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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郑颖雪

3月23日，记者来到位于昌邑市龙池镇龙
池工业园的潍坊联合环境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潍
坊市污水厂污泥无害化处置项目现场，展示架
上颜色各异的泥土被装在玻璃瓶里，吸引了众
人的目光。

原来，污水处理后剩下的污泥可以发酵变
成有机肥料，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热量可以用于
发电、供热，地沟油经过处理可以变成生物柴
油。在有效解决全市生活垃圾、污水等污染问
题的同时，一些企业通过对它们进行无害化、
资源化利用，既改善了城市环境又获得了经济
效益。

“这就是污水厂沉淀的污泥经过加工之后
形成的产品。”该项目负责人李龙江介绍，污
泥发酵21天至23天就可以变成有机肥，可以用
于园林绿化和盐碱地土质改良。

城市污水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会分离
成中水和污泥，中水可以再利用，或通过地下
管网排入城市内河。剩下的大量污泥因含有重
金属等物质，不能直接利用，被送进污泥处理
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李龙江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沉淀的污泥
经过计量后倒入卸料池，经稀释和加药调制
后，由板框压滤脱水后变成泥饼。粉碎后，将
其输送进发酵池，通过添加适量辅料、嗜热菌
种进行高温发酵杀菌，并进一步降低含水率至
40%制成营养土，最后再适当添加氮、磷、钾
等营养元素深度加工，就形成了颗粒状或粉状
的肥料。

自2017年4月份投入使用，潍坊市污水厂
污泥无害化处置项目采用“板框压滤脱水+好
氧发酵堆肥+资源化利用”工艺，通过动态连
续运行模式，实现自动进料、混料、输送、布
料、连续、通畅，生产全过程采用全封闭式负

压除臭，臭气经过收集处理后达到排放标准，
污水处理达到标准后，排入园区综合污水处理
厂。运行近一年来，每天最多处理污泥550吨
左右，经过处理之后生产出有机肥200吨左
右。

2017年，潍坊市一般固体废物产生量约
1200万吨，占固体废物总量的90%以上，由于
其危害较轻，主要是综合利用和处置、填埋，
从近几年的统计情况看，综合利用率达到93%
以上。全市共有753家企业申报产生危险废物
97 . 2万吨，其中80 . 7万吨由企业自行处置，
14 . 6万吨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近年来，潍坊市以预防为主、防治并举，
依法严厉打击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
的违法行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

针对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潍坊市环保局制
定了专门方案，开展了专项整治行动，并设立

了专门管理机构，邀请专家对全市环境执法人
员及危险废物重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培训；
对涉危废企业，建立了动态重点监管源名
单，加强规范化管理等，要求各县市区及市
属开发区确保每年对辖区内列入监管名单的
企业全部检查一遍，按照10%的比例进行抽
查。

去年，潍坊市共对涉及危险废物的18起案
件进行了查处，其中行政处罚8起，行政拘留3
起，刑事犯罪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84人，
移诉468人，有力地震慑了非法排放、倾倒、
处置危险废物的环境违法犯罪行为。

目前，潍坊市已建成投运危废综合处置企
业2家，处置能力远不能满足需要。2016年，
在广泛调查论证的基础上，潍坊市确定再规划
建设4家危废综合处置项目，今年将全部建成
投运，届时将完全能够满足危险废物处置需
要。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朱晓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委台办专题部署、制订方
案，以学习促提高，以调研改进作风，迅速掀起干
事创业、赶超跨越的浓厚氛围。

潍坊市委台办全体党员干部深入调研排查，找
问题、查不足、补短板，进一步找准对台工作与潍
坊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主动
融入新旧动能转换、“四个城市”建设等战略任
务，重点突破，多点开花，服务大局、服务基层、
服务台胞，把学习调研成果体现在整改落实上,切
实推动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推
动各项部署有效落实落地。

潍坊市委台办将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四个城
市”建设、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对标厦门、漳州、淮
安等全国对台工作先进地区，深入开展大学习、大
调研、大改进，确保各项工作继续走在前列。

□通讯员 孙希玉
刘新慧 报道

本报青州讯 “这张38元的办公用品收据不
能下账，因为没有备注购买物品的明细。”像这
样“不起眼”的票据 ,青州市弥河镇赤涧村纪检委
员王洪亮在3月份的村务理财监督时 ,还挑出了2
张。

担任村纪检委员3个月来，王洪亮还全程参与
了村里70岁以上老人春节慰问品的发放、困难户认
定等事务的监督工作。修缮村内道路，由于工期
紧，部分村干部建议中午统一管饭，饭后接着干，
以加快施工进度。王洪亮当即提醒：“镇上早就
规定实行‘零招待’，管饭行，可得咱们自己掏
腰包。”同时，王洪亮还是村里惠农政策和涉农
法律法规的宣传员和信息员。他通过办廉政漫画
墙、建立联户干部微信群等方式向村干部和群众
宣传廉政教育知识，并注意收集群众的合理诉求，
对一些村内出现的不稳定苗头，及时向村“两委”
提出合理化的意见和建议。“建议被采纳，自身价
值得到体现，感到工作还是蛮有意义的。”王洪亮
说。

在弥河镇，像王洪亮这样的纪检委员还有76
名，实现了村级纪检委的全覆盖和“微腐败”监督
的全视角。全镇纪检委员上任仅3个月时间，就有
22条意见建议被村“两委”采纳，帮助解决村级信
访苗头17起，村干部党风廉政意识明显增强，干群
关系更加密切。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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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纪检委员

监督“微腐败”

□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潍坊市退休干部宋永利是放风筝的行家里
手，他在潍坊土生土长，业余时间里研究放风
筝，让风筝这一古老的艺术更具魅力。

机缘巧合爱上放风筝

4月7日一大早，记者在潍坊市人民广场见
到了正在放风筝的宋永利。一个飞机形状的风
筝被他操控得无比“听话”，伴着哼哼的响
声，“飞机”时远时近，不时地变换造型，做
出旋转、翻转、上升、俯冲等动作。伴随着风
筝的飞舞，宋永利不断做出各种动作，人闻乐
动，风筝随人舞。宋永利精彩的表演引来大批
市民观看，“这哪里是放风筝，简直就是精彩
的艺术表演！”市民们惊叹不已。

“这是我独创的舞蹈战机风筝，我就是专
门研究怎么‘玩’风筝，怎么‘放’风筝
的。”宋永利一边缠着线，一边说对记者说。

宋永利介绍，自己放风筝缘起于2004年的

一次偶遇。一天，宋永利走出家门口，看到地
上有根线，沿线寻去，看到了一个断线的风
筝，挂在树枝上不停地摇曳。在找不到失主的
情况下，老宋将其收留。几次带它出去玩，它
都“左右摇摆升蓝天，翩跹舞蹈惹人欢”，给
老宋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从此，老宋便与风筝
结下了不解之缘。

风筝飞出新花样

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及与风筝爱好者们交
流，宋永利对风筝有了初步的认识。他想，玩风
筝不外乎五大工序——— 扎、糊、绘、调、放，“放”
是最终目的，前四者皆是为其服务的能不能创
出一种新的“放”法，为“世界风筝都”之名
增光添彩呢？宋永利开始行动起来。

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就是实干。老宋通
过对目前国内外风筝玩法状况的调研，分步去
实现他的梦想：先是冲破风筝靠风起飞的限
制，做到无风也能玩；再是打破风筝玩花样线
长固定的禁锢，做到不论线长线短都能挥洒自

如；再进一步，就是克服场地限制，把风筝当
成表演的道具，同时和舞蹈、音乐融为一体。

宋永利开始行动了，每天早上坚持练放飞
基本功1至2小时，晴天在人民广场，雨雪天在
室内。除了苦练外，老宋还不断学习、追求创
新，他还自学和向他人学习了风筝制作、录
像、照相、视频编辑、音乐编辑、飞机飞行原
理、太极拳、街舞、伦巴舞、恰恰舞、桑巴
舞、牛仔舞、斗牛舞、航模飞行、汽车驾驶等
知识，从中悟道，吸取精华，把多学科技能融
入放飞训练中。

被50多家媒体报道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不断地努力和
坚持，宋永利放风筝的技艺突飞猛进。

无论在人民广场，还是在电视上，宋永利
那如梦如幻、飘逸灵动的“放飞”，无不受到
观众的交口称赞。他的放飞表演也被cctv1、安
徽卫视、山东卫视、央视中国网络、中新网、
《风筝》等50多家媒体报道。2017年5月4日至9

日，受全国风协调遣，他与北京、黑龙江等地
的10名风筝爱好者去宁夏金沙岛放风筝。

为了不断提高技艺，宋永利经常参加比赛
并受邀义演。2013年9月，在山东电视台组织
的“中老年才艺展示赛”中，他的舞台放飞经
过海选、复赛，进入决赛；在多个国际性风筝
论坛开展的表演比赛中，五次获一等奖；除在
本地参加八一军民联欢晚会、消防宣传日、火
车站“平安回家 温暖过年”公益演出外，还
应邀赴浙江、山西、宁夏、辽宁、河南等省义
演，积极推广风筝文化艺术；多次接受国内外
的风筝爱好者登门拜访；对通过微信、短信、
电话等方式的求教者，他不厌其烦地进行解
答。

目前，宋永利开始迷练“虎式飞机”，放
风筝变双手玩为单手玩，变单轮玩为双轮玩，
不断追求美、新、奇、险、高、难的放飞动
作。“希望通过我对放风筝的研究，最后能走
进央视春晚，甚至冲击世界吉尼斯纪录，让更
多的人认识潍坊，爱上放风筝这项运动。”宋
永利说。

宋永利：想去“春晚”放风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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