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王 晶
本报通讯员 杨胜男

“现在河口市面上的蘑菇，俺们家还真是
主力。”2月12日，在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的
新盈食用菌合作社，刚从市场上送货回来的合
作社带头人丁金红一边忙活着手头的活，一边
说道。

从双孢菇到平菇，从培养菌到制菌包，从
种植到市场……说起蘑菇，丁金红如数家珍。
作为食用菌合作社的带头人、远近闻名的“蘑
菇大王”，更是成了人们口中的“蘑菇专
家”。可谁能想到当初的丁金红对这些一无所
知，甚至还闹过“菌是虫子”的笑话。

丁金红曾是一名下岗女工，下岗10多年，
尝试过很多工作，但都不理想。在经营餐馆

时，她发现人们越来越注重饮食安全和营养，
蘑菇备受欢迎。2011年，她回娘家看到了新兴
村14个蘑菇大棚闲置着，一个大胆的想法闯进
了她的脑海：“把这些大棚利用起来，搞个特
色种植”。

“当时就想干点自己的事儿，闯出一条
路。别人能干，我也能干。”经过一番考察，
丁金红决定种植双孢菇。

说干就干，丁金红投上了家里的全部积
蓄，又东挪西凑，花了50万元把大棚承包了下
来，利用麦秸、棉花秆、玉米芯等“下脚料”
栽培食用菌。

她边干边学，慢慢摸索，遇到不懂的，
就查资料、看书本。“经过发酵料、养菌、
覆土，20多天后终于长出了三个指头肚大的
小蘑菇，雪白雪白的，兴奋得不得了，眼泪

情不自禁地往下流。又过了一个星期，整个
棚里满地雪白。”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丁金
红成功了，第一年种出来的双孢菇就获利
90000多元。

种植基地渐渐步入正轨，可2012年一场突
如其来的暴风，让丁金红遇到了创业以来最大
的困难。“当时10个棚都让风掀翻了，菌苗全
部被污染，投上的钱就这样全部打了水漂，当
时欲哭无泪。”就在丁金红手足无措之时，东
营市妇联了解情况后，帮她申请了20万元的贴
息贷款，重新盖起了种植大棚，最终帮丁金红
渡过了难关。

丁金红凭着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迈过了
一道道坎儿，坚持了下来。不仅实现了机械
化，还与省农科院达成了合作，更是带头成立
了食用菌合作社，手把手地教技术、找销路，

带动周边乡亲一起致富。如今，合作社已有社
员162人，覆盖河口周边乡镇，不少外地人都
慕名前来学习。

“这些年下来，感触最深的就是技术和市
场，两者缺一不可。一开始只知道订单种植，
后来发现市场潜力无穷，俺们就自己开发市
场。”丁金红说，“现在俺们主打河口市场，
咱本地蘑菇的好处就是能保证新鲜，每天凌晨
采摘，早上四五点往市场上送，保证大清早就
能让人们吃上新鲜的蘑菇。”

大棚外寒风瑟瑟，棚内蘑菇长势喜人。这
个春节，丁金红跟往年一样没得空闲，每天
500多公斤的产量一直持续到年后。丁金红笑
着说：“年后改造下大棚，发展‘前菜后
菌’，到时用菌渣种的有机蔬菜就能上市
了。”

□李明 于向阳 李娜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

神迅速投入工作，树立争先意识，克服发展阻
力，努力在新旧动能转换中走在前列，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抢占先机。”2月11日，春
节后上班第一天，利津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赵琦就向全镇机关干部吹响了“冲锋号”。

利津经济开发区牢牢瞄定建设利津县“新
旧动能转换试验区、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产城
融合示范区、城乡统筹示范区”的目标定位，做
好新旧动能转换、招商引资、产城融合发展，
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全县前列，为建

设美丽幸福新利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利津经济开发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围绕

做大做强做优主导产业，全力服务好利华益集
团4个在建重点项目建设，加快12万吨/年熔融
态双酚A等项目手续办理，不断完善100万吨/
年乙烷裂解制乙烯等总投资297亿元的7个储备
项目论证规划，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努力，打
造千亿级炼化精细一体化基地。优化存量，实
施“技改提升三年行动”，鼓励和帮助现有企
业加快技改升级，对辖区62家规上企业实施一
轮高水平技术改造，淘汰安全性能差、环境污
染严重的工艺和装备，推动传统产业迈向中高

端水平。
重招引，引来经济发展“新引擎”。该开

发区始终将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作为实现跨越发展的动力和引擎，围绕有机化
工和新材料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现代服
务业进行布局招商。依托利华益集团，沿有机
化工产业链向下延伸的新材料产业，对接引进
以新材料应用为主的航天航空、电子、汽车零
部件等先进装备制造产业。依托鲁北高端石化
产业基地带来的化转升级机遇，发挥地处东
营、滨地地理中心的优势，大力引进化工设
备、石油装备、现代物流等项目。

谋规划，划出产城融合发展新格局。按照
“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的发展路
径，利津经济开发区加快西部新城片区建设，
推进县域产城融合发展。新的一年在抓好东营
市化工学校建设，服务好利津县中心医院项目
建设的基础上，筹备好医养结合产业园、龙山
湖公园、城市综合体、商贸综合体、环城水系
的规划，加快推进吴苟李安置社区、永利社
区、凤仪社区B区项目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
居住、教育、医疗等功能要素布局，丰富三产
业态，实现产城融合发展，打造宜居、宜业、
宜产、宜学、宜乐的产业新城。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孟小朵 许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在东营市垦利区120
万吨/年石脑油综合利用项目施工现场，垦利
石化集团总经理王化秋向记者介绍：“这是垦
利石化集团延伸石化产业链条、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施的重点项目。项
目投产后，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67 . 5亿元、
利税6 . 3亿元、利润3 . 7亿元。”120万吨/年石
脑油综合利用项目是垦利区推动企业产业链向
中高端发展的一个缩影。

工业是支撑垦利经济发展的脊梁，也是促
增长的中坚力量。为了强化项目保障，垦利区
实行领导包靠、重点调度、跟踪服务制度，确
保工程进度和质量，引导规模企业加大技改投
入和转型提升重大项目投入，不断提高装备、
工艺、产品水平，助推全区的工业经济转型升
级之路越走越畅。

项目建设的优劣决定工业发展的成败。为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垦利区
坚持“工业强区”战略不动摇，推进“转方
式、调结构、扩总量、增实力、上水平”工作
大局，深入贯彻落实《东营市支持工业经济发
展的十条意见》精神，瞄准转型升级的目标抓
项目、提效益，主攻大项目，完善大项目协调
推进机制，引导企业以项目促调整，以增量促
优化，带动工业经济做大做强。2018年，全区
共实施工业项目44个，完成投资71 . 91亿元。其
中，传统产业改造提升项目24个，完成投资
45 . 56亿元，占63 . 36%；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20
个，完成投资26 . 35亿元，占36 . 64%。

针对新形势新任务，垦利区制定出台系列
人才政策，建立起适应新常态的人才工作机
制，通过洽谈会、对接会、推介会等形式，开
展系列招才引智活动。垦利区连续2年在北京
举办黄河口高层次人才引进洽谈会，来自清
华、北大等高校的300余名专家与垦利区100多
家企业进行了对接。近年来先后举办石油化工

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招才引智对接会，达成初步
合作意向45项；举办中科院绿色化工技术创新
研讨会暨院士专家科技行活动，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15个，签订协议3项。同时，健全人才投
入保障机制，建立3000万元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并保持适度增长，对在推荐引进高层次人
才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中介机构、社会组织和个
人，根据引进人才层次分别给予10万元、15万
元、20万元的奖励，在全区形成爱才、惜才、
引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引进人才落地之后，更关键的是要培育人
才、用好人才，让各层次的专业人才发挥专
长，为垦利经济领先发展注入动力。该区实施

“双百企业家工程”，定期举办企业经济管理
高级研修班，连续两年举办境外企业家年会暨
招才引智活动，先后赴英、法、德等地开展境
外考察学习，参会骨干企业负责人达64人次。
围绕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
才培养，加大选拔和管理力度，制定《垦利区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选拔管理办法》，4
人被评为省首席技师，3人被评为省“乡村之
星”，3人获得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称号；着力建设兼专职社会工作人才队伍，1
人被评为“齐鲁和谐使者”；吸纳整合各行业
高层次专家成立“黄河口高端智库”，建立专
家管理、课题采购等规章制度，形成规范化运

作体系，确保智库有序运行，目前首批167名
专家和35个机构已经入库。

为了让大项目、好项目招得进、留得住、
能发展，垦利区深化效能革命，实现企业办事
高效率，积极营造尊商、重商、亲商、安商、
扶商、富商的良好环境。牢固树立“政府围着
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办”的发展理念，全面
推行“保姆式”“零距离”“零成本”服务。
深入推进“多证合一”“证照分离”“一次办
妥”改革，不断提升企业准入经营便利化水
平，逐步建立程序更为便利、内容更为完善、
流程更为优化、资源更为集约的涉企事项办理
新模式，提高行政效率。

□ 王敏 李明 胥志忠

春节刚过，又是农闲时节，可是在利津县明
集乡马三村东营市华莹服饰有限公司的服装加工
车间内，20多名女工早已开始了新一年的工作。

2月18日，女工们正埋头加工服装，看到记
者到来，公司总经理刘小敏一吐甜蜜的“烦
恼”，“这是胜利油田5340套的工人工装的订
单，我们正抓紧赶制，争取这几天完工。昨天，
我们刚把来自比利时的5300套儿童外贸服装订单
发走。目前，订单已经排到了5月份，我不愁没
有订单，就愁工人不够用。”

马三村的服装加工车间是刘小敏公司的三个
加工车间之一，其余两个位于利津县城和明集乡
政府商业街，年吸纳妇女就业100余人。从一个
上街赶集的小裁缝，到成立服装公司，并创立自
己的服装品牌，刘小敏的“裁缝”路一走就是三
十年。

“因为对缝纫的喜爱，我从十几岁就跟随老
师傅开始学习缝纫。21岁，到集上给别人做衣
服，由于设计的衣服款式新颖，客源不断增加，
我就想着为什么不出去闯闯呢？”谈起自己的创
业路，刘小敏打开了话匣子，“1996年，我去市
里一家服装厂打工，一年后，租了一间小门头开
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经过艰苦的创业，在2007
年注册成立了永达制衣厂，并逐渐在成衣加工市
场上站稳了脚跟。”

“城市机会更多，那你为何又选择回乡创业
呢?”刘小敏回答了记者的疑问：“2009年春节
回家过年，当我问起乡亲们收成咋样时，知道大
伙几乎颗粒无收时很难过。很多姐妹想跟着我打
工，可是她们又不能不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于是，我就萌生了回家创业的念头。”2010年，
刘小敏回到家乡成立了永达制衣分厂，当时解决
劳动力40多人，随着业务量的增多，2014年3月
她又成立了东营市华莹服饰有限公司，投资80万
元，建设厂房2000平方米，投资35万元购买电脑
平缝机100台。

这时，来打工的邻村村民李英华插话道：
“在这里干活，风刮不着雨淋不着，中午还管
饭，人多了大家说说笑笑心情也开朗。我一个月
能挣3000元，还不耽误照顾家庭，家里有啥事请
个假就行，比去外面打工方便多了。”

“虽说有以前的老顾客，但对一个公司而
言，订单量是远远不够的，为了能多拉几个订
单，让公司的员工有活干、有钱挣，我们两口子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出去跑订单，自己开着车到青
岛、潍坊外贸公司找活干。刚开始3个月赔了
3000元，后来给仙霞服装厂加工了5000件马甲，
净赚5000元，这可以说是我回乡创业赚的‘第一
桶金’。”回想起当时的艰辛，刘小敏有说不完
的话。

好在苦尽甘来，如今的华莹服饰，年加工服
装15万套，年创效益350万元，生产的服装远销
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富起来的刘
小敏情系父老乡亲，她作为马三村妇代会主任，
及时把惠农好政策传达到妇女姐妹中；成立巾帼
保洁队，负责村庄道路整洁；利用担任村小额贷
款代办员的有利条件，为5名农村妇女申报小额
贴息贷款50万元。“咱的工艺一点儿也不比国外
差，下一步，公司将加大自主设计，生产出更优
质的服装，带动更多人就业。”谈及未来的发展
方向，刘小敏信心满满。是啊，谁说小裁缝没有
大梦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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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岗女工变身“蘑菇大王”

新春吹响干事创业“冲锋号”

政府围着企业转，企业有事马上办

垦利“工业强区”活力迸发

□王 晶
张学荣 报道

2月18日，位于东营市
河口经济开发区的中车永电
捷力风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
司的员工正在加紧生产出口
阿根廷的一批直驱电机。河
口经济开发区紧紧围绕打造
“新旧动能转换主战场、双
招双引主阵地、产城融合示
范区、油地结合大平台”的
目标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积极发挥排头兵
的作用，大力引进重点项
目，全力打造高质量发展
“新引擎”。

小裁缝的大梦想

□赵勇 报道
近日，东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冯玉

峰(左）到帮扶村河口区义和镇六顷村调研，并
与河口区委副书记、区长田兵兵一起为“六顷记
忆”村史馆揭牌。“六顷记忆”村史馆以党的三
农政策给河口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为主线，回顾
了六顷发展的历程。村史馆将作为党性教育基地
对外开放。


	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