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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亮

今年，金源防水有限公司盘活一家闲置多年
的废旧厂区，进行整体改造。“计划新上4条生
产线，预计6月份投产。投产后，新厂区将达到
老厂区产能的4倍。”金源防水董事长隋云良
说。

多年来，金源防水因厂区土地限制，规模难
以扩张。在寿光市台头镇党委政府的协调下，金
源防水实现了规模扩张、技术升级。

寿光市潜力非织布有限公司在废弃多年的热
电厂新上4条生产线，将在7月份建成投产，可年
产6000万平方米高铁专用长纤聚酯胎。“新项目
全部达产后，年产能将达到1 . 5亿平方米以上，
成为行业最大。”潜力非织布总经理郑新山说。

近年来，台头镇华丰、华光、强华、朗固等
13家防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实现了规模扩张、
转型提升。今年新储备的14个项目中，有5个项
目搬迁入园。

台头镇把龙头企业培育作为推动产业转型、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中之重，集中土地、融资
等一切优势资源，扶持龙头企业发展。

2017年，宏源防水从美国阿迪引进了整套生
产线，把产品厚薄精度控制提高10倍，并配备了
光目系统、自动纠偏系统等一系列先进技术。一
个车间，2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产值达到5亿
元以上。“新生产线自动化、智能化程度高，生
产效率翻番，质量控制也更加精确，可以说是全
方位的升级。”宏源防水山东基地厂长孟玉说。

宇虹防水年产1 . 2亿平方米新型防水示范线
项目已经建成投产。“我们主打高端品牌，主推
战略合作市场，企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足。”宇
虹防水负责人郑爱周说，宇虹防水先后与恒大地
产、碧桂园等50多家全国房地产百强企业建立了
战略合作，产品大批进军高铁、地铁、地下管廊
等工程防水市场。

金帅防水新项目土建基本完成，设备已定
购，8月份建成投产。强华防水新项目预计8月份
建成投产。目前，台头镇在建过亿元项目4个，
新储备过千万元项目14个，其中过亿元项目5
个。

宜宏塑胶生产车间，新上了全封闭、自动化
的新设备，整个车间看起来非常干净。“我们淘
汰了原有的3条生产线，投资200万元上了2条新
生产线。现在车间干净了，产能也提高了近两
倍，彻底解决了粉尘污染。”宜宏塑胶负责人隋
常祥说。

据了解，台头镇现有104家胶粉、母料生产
企业，主要为无纺布企业提供填充母料。这些企
业成为此次产业转型的重点和难点。

为彻底解决配套产业“低散乱”问题，台头
镇组织企业考察引进新技术，督促企业提档升
级。制定了胶粉、母料等项目的准入条件和整改
标准，并选树了宜宏塑胶、润泰橡胶两家标杆企
业，让其它企业对照整改。同时，对新项目区，
从车间厂房、厂区绿化、亩均效益等研究制定标
准。不符合标准的一律关停，砍掉80家，保留提
升20家左右。

让防水配套薄弱环节加快向兼具发展质量和
后劲的全新企业转型。

晨光防水锅炉房安装双目客流统计设备。该
装备不仅能视频监控锅炉房的日常运作，还能对
进入锅炉房的人数进行视别监控，两人以上进
入，系统就能自动报警。

宝源防水完成煤改气后，主动送3名锅炉工
进行理论和实操培训，让锅炉工持证上岗、规范
操作。“高标准、严要求，说白了是对企业负
责，我们都愿意配合。”宝源防水负责人王重立
说。

宏源防水今年计划引进高温焚烧技术，对烟
气充分燃烧，达到无气味、无污水排放目标。

今年以来，台头镇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安
全环保管理人员开展各类专题培训8期，培训
1200多人次。围绕锅炉领域安全生产，该镇先后
组织锅炉工培训6期，累计培训锅炉工299人，3
家企业完成了锅炉房智慧识别系统试点工作，
100多企业安装了智慧用电系统。

“今年将对不符合准入条件、达不到整改要
求的项目，通过安全、环保等手段，依法关闭取
缔。争取经过一年整治，消除隐患，建立起安全
生产、绿色生产的标准和规范。用三年时间，实
现企业手续、市场秩序和行业标准三个规范。”
台头镇政府分管安全环保负责人寇增林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瑞全

位于寿光市洛城街道的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集成示范区，既有高标准冬暖式大棚、新型冬
暖式阴阳棚、荷兰模式纹洛式智能玻璃温室，
也有新材料薄厚墙冬暖式大棚、新型双层保温
大拱棚。

“从规划设计、选址选材、建造安装、棚
内设备，到优质种苗供应、人才输出、技术服
务、市场销售，我们现在能够提供一整套完善
的大棚建造服务。”山东西良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崔西良说。

示范区内还云集了德乾、南澳绿亨、瑞克
斯旺等知名种业研发公司的实验基地。

金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个项目，也落
户在这个示范区。该项目以国际最先进的设施
蔬菜温室和栽培技术集成示范为主要功能，将
名优蔬菜新品种、优质栽培、节水灌溉、水肥

一体化、土壤改良、循环农业技术以及世界各
国先进的蔬菜温室大棚设施和前沿的管理理念
集成优化，打造国际一流的现代农业创新发展
中心。

“示范区旨在展示设施蔬菜新品种、新技
术、新模式、新装备及销售新业态，力求成为
中国设施蔬菜产业硅谷的核心区。”寿光市农
业局项目办主任石磊说。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集成示范区，是寿光发
展品质蔬菜的项目之一。

5月3日，寿光召开新旧动能转换工作新闻
发布会，公布了第一批新旧动能转换31个重点
项目。这批项目总投资365 . 3亿元，年内计划
完成投资105 . 5亿元。

“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实现新旧动
能转换新突破。我们优化提升品质蔬菜、高端
化工、生态造纸、智慧物流等传统产业，培育
壮大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制造、医
养健康等新兴产业，形成‘双轮驱动’的经济

发展新格局。”寿光市发改局局长李建东说。
鲁清石化轻烃综合利用项目，引进德国和

美国最先进的专利技术，装置能耗降低万余吨
标煤，产品具有高抗张模量、耐环境应力开裂
性等突出的机械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平。鲁
清石化负责人王学清说，该项目可将原油“吃
干榨净”，实现“从油头到化尾”的全链条生
产。

寿光新上的美伦纸业化学木浆项目，淘
汰原有落后产能，引进奥地利安德里茨公司
先进制浆技术，采用连续蒸煮和无元素氯漂
白等工艺技术和装备，大幅提升产能，有效
降低用水、能耗和污染物排放量，机械浆废
水可实现零排放。“产品性能达到国际一流
水平，可完全替代对进口木浆的依赖，有效
降低10%的企业运营成本。”美伦纸业负责人
耿光林说。

李建东表示，寿光依托晨鸣集团企业优
势，推进造纸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正

在形成绿色循环低碳造纸产业集群。
巨能金玉米公司的玉米深加工产业链项

目，菌种来源于中科院天津工业微生物技术研
究所。“用生物法替代石油法生产尼龙产品，
其成品应用将打破跨国公司的垄断，是中国尼
龙产业发展的战略性突破。”巨能金玉米总经
理高世军说。

寿光以“突破技术、应用对接、集群发
展”为重点，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注重品牌
培育，加快新材料产业化及应用，打造国际
一流的新材料产业集群。盛瑜药业新上的超
级维生素项目，与复旦大学合作研发，产品
用于癌症及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工艺通过
了国家GMP认证和美国CGMP认证，填补了
国内空白。

“这些项目普遍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扎
实的研发力量、自主的知识产权和良好的品牌
形象，在市场占有率、业务利润率、预期增长
率等方面具备很强的竞争优势。”李建东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刘 娜

一位老人，头戴围巾，面带微笑，张开双
手，翻着红绳。褐色的树干被涂成彩色，卧着
一头九色鹿。卫生室的门诊墙面上，画着李时
珍和黄帝内经。一个电线杆成为玛丽彩色铅
笔。一尊门神手中拿着黄瓜和圣女果。销售纯
净水的门头上，鲤鱼在跳龙门。

寿光市田柳镇东头村，最近变得五彩斑
斓。

今年4月，出生在东头村的策展人信王
军，发起“艺术改变乡村”活动，邀请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及
专业壁画团队的80多人齐聚东头村。

信王军，本名王军，代表作有《一张白
纸》《民国先生》《雪人》等。“每次回到村
里都有孤独感，家家户户都安着防盗窗，大门
紧闭，感觉很压抑。而我小时候经常串门，随
意在邻居家吃喝。我想打开信任的大门。”35
岁的信王军说。

去年，信王军把自家的老房子改造成“先
生书院”，为大家永久提供喝茶聊天画画的地
方。一部分瓦房屋顶更换成透明的玻璃，老屋
明亮了。中间的墙壁，以一轮弯月形状打通。
信王军母亲王继芬的嫁妆如一块老镜子、老柜
子等老物件摆进来。书院里还有印着“为人民
服务”字样的老搪瓷缸，以及留声机等。如
今，先生书院已经成为东头村民谈论的热门话
题。村民们也经常过来坐坐，慕名前来拍照探
访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人来得多了，但我还是觉得孤独，
我想把大家关注的焦点再聚集一下。”信王军
说。

信王军想把全国各地的壁画艺术家聚集起
来，在东头村涂鸦。他的计划得到田柳镇党委
书记王桂芝的支持。除了为前来的画家们提供
食宿交通便利，田柳镇党委政府还配备了投影
仪、打印机等供艺术家使用。东头村成立工作
小组，帮着运输、搭建架子。

东头村紧邻始建于北宋的王高塔，还保留
着部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民居。这里有传统
的制箩技艺，家家户户都会做传统特色名吃虎
头鸡，村里还有棵600年的古槐树。

“丰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涂鸦艺术碰撞，
现代视觉与乡土文化结合，会给人们带来奇妙
的感觉，激发乡村的活力。”王桂芝说。

那副拿着黄瓜和圣女果的门神，是连云港
的七彩空间团队用3天时间挑灯夜战完成的。

在东头村，记者看到，云南画家红青画的
《鸵鸟》，和正在生长的剑麻融为一体。《荡
秋千的猩猩》，猩猩手中抓的树干是墙上的电
线走管。还有可爱的小松树，正好画在树干的
疤痕处。

从4月23日至5月5日，专业绘画团队的成
员们共在东头村的墙上创作了40副作品。

《鲤鱼跳龙门》这幅画，原来的构思是螃
蟹。“但村民觉得这个意象太霸道，太凶猛，
更喜欢吉祥一些的。我们与艺术家商量，改为
了鲤鱼跳龙门。”东头村党支部书记李春涛
说。

画李子的作品《戴虎头帽的小男孩》，最

初画的是绿色的帽子，但有的村民觉得很像猫
头鹰，又是绿色的，想阻止画画。“我们解
释，这是农村孩子具有吉祥辟邪的虎头帽，村
民就接受了。”信王军说。

李春涛说，不少村民参与了涂鸦工作。有
的村民打扫好自家的房前屋后卫生，甚至把墙
壁主动清理干净。有的村民去看创作人员，送
上水，喊着去家里吃饭，住宿。村里的孩子也
学着涂涂画画。更多的路人停下车，走进先生
书院，喝茶聊天。看到村里美了，不少村民自
发捐款，支持涂鸦活动。到5月2日，村民已经
捐款1 . 6万元。

据了解，如果按照壁画商业行情，在一个
村里做大规模的壁画创作需要400多万元。但
在政府帮助、艺术家公益创作的模式下，信王
军用十几万元就做到了。“我用最笨也是最真
诚的办法，用低廉的材料，靠着巨大的时间成
本完成了。”信王军说。

“现在每天都有三四千人来村里看。寿光
汽车站、旅游部门也来村里考察，准备合作，
还有人计划建主题酒店，这超出我们的想
象。”李春涛说。

东头村计划将涂鸦艺术节常态化，定期邀
请民间艺术家进行创作，打造涂鸦艺术的实践
基地，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政府以少量资金
带动文化发展，通过文化产业的振兴带动乡村
旅游。”王桂芝说，

东头村村民王巧玲家大门上画着盛开的月
季花。“村里变美了，心情格外好。”王巧玲
说。

据了解，2017年信王军和他的团队在云南
德宏梁河县发起了涂鸦公益创作行动。如今梁
河的艺术巷子不断被传播，周边的餐厅和客栈
也跟着火了。

“在东头村，我们将持续做下去，用艺术
和涂鸦的方式激活乡村。”信王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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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5月6日，寿光菜博会5号馆，江苏的游客
郑明庆在观看郑板桥、刘墉等多位历史人物的
廉政故事。“很接地气，也很有创意。”郑明
庆说。

为实现“润物无声”的廉政教育效果，今
年寿光发挥菜博会品牌效应，积极探索运用蔬
菜文化，建设集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

体的廉政教育基地。该基地占地150平方米，
通过绿植、花艺、瓜果、蔬菜等艺术，展示了
我国历史上广为传颂的多位勤廉人物的故事。

寿光市纪委工作人员杨超说，每个廉政人
物一个主题，与蔬菜文化相得益彰，在寓廉于
景中宣传廉政形象，让参观者在观赏中激荡思
想、洗涤灵魂。

菜博会组委会设计部部长张建卫说，“蔬
菜+文化”理念深入到展会的各个领域。200多个

蔬菜文化景观，把科技、文化、艺术完美地融入
蔬菜展览，进一步深化了蔬菜与文化的融合。

今年“五一”期间，菜博会尤其是在3号
展馆和8号展馆外面，等候参观的游客排起了
长龙。在8号展馆里，岳阳楼、地动仪、牛顿
与苹果，还有立春、夏至、立秋、冬至等系列
蔬菜文化小品，成了游客争相观赏的对象。在
3号展馆里，“菜乡三圣”——— 创造文字的
“文圣”仓颉、著有世界上第一部农学巨著

《齐民要术》的“农圣”贾思勰、煮海为盐的
“盐圣”夙沙氏，体现出蔬菜之乡浓厚的文化
底蕴。菜博会5号馆内，蔬菜版二十四节气、
四大发明、传统节日悉数亮相。

张建卫说，有关设计人员通过挖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
规范，创制出“绿传文明”“绿播四时”“绿
扬孝道”等大型蔬菜文化景观、园艺景观、艺
术小品，散发出蔬菜与文化的无穷魅力。

优化提升传统产业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寿光公布首批31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蔬菜文化”景观成菜博会热点

80多人的绘画专业团队齐聚寿光东头村

现代涂鸦激活古老乡村

小企业关停并转

大企业引领支撑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5月5日，寿光市古城街道弥河

滩涂林地，一架植保无人机在进行飞行作业，向
速生杨林地喷洒农药，防治以春尺蠖为主的林业
有害生物。

据了解，春尺蠖发生期早，幼虫发育快，食
量大，轻则影响寄主生长，严重时则枝梢干枯，
树势衰弱，导致蛀干害虫猖撅发生，引起林木大
面积死亡。寿光市林业局自2月26日监测到春尺
蠖成虫后，立即组织人员开展虫情监测调查，发
现虫情及时通知相关镇街展开防治。

据介绍，一台植保无人机每天大约能防治
200亩林地，大大提高了施药效率，且药液喷洒
均匀，防治效果好，无死角，每亩地的成本费用
也很低廉。

寿光用无人机

防控春尺蠖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4月18日，寿光市侯镇种植大户张月宝从农
业银行获得政策性担保贷款15万元，年利率
5 . 22%，担保费率是1 . 5%。这是山东省农业发
展信贷担保有限责任公司潍坊（寿光）办事处在
寿光发放的首笔“鲁担惠农贷”贷款。“有了这
笔钱，我计划购置农机，提升装备水平。”张月
宝说。

“贷款到期后，省财政厅农业开发办给予基
准利率50%的贴息（2 . 175%）”山东省农担公
司驻寿光办事处负责人梅磊说。

“鲁担惠农贷”是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推出的一款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产品，重
点服务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等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也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寿光市农业开
发办公室主任肖庆臣认为，“鲁担惠农贷”可有效
破解农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建立适合农业
农村特点的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打通了金融资源
流向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的“最后一公里”。

据介绍，借款人承担的综合成本由贷款利率
和担保费率组成。贷款利率方面，银行按照优惠
利率发放贷款。担保费率实行差异化确定，对粮
食适度规模经营主体担保费率不超过1%，对其
他符合条件的经营主体不超过1 . 5%，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不超过2%。除贷款利率、担保费
外，不再向借款人收取保证金或其他不合理费
用。

“鲁担惠农贷”
在寿光发出第一笔贷款

□石如宽 报道
寿光市田柳镇东头村，壁

画团队的一位成员在绘画。

□石如宽 报道
5月8日，第六届寿光

文博会寿光国际会展中心
一号展馆开幕。本届文博
会将从 5月 8日持续到 2 0
日，会展以“坚定文化自
信，建设文化名市”为主
题，开设非遗传承展区、
翰墨丹青展区、工艺精品
展区、科技动漫展区、菜
乡光影展区、生态旅游展
区、文化创意展区、文化
交流展区等10大展区。

图为寿光戏曲爱好者
现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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