今年以来，寿光实施道路提升计划，启动
东升路南伸、北环路排水等59项市政工程，城
区道路承载力大幅提升。

市场路即将通车。该路南起文家中学，北
至北环路，总长2200米，主路面宽20米，两侧
人行道各4米，配套建设雨污水管道。据悉，
市场路是条生产道路，原先道路狭窄，坑洼不
平。

今年8月27日，菜都路建好通车。“这是
寿光目前最宽的马路，不光好看，还好用。”
寿光市城管执法大队队长、菜都路提升改造指
挥部总指挥聂义亭说。

菜都路提升改造项目，南起建新街北侧，
北至文庙街南侧，全长2477米，主辅分离，中
间双向八车道，主路面宽29米，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各一个。“道路宽，分工明确，开车舒
心。”货车司机司明远说。

“菜都路是中心城区的南北主干道，是出
城的便捷通道。菜都路作为寿光城市道路建设
的重中之重，对能否构建起‘八纵六横’的道
路框架具有决定意义。”寿光市住建局局长崔
维川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永升

11月18日9点，寿光中南世纪城公交站
牌，48岁的尚友荣坐上208路城乡公交车，前
往洛城街道东斟灌村。“公交车便宜了，现在
只要花3元钱，就到老家了。”尚友荣说。

尚友荣在寿光市内一家公司上班，但父母
一直生活在东斟灌村，她就经常回去看看。如
果不带很多物品，尚友荣喜欢坐公交车回去。
“公交车就开到家门口，很近便。坐车让我觉
得放松，不像开车那么需要集中精力。”尚友
荣说。

据了解，11月1日至30日“公交出行宣传
月”期间，寿光市民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公交
车，城乡公交则实行上车1元、每过一个镇街
加价1元的办法。

寿光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主任邱家军说，
免费公交是为倡导绿色、安全、文明的出行方

式，提高广大市民“出行优选公交”的意识。
“倒不是觉得可以省多少钱，主要是乘坐

公交环保低碳。”尚友荣告诉记者。
经常乘坐103路城乡公交车的张巧霞感受

到票价的实惠。103路是从寿光市区开往羊口
镇的乡村公交，到羊口镇区需要11元，如果再
坐到寿光职教中心则要13元。现在，张巧霞坐
到镇区只需要5元。“自己开车的话，成本很
高，还是公交车实惠。现在公交车车况很好，
速度快，也很干净。”张巧霞说，没有特别着
急的事情，就选择公交车。

103路公交车司机张恒说：“票价降下来
后，经常爆满，车厢里都站满了乘客。”

家住文家街道西关村的王刚，在寿光政务
服务中心上班。工作日，他每天早上7点准时
坐上20路公交车，约30至40分钟后到达工作单
位，下班后再坐公交车返回。“公交车很准
时，车内也干净，一般都有座位。坐公交，我
也不用考虑停车位的事。”王刚说，现在不少
同事选择乘坐公交车。

近年来，寿光重视和支持公共交通事业发
展，聘请北京交通大学编制了“城市公交线网
优化调整及实施方案规划”。截至目前，寿光
市城市公交线路达18条，城乡公交线路达37
条，有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公交车541辆。

“基本实现了公交全覆盖，为市民出行提
供了基础条件。”邱家军说。

寿光市公共交通运输有限公司宣教科桂玉
燕说：“宣传公交出行，我们搞了很多活
动。”公司组织人员在公交车厢、候车站亭等
场所开展公交出行万人签名活动。在公交站
点、车厢内张贴、发放宣传海报，宣传公交优
先。组织人员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上门服
务，给干部职工免费办理公交卡。

“我们选择周末进入小区，为市民办理公
交卡，宣传公交出行的优势，得到很多人的认
可。”桂玉燕说。

11月1日，寿光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多家单
位开展以“优选公交，绿色出行”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发出了绿色出行倡议书。邱家军说，

他们努力让每位市民都成为绿色交通的实践
者、参与者和支持者。

从三里农贸市场到商务小区，市民张光明
一般骑共享单车或者公共自行车。“骑车去也
就20多分钟，还可以锻炼身体。”张光明说。

寿光大力发展有桩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为主
导的城市慢行系统，在城区建设了102个公共
自行车站点，投放有桩公共自行车3000辆。今
年，寿光又引进全国最大的有桩自行车公司永
安行科技有限公司，在城区投放了3000辆共享
单车，建设了百余处带有GPS定位功能的“永
安栈2 . 0”智能站牌，采集了全市800余处非机
动车停车区域作为共享单车停放点。

“晚上出去玩，我就骑着自行车回家，小
区门口就有站点，很方便。而且这种自行车前
面带着筐，可以盛放物品，很实用。”经常使
用公共自行车的张晓妮说。

“公交车、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投入使
用，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方便快捷、绿色安全、
舒适环保的公共交通服务。”邱家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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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受宠

绿色出行，风行寿光

构建四环内“八纵六横”道路框架

路路畅通，运菜车直达村头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13日，寿光市百亿元基

础设施（PPP）基金签约仪式在北京举行。寿光
市金宏集团与北京易华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发起设立100亿元的寿
光市PPP基金。

基金采用母子基金架构，期限10至15年，
总规模100亿元，其中母基金20亿元、子基金80
亿元。母基金由金宏集团、易华录共同出资设
立，分期到位。子基金由母基金出资20%，易华
录负责向金融机构或社会资本募集剩余的80%优
先级资金。资金到位后，主要投向寿光新开工
建设且纳入两库的PPP项目、基础设施存量资产

通过反推入库的PPP项目以及政府出资SPV公司
的资本金部分。

寿光市市长赵绪春说，此次签约是寿光市
推广PPP合作模式的一次大胆探索，吹响了寿光
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创新资本运作模式
的冲锋号，对深化投融资体系改革、提高公共
服务质量和效率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寿光百亿元基础设施基金签约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1月19日上午，寿光洛城全福元
中心站，洛城街道六股路村村民于兴
元坐上20路公交车，去位于渤海路的
阳光春天购物广场逛街。“渤海路上
人多车多，自己开车停车不方便。坐
公交正好直达，为啥不坐公交去?”于
兴元说。

这个11月，于兴元在市区乘坐公
交车一分钱不用花。11月1日至30日是
公交出行宣传月，寿光开展“活动月
免费乘车”活动。市民可免费乘坐城
市公交车，城乡公交实行上车1元，过
一个镇（街区）增加1元。

“现在明显感到乘客比以前多
了。以前空座位很多，现在基本上都
能坐满了。上下班高峰时，还有不少
站着的乘客。”20路公交车驾驶员王
波说。

2路公交车驾驶员张焕良说：“到
晚上6点半，车上乘客还都是满满的，
选择公交的人越来越多了。”

“寿光投入了很多公交车，车况
良好，但乘客比较少。而在寿光主要
路口，上下班的时候堵车。我们就加
强宣传，引导市民绿色出行。”寿光
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主任邱家军说。

据统计，11月1日至10日，1路公
交车客流量达16360人次，比10月份同
期增长48 . 74%。2路公交车客流量达
3 2 0 1 6 人 次 ， 比 1 0 月 份 同 期 增 长
42 . 75%。3路公交车客流量达14558人
次，比10月份同期增长36 . 28%。5路
公交车客流量达27985人次，比10月份
同期增长62 . 86%。

“从各条线路的总体运行情况来
看，城市公交客流量相比10月份同期
增长45%。”寿光市公共交通运输有
限公司宣教科桂玉燕说，免费公交活
动开展10天以来，已免费接送乘客30
多万人次。

桂玉燕说，为了更好地为市民服
务，公交车司机放弃休息时间，加班

加点确保了活动期间各车辆正点、准
点运营。不少公交志愿者主动走上街
头、走进市民中间，发放公交乘车线
路指南，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公交热
点问题，引导帮扶乘客安全有序乘
车。

“公交车驾驶员务必要养成心平

气和、不急不躁的良好心态。”张焕
良说。

张焕良所驾驶的2路公交车主要行
驶在寿光市车流量最大的路段，对驾
驶员有着很高的要求。“现在，我对
公交车所行驶的路况了如指掌，每一
个交叉路口、每一个公交站台的特点

都记在心上。公交车司机的一个基本
要求，就是热情服务、有问必答、有
难必帮，安全开好每一趟车。”张焕
良说。

“价格可以降低，但服务不能打
折。”邱家军说。

据了解，11月的免费公交活动结

束后，从12月1日开始，寿光城市公交
将全面实行刷卡、扫码支付1元活动。

“我们支持刷卡、微信支付，这
样方便资金管理归集。如果投币，还
是两元钱。因为我们需要人员专门清
点钱币，增大了成本。”邱家军说。

免费公交一个月，客流增加45%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寿光11月实行城市公交免费月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乘坐。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1月17日9时21分，神华国华

寿光电厂环境数据监测屏幕显示1号机组实时排
放数据：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每标准立方
米分别是0 . 72、1 . 70、9（均为毫克，下同），
2号机组分别为0 . 72、2 . 54、11 . 25，低于天然
气发电机组的排放限值标准，也优于机组设计值
3、10、27。

根据国家环保部相关规定，燃煤机组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值为每标准立方米
20、50、100；燃气机组为5、35、50。

2016年7月31日、11月28日，神华国华寿光
电厂两台机组一次通过168小时试运行，经过省
环境检测中心站监测，其中烟尘排放小于1毫
克、二氧化硫小于2毫克、氮氧化物小于18毫
克，建成我省首座百万燃煤“近零排放”电站。

据了解，神华国华寿光电厂通过设计优化，
加大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应用，在工程建设
中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特别是在节能
环保上，该电厂制订了多项有效措施。例如在炉
后增设两级低温省煤器，使供电煤耗降低为
275 . 01克/千瓦时。烟气脱硝采用高效SCR脱硝
装置，脱硝效率达到87%。烟尘采用三室五电场
静电除尘器和湿式静电除尘器，除尘效率达到
99 . 87%以上。

寿光电厂

实现超低排放

□ 本报记者 单 辰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11月19日下午，潍坊利威土壤消毒公司实验
基地的负责人赵天铭正忙着接打电话，确认12月
初新一批盐碱地改良项目中意向地所有人的待改
良土地面积。“目前能够确认的意向改良土地面
积，已经超过1000亩。”赵天铭说，而这个数字
在2016年全年只有30。

2014年起，赵天铭的实验基地开始针对寿北
地区土壤盐渍化严重的问题，考虑制订相应的改
良方案。经过大量试验对比，赵天铭总结出，将
盐碱地的盐分固结到20公分以下的深层土壤并长
久保持，是目前最可行的方案。

“寿北作物以小麦和棉花为主，其作物根系
均在地下20公分以上生长。”赵天铭说，保证了
地下20公分以上土层的低盐化甚至无盐化，就保
证了作物能够正常生长，不受底层土壤高盐的影
响。

赵天铭和他的团队试用了几十种碱性土壤改
良剂，效果都不理想，问题在于将盐分下沉容
易，固结难。“盐随水走，也随水来。”赵天铭
说，简单地对土壤用水浇灌，就可让表层土壤盐
分下沉，但经过水分升腾和蒸发，盐分又再一次
返回地表。试验中的土壤改良剂对盐分的深层固
结均表现不好，试验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2015年初，赵天铭了解到广东省地球土壤研
究院研发的一款土壤改良剂，其中含有钙、镁、
硫和脱硫石膏等成分，在固结盐分的试验中表现
良好。赵天铭立即订购了该产品，在羊口镇营子
村的试验田中进行初步试验。

据了解，土壤含盐总量为鉴定土壤盐渍化程
度的首要标准。其中，非盐渍土的该数据为
0 . 3%以内，0 . 3%-0 . 5%为弱盐渍土，0 . 5%-
1 . 0%为中盐渍土，1 . 0%-2 . 2%为强盐渍土。

“试验田土壤初始含盐总量为0 . 8%左右，
在深耕并均匀撒施该改良剂后，表层土壤含盐总
量下降到了0 . 3%。”赵天铭说，12个月后，试
验田表层土壤内该数值上升到了0 . 5%左右，这
是所有试验过的改良剂中表现最好的一种。

今年初，赵天铭带着试验田的改良数据来到
各村宣传，以每亩500元的成本价推广他的盐碱
地改良方案。4月11日，饱受棉花减产多年困扰
的羊口镇营子村村民曹有福决定采取赵天铭的改
良方案。

先深耕，后撒施改良剂，4月14日，曹有福
的10亩棉田完成了盐渍化改良。改良后，土壤表
层盐分沉降是否长久、新茬棉花能否增产，成了
赵天铭和曹有福俩人心里共同的疑问。

采棉期，赵天铭赶忙打电话问曹有福地里的
产量情况，得到了亩产820斤的答案。而在此之
前，曹有福的棉田已经多年亩产不足500斤。赵
天铭跑到曹有福的地里检测后，土壤也仍然维持
在弱盐渍化的程度范围内。这下，赵天铭心里的
石头落地了。

营子村试验成功后，赵天铭和团队一个月内
设计出土壤深耕和改良剂撒施一体化设备，解决
了人工撒施效率低、不均匀的问题。

8月，赵天铭拿到了营里镇北陈村20亩盐田
改造项目的订单。8月9日-12日，盐田改造完毕
后栽种小麦，目前已有15厘米左右的嫩苗破土而
出。

“原本寸草不生的强盐碱地上长出了麦苗，
真让人高兴。”赵天铭说，在看到效果后，寿北
多个棉田和小麦种植户已经联系他，准备作年底
和明年初的土壤盐渍化修复，目前已经确定的实
施亩数超过了1000亩，比今年多了30多倍。

“强盐渍化的土质，第一年亩均施用改良剂
100公斤，第二年用50公斤，第三年用25公斤，
连年递减就可保证土壤盐分正常。”赵天铭说，
目前来看，改良试验算是初步成功了，但赵天铭
依然有自己的担忧。

“近年的棉花价格连续走低，即便作了土壤
修复，增产个几百斤，对只有三五亩地的散棉农
来说也帮助不大。”赵天铭说，况且寿北淡水资
源稀缺，浇水不足一样会影响作物生长。

“作物品种改良，再配合土壤修复，是最为
理想的改良方案。”赵天铭说，目前，他正积极
与羊口镇和营里镇等政府部门沟通，探讨新型强
耐盐碱作物的筛选和引进方案。

“海水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赵天铭说，
海水稻可生长全程浇灌海水，且经济效益较高，
如果能够引进，会让寿北种植户增收不少。寿北
有多达几十万亩盐碱地，新的耐盐碱经济作物必
将给盐碱地带来新改变。

寿北探索土壤盐渍化修复———

盐分沉下去

麦苗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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