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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孙立正 郑代玉 苏倩

上合峰会之后的一个月里，刘奇祥的生
意更忙了。

因为产品品质过硬，上合峰会期间，东
营瑞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黄河口
区域特色莲藕走上了与会各国宾客的餐桌，
受到了青睐。此后，该公司的莲藕也成了人
们争相品味的佳肴，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刘奇
祥也成了大忙人，每天乐此不疲地接待前来
考察和合作的客商。

7月12日，记者联系刘奇祥时，她已经赶
赴浙江，与即将到来的日本客户商谈下一步
的合作事宜。“之前跟日本客商的生意大都
是莲藕的初级产品贸易，这次我们打算跟他
们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为客商提供藕片加
工成品。”电话里，刘奇祥的声音带有一丝
兴奋。

东营瑞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
以保鲜蔬菜生产、加工、出口为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拥有现代化出口保鲜
蔬菜加工厂，出口莲藕备案基地就有1800
亩，公司产品主要销往日本、美国、新加
坡、荷兰、加纳等国家，年创汇1000万元。

“上合峰会确定选用我们的莲藕，是为
咱垦利，甚至东营的农业争光添彩，我们肯
定要全力以赴。”刘奇祥说，自从接到这个
特殊的订单后，公司就专门成立了10余人的
服务上合峰会小组临时办公室，开始备战峰
会莲藕直供。“我们按照严格的产品质量追
溯体系加工生产，从原料采收、验收、加工
车间消毒清洗记录、生产记录等都有详细的
追踪，前后共30余项，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责任人、问题原因都一目了然。”刘奇
祥说，这样几道关口下来，莲藕的安全问题
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为了保质保量生产供应，并将新鲜莲藕
及时送到，在接到任务后，公司想方设法从
软、硬件投入及绿色防控、保量保鲜方面做
了大量准备工作，产品全程冷链配送，通过
GPS全程监控车辆行进位置及冷链温度，并

实时汇报，确保“从源头到餐桌”的好品
质。硬件的投入和软件的完善，使莲藕品质
和保鲜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仅圆满完成了上
合峰会的保供任务，而且在上合峰会结束
后，这些设施又为公司增加了很大的竞争
力。“现在，不光是咱们本地的超市，烟
台、潍坊等地的超市也来采购我们的莲藕产
品，看中的就是品质。”刘奇祥说。除此之
外，公司莲藕因为畅销，价格也比之前至少
涨了50%，让公司的发展之路越来越宽。

与东营瑞驰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几十
公里之隔的山东华澳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也因为上合峰会声名大噪。作为上合峰
会的官方指定用奶供应商，华澳大地A2-β酪
蛋白酸牛奶、草莓酸牛奶、黄桃酸牛奶、燕
麦酸牛奶等产品凭借卓越的品质和醇香的口
感征服了各国来宾，成为峰会最受欢迎的乳
制品之一，成功将东营奶业品牌推向国际。

作为承担我省除青岛市之外的四个食材
直供基地之一，东营圆满完成了食材安全保
障工作。多年来，东营市高度重视发展壮大

农业产业，莲藕种植基地扩大到10万余亩，初
步形成了集生产、加工、出口于一体的产业发
展模式；实施“苜蓿发展，奶业振兴战略”，不断
加大奶业政策扶持力度，上规模、抓装备、控质
量、创特色、塑品牌，全市奶业呈现出奶牛牧场
规模化、现代化水平高，奶牛群体结构优化、单
产水平高的显著特点。2017年，中国万头奶
牛牧场平均单产达到12吨的有5个，3个在东
营，且占据前3名。

此外，东营市立足黄河口区域特色和优
势产业，引导企业创建企业产品品牌，强化
质量意识，争创名牌产品，经过多年不懈地
努力，形成了具有黄河口鲜明特色的农业品
牌新格局，培育了黄河口大闸蟹、黄河口大
米等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半
球、鹤园、驰中等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截至目前，全市涉农产品注册商标达到2400
多件，中国驰名商标5件、山东名牌产品21
件、658个农产品通过“三品一标”认证，基
地面积达225万亩。

作为上合青岛峰会的食材直供基地之一，东营农产品以品质征服宾客味蕾

“全程追溯”让农产品成为“明星”

□ 本报记者 魏东 李明
本报通讯员 陈仕钊

作为东营市工业发展前沿阵地的东营港
经济开发区即将在东营率先实现工业固体废
物的无害化处理。

7月10日，山东康明环保有限公司承建的
东营港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项目建设现
场，前期工程正在进行填土施工，该项目一
期建成后将具有2 . 5万吨/年的处理能力，从而
扩大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甚至东营市的发展空
间。

自成立以来，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不断加大
环保力度，推进工程治污，实现了污染物排放
量的大幅消减，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日均处理50吨废料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项目的实施对保
护整个渤海湾的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重大的意
义。这是在采访中承建单位山东康明环保有
限公司总经理秦玉欣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这座位于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港西一路与
海滨路交会处东北角的东营港工业固体废物
处置中心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填土施工。

山东康明环保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
致力于东营港工业固体废物的收集、贮存、
处置。“这个项目一期设计处理工业固体废
物规模25000吨/年，包括焚烧处理系统、物化
处理系统、污泥接收与干化系统、稳定化/固
化处理系统、综合利用处理系统、安全填埋
场等，配套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储运及贮存系
统、生活和生产废水处理系统、化验室以及
变配电、给排水等综合服务设施等。”秦玉
欣说，该项目设计主处理装置为熔渣型高温
回转窑，日平均焚烧处理能力为50吨。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主要以化工为主，其
工业固体废物具有数量大、高毒性、易流
动、运输困难的特点，对沿海生态造成极大
的威胁。在园区建设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设施
就近处理工业固体废物是最为有效、合理的
选择。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
心项目的实施可以有效减少工业固体废物的
数量并对处理后的残留物进行无害化处理，
带来对东营港工业园及周边其他县区企业更
大的发展空间，对保护整个渤海湾的海洋生
态环境具有重大的意义。

除固废处置中心外，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今年还进行了污水处理厂V类水体改造以及两
家企业超低氮燃烧器改造，区内的环保基础
设施得到了不断的完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的基础环保设施一直处于不断完善中，2013
年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实施了东营港污水处理
厂提标改造等工程；2015年，区内企业全面
完成建设了除臭设施；2016年完成了3家企业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9家企业于2017年实施了
VOC在线监控测泄漏与修复等环保重点工
程。

区内污染源全监测

一座指挥中心的建成让这个东营市化工
重地多了几十个“眼睛”和“鼻子”。

“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接到异味举报，
启动气味扩散模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
确定异味的种类、浓度以及污染源。”东营
港经济开发区环保分局局长李爱涛介绍，这
改变了过去查找异味污染源用鼻子闻的状
况，异味探测装置能够将异味的情况数据
化，用数据说话比工作人员用鼻子去闻专业
了，也简单了。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环境监控应急指挥中
心总投资1800万元，集环境管理、信访举

报、应急抢险指挥等功能于一体，于2014年5
月建成投运。气味扩散模型既可以确定异味
污染源，还可以在发生有害气体泄漏时给周
边的住户确定疏散路线。

“安装的摄像头都是最好的，以保证图
像的清晰,并且都有保护措施,同时各数据采集
点为10兆光纤接入保证数据传输,这一系列的
措施都保证了数据的获取。”李爱涛说。

不仅如此，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还不断完
善环保应急管理机制，完善了风险评估、隐
患排查、事故预警、应急处置等工作机制，
构建起突发环境事件应急体系。同时出台了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
案)》，建立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制度和
组织机构，明确了应急人员安排、职责分
工、工作程序、应急设备、沟通协调、责任
追究等内容，做到全天候应急值守、快速应

对处置。

倒逼环保设施提升

几年间，将招商引资作为港区发展重要
工作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却拒批了十几个大
项目。

项目落地要符合开发区的定位，这是一
个前提。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东营港经济开
发区从建设伊始，就坚持高效生态定位，坚
持项目引进“宁缺毋滥”，严把产业政策、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三大关口，对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提高环保准入门槛，对高投
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项目一律不
予审批；对通过环保审批的建设项目，严格
监管“三同时”制度，严防企业未批先建、
违规建设。

近年来，该开发区共拒批不符合环保要
求的建设项目10余个，从源头上减少了污染
排放。对已建成投产的项目，开展了3轮评级
评价，倒逼环保设施整改提升。

除了看得见的环保工作，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还非常重视环保教育引导，东营港经济开发
区不断引导督促企业认真履行污染防治主体
责任，通过政策引导、执法监管等方式，督促企
业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念，引导企业实
现绿色健康发展；同时还利用集中宣传全面提
升港区群众环保意识。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共
接到督察组交办信访案件3件，目前已经全部
处理完毕。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以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为契机，着力改善环境质量，实
施环境综合整治，不断促进区内环境改善。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加大环保力度

污染物排放大幅消减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15日，第二届“东营学子家乡

行”大型人才招聘活动在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大
幕。全市780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岗位21000个、大学
生和技校生实习实训岗位5500个，大批年轻学子赶来
应聘，参与活动的企业和单位纷纷抛出“橄榄枝”，
以优厚的待遇和政策吸引“千里马”。

第二届“东营学子家乡行”大型人才招聘活动由
东营市委、东营市人民政府、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
司主办，东营市委组织部、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承办。活
动以“情系家乡，筑梦东营”为主题，主体活动包括
大型人才招聘活动、大学生和技校生实习实训现场报
名活动、“高校英才进东营”和“匠心东营”人才工
作品牌推介、人才政策咨询等，是该市规模最大的招
才引智品牌活动。

这次招聘活动参与企业数量多、层次高、行业广，
海科集团、科瑞集团、科达集团、国瓷公司等单位均踊
跃参加。21000个岗位和5500个大学生和技校生实习实
训岗位，涉及工程技术、信息网络、人力资源管理、市场
营销、财会、金融等近百个专业。除东营籍的应往届高
校毕业生之外，招聘活动还吸引了很多在校大学生、
学生家长、东营周边城市的大学生参加。

“东营学子家乡行”招聘活动启动

780家用人单位

提供岗位21000个

□吴文召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13日，邵明建农资经营部负责

人从东营区农业局工作人员手中接过农药经营许可
证，这是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后，东
营市发放的第一张农药经营许可证，标志着东营市农
药经营行为步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自2017年6月1日起，新修订的《农药管理条例》
正式实施。根据修订后的《条例》及农业部《农药经
营许可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经营许可制
度，农药经营者必须符合农药经营许可条件，依法取
得农药经营许可证方可从事农药经营活动；限制使用
农药经营许可由省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其他农
药经营许可由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农药经
营者的申请分别核发。新规对农药经营人员素质、专
业技术水平、经营条件、管理制度等提出了更高要
求。

截至目前，全市共收到申请材料135份，已基本
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全面进入农药经营许可实地审
查阶段。

东营市发放

首张农药经营许可证

□周春亮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精准扶贫中

的优势和作用，东营市垦利区连续多年集中开展“同
心扶贫攻坚行动”，探索出开发式、产业式、租赁
式、股份式、资助式等5种帮村模式，引导企业大力
开展资金支持、项目对接、扶贫济困帮扶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全区实施帮扶项目投入资金700
余万元，安排农村劳动力就业253人，参与精准扶贫
公益捐赠100余万元，带动结对村集体经济纯收入年
均增加2万元，联村企业产值平均增长10%以上，走出
了一条“村企合作，互惠双赢”的新农村建设和扶贫
开发新路子。

垦利开展

“同心扶贫攻坚行动”

□苟炳祥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今年以来，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实

施了“政协委员创业示范工程”，组织具有农业技术
专长、讲奉献、敢担当的政协委员和统战对象建设特
色农业示范基地，充分发挥政协委员和统战对象的技
术优势，领着群众干，做给群众看，引导广大群众发
展现代设施农业，为全镇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注入科
技力量。

目前，全镇已建成东韩大棚葡萄、薄家大棚冬
枣、宝二大棚杏、七顷大棚葡萄等多处委员创业示范
基地，带动周边210多户群众发展葡萄大棚、冬枣大
棚、草莓大棚等特色种植大棚320多个，建成申丰庄
园、聚丰庄园、年丰庄园等5处乡村旅游基地，带动
了全镇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

“政协委员创业示范工程”

助力乡村振兴

□李广寅 王聪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节目演的都是咱老百姓

身边的事儿，很吸引人，俺从头看到尾，确
实很精彩。”7月12日，谈及前几天镇上举办
的消夏晚会，家住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八里
村的村民王秀英一直夸演得好，时不时地还
念叨几句节目里的台词，引得身边邻居大
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家都有电视，
还有手机随时可以上网看节目，但大家伙儿
还是喜欢这真人现场表演的节目。大家伙儿
凑在一起看看节目，还可以拉拉家长里
短。”王秀英说。

消夏晚会的精彩演出，体现的是郝家镇
对群众文化活动的高度重视。自去年开始，
郝家镇为了大力宣传全镇各行各业良好的精
神风貌和发展势头，尤其是服务区内的企
业，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现全镇经济社会发展

中取得的成绩，采取了企业自主报名的方式
组织专场文艺演出。“去年8月到10月的两个
月时间段内，结合第十一届葡萄文化旅游
节，掀起群众文化活动的高潮，观看群众非
常多，现场十分火爆，宣传推介效果非常
好。”郝家镇文化站站长王清华说，今年他
们继续开展消夏广场群众文艺汇演，进一步
丰富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为建设东营西部
新城区、美丽幸福新郝家营造浓厚的社会文
化氛围。

记者了解到，垦利区努力解决偏远农村
看戏难的问题，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活跃城乡文化生活，开展“文化下基
层”文艺辅导活动，选取优秀演员、演奏员
组成专业辅导队，对全区庄户剧团和社区文
艺爱好者进行辅导培训，使群众的文化水平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截至去年，垦利区镇街

综合文化站服务人员就有20余人，村居文化
管理员（指导员）333人，文化志愿服务队伍
不断壮大，还积极打造了“舞动红扇”文化
义工队伍，所有镇街、村、社区业余文艺队
伍均达到3支以上，义工人数达到600余人，
并经常性地开展文化辅导和服务工作，给基
层文化发展繁荣打下了根基。

“文化建设要依靠群众,文化成果应惠及
群众。”郝家镇党委宣传委员李敏介绍说，
近年来，郝家镇以“文化惠民”为宗旨，提
升居民文化品位和居民幸福指数为目标，开
展了水上拔河比赛、“声动郝家，唱响青春
青年歌手大奖赛、优秀庄户剧团节目评选演
出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极大地丰
富了居民的精神世界，满足了居民的文化需
求，奏响了全镇文化惠民的交响乐。

文化福利送到百姓家门口

□刘福春 李明
报道
7月7日，在广

饶县李鹊镇维德康
种植专业合作社葡
萄采摘园内，工作
人员孙俊生正在查
看葡萄的长势。该
镇坚持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大力发展
糯玉米、绿色蔬
菜、胡萝卜等，丰
富生态农业结构，
带动传统产业实现
蜕变，振兴乡村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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