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浩宇

现在，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寇家坞三
村王清军家，屋里屋外堆满了棉花。

2017年，王清军种了100亩的棉田，收获5万
斤棉花。“去年天气好，棉花生长期间阳光充
足，气温适宜，病虫害少，棉花产量比较高。”
王清军说。

棉花收成虽好，价格却不理想。“现在棉花
每斤只有2 . 8至3 . 1元，算下来赚不到钱。”王
清军说。

王清军已经算过账，100亩棉田的种子、肥
料、地膜等农资成本加起来要3万多元。1斤棉花
的人工费要1 . 2元至1 . 3元，5万斤棉花仅人工成
本就要6万多元。按照每斤3元钱算，5万斤棉花
可以卖15万元，除去农资成本和人工费，还剩下
6万元。再刨去土地承包费，王清军种一年棉田
基本上剩不下钱。

王清军发现，现在不光棉价偏低，到村里收
购棉花的商贩较往年也少了许多。“往年棉花下
来后，几乎每天都有来村里收棉花的商贩，但现
在商贩很少，而且是隔三差五地收。”寇家坞三
村的于兴旺说。

“前段时间，很多棉农在等待价格回升，
售棉意愿很低。”从事棉花收购多年的商贩徐天
龙说，因棉农惜售，到各个村收棉花的商贩做不
着生意，有的干脆转行，进而形成了“棉农不卖
商贩不收”的窘境。

“过去我们村家家户户种棉花，现在棉农逐
年减少。”双王城寇家坞二村村民于仕勇说。

前些年，受棉花供大于求等多方面因素影
响，棉花价格一直不景气。尤其是2014年，棉花
价格跌破棉农的“心理底线”。近些年，不少人
已逐渐改种其他农作物。

于仕勇把15亩地都改种了小麦、高粱等农作
物。相比棉花，小麦、高粱成本少且易于管理，
收益相对较高。2017年，寇家坞二村只有六七成
的土地种植着棉花。

记者从寿光市统计局获悉，近年来，寿北种
植面积呈逐年减少趋势。2013年棉花种植面积为
27 . 78万亩，2014年种植面积为23 . 84万亩，
2015年种植面积为21 . 08万亩，2016年种植面积
为14 . 58万亩，而2017年棉花种植面积为11 . 75
万亩。从2013年至2017年，寿北棉花种植面积缩
减了16 . 03万亩。

近年来，寿北农业一改过去单一的种植模
式，呈现多元化发展局面，不少农民不再依赖棉
花种植，而是选择小麦、玉米、高粱等农作物。
同时，寿北农民也开始种植蔬菜大棚。双王城南
木桥村，村民曾以种植棉花为主要收入来源。现
在，南木桥村已建设蔬菜大棚200余个。

“棉花每亩产量500斤左右，每亩毛收入约
1600元，除去成本，每亩最高获利五六百元。种
植西红柿大棚后，一年两季，亩产量能达到2万
多公斤，亩均纯收入四五万元，有半数村民通过
大棚种植走上致富路。”南木桥村党支部书记李
汉照说。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红色的瓦，白色的围墙，房间

地面铺着地板砖，整个房子干净敞亮。这是寿光
市文家街道业家村79岁的贫困户左国吉的新房
子。左国吉属于村里的低保户，有一个长期卧病
在床的儿子。除了农田收入，左国吉没有其他收
入来源。之前，左国吉和儿子住在房顶露天的土
坯房内。“每逢下雨，我们就躲在屋角内，用塑
料布挡雨。有了政府帮忙给建的房子，现在再也
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了。”左国吉说。

文家街道庞家村，78岁的贫困户庞怀滨在街
道帮助下，住上了修葺一新的平房。

2017年6月，文家街道多次召开“建档立卡
贫困户危房改造”专项会议，部署安排危房改造
工作，对全街道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住房情况进行
认真排查、摸底，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危房列入改
造计划，向街道公示。

文家街道对贫困户的住房情况进行地毯式排
查，入户拍照、登记造册，把住房困难户全部纳
入改造范围。在完成贫困户住房状况调查摸底基
础上，文家街道以户为单位，建立危房档案资
料，对贫困户家庭成员、居住情况、收入情况、
贫困原因等情况如实记录。

文家街道按照“贫困户自愿申请、村民会议
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审
批”的程序，贫困户危房改造顺利进行。目前，
文家街道帮助贫困户新建和修缮危房10户，其中
新建3户，新建板房3户，修缮4户。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1月15日，寿光市田柳镇金富地小区，陈
秀梅家室内温度21度。“现在暖气格外好，温
度有保障。”陈秀梅说。

这个供暖季，田柳镇共有11个农村社区及
企事业单位、沿街商铺用上了余热供暖。

余热来自新龙集团的烟囱。寿光市港投集
团民晟热电公司投资6500万元，在新龙集团的
烟道内加装设备，对余热进行回收。“烟气排
放温度在140度左右，回收余热后以汽动泵加
热水，从而实现供暖。”民晟热电总工程师张
德三说。

据民晟热电经理马颖介绍，整个供暖季的
余热回收量可达9 . 33万吉焦，相当于节省3183
吨标煤。同时可减少烟气烟尘、二氧化硫、二
氧化碳、一氧化碳等碳化物的排放，且供热效
率比小锅炉提高25%。目前，余热供暖项目辐
射田柳镇王高片区、田柳片区，实际供热面积
为30万平方米。

田柳镇余热利用暖民工程负责人李瑞亭
说，余热供暖项目替代了已拆除的20余座燃煤
锅炉，与往年相比，可以节约近三分之二的费
用。

与金富地小区不同，孙家集街道嘉和茗苑
社区采用了空气能供暖。该小区居民范莹家室
内温度一直在二十四五度上下。“很舒服，在
家里穿件毛衣就行了。”范莹说。

往年，嘉和茗苑小区用12吨燃煤锅炉进
行供暖，11万平方米的供暖面积，每个供暖
季需要燃煤1600吨。2017年，孙家集街道引
进爱能森电能和空气能供暖设备，给6个小区
及周边的学校、医院供暖，覆盖面积35万平
方米。

据介绍，孙家集街道的新型供暖项目以太
阳能、空气能、地热能作为能量来源，通过核
心储能系统储存能量，再转换为用户所需的暖
气或冷气。目前，该项目在孙家集惠及居民

4000余户。
爱能森三元朱热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怀

升说，新型供暖项目每年可以减少4800吨的煤
炭燃烧，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氮氧化合物以及
二氧化硫的排放。

早在2016年冬天，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就
用上了爱能森空气能供暖。三元朱村党支部书
记王乐义说，新能源的推广已经让三元朱村民
过上了绿色、低碳的新生活。

爱能森三元朱热力有限公司总经理蓝兰
说，爱能森运用熔盐蓄热技术，在三元朱建设
全球首个“储能+多能互补+智慧能源”的清洁

能源供暖制冷工程示范项目。
据介绍，熔盐蓄热技术是一种基于熔盐显

热蓄热的电加热集中供暖技术，采用独立熔盐
蓄热集中供暖系统，利用晚上谷段的低价电加
热熔盐储能，供暖时通过盐—水换热器将循环
水加热至供暖温度，将热水输送至用户，实现
供暖功能。

古城街道弥香苑、弥清苑等小区，则采取
了煤改电、煤改气等方式供热。弥清苑小区东
区这两年一直采用土壤源供暖，居民反映效果
不错。弥香苑小区采用的是“天然气壁挂炉”
方式进行供暖。

“这种供暖形式，可以根据各自需求控制
室内温度。”弥香苑小区居民李庆林说。

2017年，寿光全面开展了燃煤小锅炉清零
行动，完成拆改的769台燃煤小锅炉，很大一
部分为供暖用燃煤锅炉。

“针对各镇街驻地及部分农村社区存在的
供暖实际，我市探索出清洁能源、企业余热回
收、空气能等多种新型供暖方式。”寿光市燃
气供热服务办公室副主任薛松说，目前寿光有
110多处社区、学校、医院等用暖单位已通过
新型供暖基本实现集中供热。今后，寿光还将
在农村社区大力推广这些新型采暖模式。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付 瑶

“以前村里发福利，有的老人就嘱咐我
‘把俺那份单独留出来，别让儿子领走’。现
在村里没有这样的事了。”寿光市圣城街道北
关村党支部书记林晓伟说。

北关村保洁员、70岁的张乐义，经常在村
里走动，时常听到谁家让老人搬到大北屋了，
谁家给老人买了新炉子了。

“没想到孝心示范村的效果会如此好。”
圣城街道城北片区总支书记刘丽华说。

去年5月，寿光在圣城街道北关村、洛城
街道惠民村启动“孝心示范村”建设。

“建设孝心示范村，就是让老人坐在一
起，拉拉呱，交谈健康知识、生活情况，以求
精神更好。同时，启发带动子女更加孝敬老
人。”寿光市关工委主任、传统文化宣教中心

主任王茂兴说。
1月10日，寿光召开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调度会。会议决定，从2018年起，实施
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形成向上向善、孝老爱
亲、爱家爱国的社会风尚。

最初来到北关村时，寿光市关工委副主任
刘来源发现，村干部们有应付的心态，以为这
是市里的面子工程，一阵风刮过去就算了。

王茂兴召开北关村“两委”会议，讲明
“孝心示范村”建设是对村“两委”的重托。
圣城街道党工委召开千人大会，要求街道其他
村学“孝心村”、做“孝心村”。志愿者还发
动起村内120多个党员、70多个村民代表，从
而把全村600多户带动起来了。

去年7月1日，惠民村85岁老人朱维贞第一
次过生日。朱维贞有个大家庭，但并不和睦。
寿光关工委的马金涛和王春花及村两委成员多
次给老人的妻子、儿子、儿媳做工作后，朱维

贞的四女一儿，每人拿出200元钱，给老人过
生日。

北关村共有69名80岁以上老人，有的老姐
妹、老弟兄村南村北住着，几十年少见面。北
关村组织了饺子宴，志愿者们开车把老人接到
现场，包饺子、表演节目。

88岁高龄的桑国芳在女婿朱建光陪伴下来
到宴会。91岁的张有荣遇到比她小4岁的老邻
居张兰芬，多年没见面的老人拉起家常。

“第一场饺子宴来了40多位老人，后来一
宣传，老人越来越多。有的行动不便，就让儿
女用藤椅抬着来参加。老人们也都盼热闹，都
想和老伙计们拉拉呱。”林晓伟说。

很快，北关村又组织给老人过生日。北关
村委准备好200元慰问金、蛋糕、裱好的大红
“寿”字，还有一支由关工委、街道党工委、
总支、村两委，再加上北关小学师生组成的祝
寿队伍，更让老人们觉得脸上有光。

在惠民村饺子宴上，一部分志愿者动手洗
菜、调馅、和面、擀皮、包饺子。其他志愿者
为老人量血压、理发。“看到老人们开心的笑
脸，感到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志愿者贾
世荣说。

如今的惠民村，孝心内容喷绘上墙，同时
建起孝德公园。北关村制定了“五好”评比标
准，开展“孝心”大普查，在外的企业家纷纷
捐款捐物助老。

2017年重阳节期间，圣城街道北夏村、北
郭村、于家、金马寨等20多个村举办孝老敬老
活动。北夏村“两委”自掏腰包办起孝老宴，
村主任刘玉江掌勺炒菜，志愿服务者全部是本
村村民。西关、九巷等村给老人发福利，以前
让老人们到村委领取，如今改为干部划片区包
靠，挨家挨户送到老人手里。

如今，北关村年轻人已经建起孝老敬亲微
信群，有孝老活动马上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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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德彦

王家留营村位于寿光市上口镇南部，144户
551口人。大棚“两改”前，只有3户蔬菜大棚
种植户，总占地面积14亩。

2015年，上口镇启动大棚“两改”。王家
留营村决定，先流转村民土地，然后再返租给
愿意种棚的承包户。最终，全村顺利流转土地
317亩，规划建设新式大棚24个，承包费用为每
亩每年600公斤小麦。其中，多数大棚单体占地
面积达9亩以上，更有5个大棚单体占地面积达
到了16亩。

2016年3月，原本在外地从事建筑工程行业
的村民孙明山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回到家，
承包了5个“巨棚”中的一个。6月底，大棚建
设完成后，同步安装了全套的智能管理设备。

“手机软件里面打开雾化开关，雾化器立
即工作，给棚里补水增湿，15分钟后自动关
停。”1月10日下午，孙明山拿着手机，给前来
观摩的邻村种植户介绍自家大棚的管理操作方

法。
“另外，还能用手机自动打药、补光、放

风、卷帘、施肥和浇水。除了作物栽种、采摘
和水肥预置外，几乎没有其他依靠传统人工管
理的环节。”孙明山说，他的大棚内的智能设
备不是逐个安装的，而是整套一起。

“全环节的管理操作全部依托智能设备，
每一步操作后的棚内实时状态，都会在手机上
同步显示。”孙明山告诉记者，假如某时段他
想让棚内湿度从10%提升到40%，可以直接在
APP上的湿度预设栏内填入“40%”，雾化器会
在湿度达到预设值后自动关停，准确且方便。

据了解，孙明山这套大棚智能设备的提供
方，是一家名为北京云洋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
企业。

“依托全棚监控，用户在手机端可以365×
24小时实时查看和管理大棚信息。即便不查
看，系统也会在数据异常时，通过短信和APP
推送报警提示。”云洋数据寿光片区负责人马
志强说，大棚内设有数据存储设备，用户可以
随时查看24小时内的大棚数据信息。

“而且公司总部有云服务器，可以为用户

存储一年的数据信息。要了解哪天的棚内状
况，选择下载就能看了。”孙明山说，除承包
费外，这个大棚总共花费了他65万元的建设费
和3万余元的智能设备安装费。

“之所以改行做这么大的投资，因为我算
准了精细化管理的新大棚会带来高质高量的稳
定产出，回本快、效益好。”孙明山说，建棚
后，他第一茬种的黄瓜，第二茬改为了尖椒和
五彩椒。

从2016年底开始，尖椒的收购价从不足2元
/斤涨到了2 . 8元/斤，而2017年的收购均价更是
达到了3 . 5元/斤。“目前的价格是4 . 3元1
斤。”孙明山预测，等到他棚里的五彩椒上市
的时候，差不多能到5元/斤的价格。

“3元/斤就能保本。”孙明山说，因为智
能大棚省去了繁杂的传统人工管理的时间，他
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市场行情，能更快地根据
形势作出调整。

“和传统大棚相比，智能大棚能省工
80%。”孙明山说，占地16亩的大棚他平时一人
就管理得来，只有栽种、吊绳、落蔓、采摘时
才需要多一个人帮忙，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寿光在北关、惠民建设孝心示范村———

敬老孝老不是面子工程

减少八成人工 数据实时掌控

管理16亩的大棚，一键搞定

棉价低迷，寿北棉田
四年减少16万亩

10家贫困户
不再住危房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彭庆玉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月16日，寿光市洛城街道中

心幼儿园，大四班老师朱新玲把搜集到的竹竿清
洗后上色，同时在竹竿的两边用铁丝穿孔，并把
铁丝弯成钩状，再把废旧的食用油桶清洗干净，
然后用颜料给油桶上漆，最后把两个油桶往竹竿
两头一挂，就成了扁担。户外活动时，大四班的
小朋友都抢着挑扁担。

为充实孩子们的户外游戏器械，洛城街道中
心幼儿园的老师合理调动各方资源，让家长和孩
子们一起搜集了各种废旧纸箱、纸盒、塑料管、
油桶等。然后老师们根据各年龄段孩子的兴趣体
能特点，自主选材、自由创作，让废旧物品变成
孩子们的玩具。

耳濡目染中，孩子们也渐渐地学会了主动保
存废旧物品。像用过的纸杯、过期的报纸、地上
的树枝，都成为孩子们收集的对象。“建设绿色
校园，我们从教育孩子开始，注意资源的循环利
用，教育孩子节约、环保。”洛城街道中心幼儿
园园长李华君说。

洛城中心幼儿园———

废旧物品巧利用

拆了小锅炉，采用清洁能源、余热回收、空气能等方式

寿光：“绿色供暖”风生水起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1月14日，寿光市台头镇南

兵村苗乃忠家欢声笑语。“现在儿子一家三口
每周都从寿光市里回来看我们。”苗乃忠说，
之前小孙子凯凯不愿意回来。“在爷爷家，每
次解手都得蹲坑。厕所里臭烘烘的，我还担心
掉下去。”8岁的凯凯说。

去年8月，苗乃忠在家中安装了脚踏式冲
水器冲厕所。如今，南兵村292户人家全部进

行了旱厕改造。记者从寿光市住建局获悉，
2017年寿光市完成农村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
34221户，53个农村社区实现污水全部处理
“解决农村脏乱差，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旱厕改
造。”南兵村党支部书记苗乃东说，“改造后
村民再也不用担心蚊蝇蛆虫了。”

据了解，寿光成立了专门的旱厕改造领导
小组，按照政府补助引导、集体和社会资助、
群众自筹相结合的原则，多方筹集资金，改善

农村群众的卫生状况。各镇区也因地制宜，高
标准选用符合当地实际的农村改厕模式。在一
般农村，推广使用三格化粪池、双瓮漏斗式厕
所。在城镇污水管网覆盖到的村庄和农村新型
社区，推广使用水冲式厕所。在重点饮用水源
地保护区内的村庄，全面采用水冲式厕所，建
立管网集中收集处理系统，实现达标排放。

据介绍，卫生厕所设施的全部费用约为
1000元/套，由镇村两级承担，村民只需要支

付化粪池开挖的人工费用，约100元。村民还
可根据不同需要，选择蹲便器或坐便器。

“我们老两口上了年纪，选的是坐便
器。”苗乃忠说，“上完厕所，一压按钮就冲
水，一次用水0 . 3升。水箱能装55升水，2个人
能用将近半个月，用完之后再添水就行了。”

2016年起，寿光实施农村厕所改造三年计
划。到2018年底，对全市79616户农户进行无
害化卫生厕所改造，基本实现全覆盖。

34221农户用上新厕所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

嘉和茗苑小区的居民
们，现在冬天享受的是
“绿色供暖”。

□单辰 报道
寿光市上口镇王家留营村，孙明山在用手机

操作管理自家占地16亩的超级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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