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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丁 波

4月3日，寿光市羊口镇清河社区五居委，住
在建设路上的刘召强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全是
他捐赠的票据或者感谢信。1998年8月24日，刘
召强为部分洪灾地区捐赠10床棉被、10个脸盆，
民政部发来感谢信，并附有收据。2003年5月，
为防治非典型性肺炎，刘召强捐款400元，卫生
部发来感谢信。2008年5月23日，刘召强与妻子
李海燕奔赴地震灾区绵阳，捐赠4 . 5吨消毒液。
绵阳市5·12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开具的药械收
货单，刘召强也保存着。1996年6月20日，为辽
宁希望工程捐赠10元钱，他获得捐赠证书。

“证书、感谢信有很多，有些我弄丢了。”
刘召强说。“我这是头一次看到这些证书，他以
前没有提起过。”李海燕说。

“儿子做事不吱声，但我们知道他做得是好
事，一家人都支持他。”刘召强的母亲刘文爱
说。

1996年6月为希望工程捐赠10元钱时，刘召
强正在临朐三中读高中。父母每周给5元钱的零
花钱，他全部节省下来。从杂志上找到辽宁希望
工程的地址，就捐了钱。这是刘召强的第一笔捐
款，从此开启捐赠之路。“能帮助他人，我觉得
很快乐。当时老师教育我们学习雷锋精神，这种
精神深深影响了我。”刘召强说。

刘文爱记得，儿子上学时吃馒头就咸菜，从
没有主动向家里要过钱。

1997年，20周岁的刘召强去北京做了保安。
那时，他每月400元工资，100元留下作为生活
费，再给家里邮寄点，其余的捐给公益组织。在
北京，刘召强去了很多的公益组织，对公益有了
更深的认识。1998年年底回家时，刘召强穿着保
安的制服，穿着有些破旧的鞋子，脚后跟上破了
个洞。看到儿子穿着寒酸，刘文爱流泪了，立即
带着他去买了新鞋新袜子。“别人打工回来，都
是皮鞋铮亮新衣服穿着，很洋气。他穿得破破烂
烂的。但我知道孩子正气，不抱怨他。”刘文爱
说。

那时，刘召强家已经从临朐搬迁到寿光市羊
口镇。1999年，刘召强在羊口学习汽车维修，作
为学徒，一个月只有150元收入。即使收入微
薄，刘召强看到需要帮助的，也是经常捐款捐
物。看到儿女不在家的老人维修电视、手机不方
便，刘召强主动去帮忙。

“街坊邻居都夸我养了个好儿子，我觉得很
有面子。”刘文爱说。

2000年春节期间，刘召强从北京慈善总会了
解到一个陪孤儿过春节活动。他帮扶北京房山的
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那时已经腊月二十
五，儿子说要去北京。别人都是回家过年，他却
往外走。我不舍得，他给我修好电视，就走了。
到了年初五才回来。”刘文爱说。

在房山，刘召强白天陪小女孩和她的爷爷奶
奶过年，帮着打扫卫生、洗衣做饭。晚上自己回
到旅馆。“能给孩子带来一点开心，都觉得值
得。”刘召强说。

2004年通过别人介绍，李海燕认识了刘召
强。“见面时觉得他老实实诚，我们就结婚
了。”李海燕说。2005年，刘召强在潍坊日报上
看到一条消息《北方为何频频漫风沙》。他开始
购买树木，去北京植树。购买好树苗准备出发
时，李海燕却意外流产了。安排好母亲陪伴妻子
后，刘召强带着柿子、板栗树苗去了北京。

“那时我很脆弱也很难过，心情不好。”李
海燕说。“我现在明白那时最应该做的就是陪陪
爱人。当时做得不好，回来后我好好道歉了。”
刘召强说。

凡听说有地方遭受灾害，刘召强都会伸出援
助之手，有时还到灾区救援或者运送物资。因为
捐助，他踏遍了安徽、湖南、甘肃、云南，新疆
等地。

受到丈夫的影响，李海燕也喜欢上了公益。
2017年，李海燕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成立了羊口
镇真情爱心（尚义）志愿服务队。目前，该服务
队有成员200多人，成为羊口一支重要的志愿组
织。

2008年5月，从电视上看到汶川发生地震。
刘召强与灾区沟通得知，当地急需消毒水。刘召
强花了1 . 5万元从德州购买了4 . 5吨消毒液，与
李海燕开着农用三轮，4天4夜抵达绵阳。“我们
早上3点起来赶路，11点在车上休息。走进四
川，山区崎岖，有急拐弯，还有吓人的悬崖。”
李海燕说。

那时，他们的女儿快2岁了，在家跟着刘文
爱。“孩子找不到妈妈晚上哭闹，我就流泪。”
刘文爱说。一边看着孙女，刘文爱白天还剥白
蛤，把肉煮好卖钱。挣得3000元全部捐给地震灾
区。

去年寿光水灾发生后，刘召强捐助面粉150
袋。随后，甘肃地区发生水灾，刘召强又购买
150袋大米，开车送到灾区。仅2018年一年，刘
召强累计捐助各类物资3万余元。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梁少炜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31日24时，随着供热系统

逐步停运，国华寿光电厂全部完成2018－2019年
度供热任务。在整个供暖期间，国华寿光电厂热
网系统设备运行稳定，各项参数满足用户需求。

为保障供热设备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该厂
开展设备全寿命周期管理，完善了设备基础台
账、设备分工清册、检修台账记录等技术文件，
先后成立了由总经理为组长的1、2号机组供热改
造项目组织机构和供热改造生产准备组织机构，
明确落实各部门和人员供热安全责任。

此外，该厂不断加强应急演练，提高实战能
力，编制了《供热中断应急处置预案》，对预防
与预警、响应程序和现场应急处置措施进行了详
细要求，做到安全、质量、进度全部受控。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4月2日上午，寿光市稻田镇，寿光市九一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勇和2名员工，启
动一台设备，对夹杂在秸秆中的塑料薄膜和塑
料绳进行处理。随后，秸秆和薄膜、塑料绳等
实现了分离。

“我们之前进行了小试，效果不错。现在
还在进一步完善，力争把薄膜和塑料绳处理得
更干净。”苏勇说。

九一农业是一家处理农作物秸秆的公司。
该公司对植物秸秆采用水解破壁的工艺技术，
生产有机液体肥料及土壤改良剂。

处理蔬菜秸秆，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如
何分离出塑料薄膜和塑料绳。苏勇通过实验，
已经找出应对的办法。目前，九一农业已投资
400万元建好一期生产系统，年处理3万吨秸
秆。

和传统的秸秆处理工艺相比，在秸秆粉碎
后变为固体前，九一农业多了生物化学处理和
分离，在产品上也多了液体肥料。“我们能够
提前提取秸秆中的养分，将半纤维素、木质
素、糖分等营养成分溶解在液体肥料当中。生
产出的纤维素，可以作为造纸和板材的原
料。”苏勇说，“同发酵工艺相比，这个方法
可以大幅度缩短时间。在水解过程中，还可以
同步处理畜禽粪便。”

记者看到，这套设备可以全程自动化处
理，由电脑系统控制。整个生产系统，每班只
需要2名管理人员。

在中试阶段，苏勇把自己生产的液体肥料
委托寿光市检验检测中心检测。检测结果显
示，有机液体肥料总养分（氮磷钾）每升含量
大于等于40%。

寿光市洛城街道林家庄子村大棚种植户王
兴堂，经常使用九一农业生产的液体肥。“土
壤松软了，黄瓜长得直溜好看，顶花带刺。”
王兴堂说。

目前，寿光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企业
共13家，年设计处理能力100万吨，可以“消
化吸收”全市大多数的大棚蔬菜秸秆。

位于文家街道的华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每年可以处理秸秆6万吨，生产有机肥3万吨。
古城街道的山东泰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设
计处理农作物秸秆60万吨。稻田镇的皓阳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每年可处理秸秆5万吨，生产
有机肥2万吨。

位于孙家集街道的菌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3年。该公司生产的生物菌肥已
经销售到江苏、河南、广西、云南等多个地
区。

4月1日，菌禾生物生产车间的发酵池，存
放着满满的大棚蔬菜秸秆。“现在是淡季，还
没到休棚的时候，蔬菜秸秆少。现在的原料，
基本上是寿光环卫集团拉来的苦瓜蔓子。”菌
禾生物副总经理高松泉说。

在2013年，利用蔬菜秸秆加工生物有机
肥属于新兴行业。菌禾生物科技人员没有经
验可循，遇到了不少难题。比如，掺杂在蔬
菜秸秆中的水泥柱、薄膜、铁丝等杂物如何
筛选？生产出来的生物有机肥能不能得到市
场认可？如今，经过四五年的试验、探索，
菌禾生物已经实现了对秸秆中薄膜的有效剥
离，但水泥柱、铁丝的挑选难度还是很大，只
能从源头控制。

“以前，我们卖的是‘概念’，现在我们
卖的是‘产品’，赚的是‘利润’。”高松泉
说。

据介绍，菌禾生物还招聘了高技术人才，
并投资200多万元引进新设备。该公司自己研
发用于生产的生物菌，目前已通过省、国家相
关部门认可。

“菌禾生物通过对秸秆进行无害化处理，
将蔬菜秸秆变为改良农田的好肥料，变废为
宝，又保护了生态环境。”孙家集街道党工委
书记苗光彬说，街道将依托菌禾生物，运用市
场化手段，逐步完善大棚蔬菜秸秆收集机制，
最终实现全街道的蔬菜秸秆资源化利用。

除了生产菌肥、液体肥，也有企业通过其
它技术手段资源化处理蔬菜秸秆。比如，用木
质化程度较高的蔬菜秸秆如茄棵、辣椒棵、西
红柿棵等，生产木炭，或利用蔬菜秸秆生产沼

气，或将秸秆固化，加工成燃料用于发电，或
运用高温发酵灭菌技术，将蔬菜秸秆在蔬菜大
棚内就地还田等。

据了解，目前秸秆处理还面临一些难题。
由于寿光大棚种植面积大，部分菜农在处理大
棚秸秆时比较随意，导致企业在收集、贮运、
分拣大棚秸秆时存在一定难度，这也影响了大
棚蔬菜秸秆的资源利用率。

“我市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户的环保
意识，并健全投入机制，继续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同时，根据村庄大小、蔬菜产量和作物品
种等，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合理设置多处小
型蔬菜秸秆暂存点，并在各自区域内设置2至4
个大型收储场所，便于相关企业对秸秆进行集
中收储、转运、初加工，解决部分村民随意倾
倒蔬菜秸秆的问题。”寿光市农业农村局能源
办主任张云明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4日，寿光市纪台镇吕家一村，徐红新
卖完一批当天摘下的茄子，每斤3 . 5元。这个
价格比市场平均价格每斤高出6毛钱。“我家
种茄子使用了环保酵素后，茄子产量高、品相
好、口感好，收菜的都抢着要。”徐红新说。

环保酵素是酵素的一种，是混合了糖和水
的菜叶、果皮经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棕色液体。
环保酵素可改善板结土质、分解农药、重金属
等有害物质，是很好的生态肥料和营养液。

前不久，寿光市农安办主任尹国美来到吕
家一村，在使用酵素与没有使用酵素的大棚分
别取了土壤样品，委托寿光市检验检测中心进
行化验分析。结果显示：改良后，每公斤土壤
中有机质、有效磷、速效钾，分别由23 . 9克增
至42克，83 . 6克增至107 . 4克，140克增至261
克。

“环保酵素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土壤，减少
病虫害，还可以提高蔬菜品质。”尹国美说。

去年10月，在寿光市司法局和春雨公益团
队的帮助下，吕家一村引进环保酵素，并邀请
专家团队进行现场指导，以解决多年重复连作
导致的土壤板结、盐渍化突出问题。目前，吕
家一村已有192户开始制作环保酵素。近日，
寿光正在计划把环保酵素向全市蔬菜大棚推
广。

从1995年开始，寿光就把发展无公害蔬
菜、绿色高质蔬菜作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了

“良田—良品”工程，创新推广了火焰消毒、
水肥一体化、环保酵素等多项土壤改良模式。

前些年“多施肥、多产出”的错误观念，
导致稻田镇崔岭西村菜农崔艳明家大棚内土壤

有机质含量降低、活性微生物减少，蔬菜产量
和品质无法提升。正当崔艳明在为改良土壤找
寻对策时，寿光市启动了“沃土计划示范工
程”。

“通过测土配方施肥，土壤疏松了，蔬菜
根系发达，棵子很粗，产量很高，柿子长得果
形也很周正。我拿到市场上卖，客户们都
抢。”崔艳明说。

2014年，寿光正式实施设施蔬菜“沃土工
程”，至今累计投入资金3200多万元，已对20
万亩大棚蔬菜土壤进行了改良。据介绍，通过
大力推广生物、高碳有机肥，大棚土壤内的有
益微生物增多、有机质含量提高、土传病害显
著减少。

2018年，寿光市转变推动措施，在“沃土
工程”的基础上调整思路，大力实施“良田-
良品”工程，计划打造500亩核心区、3000亩
示范区的设施土壤改良新模式。

寿光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化运营”的模
式，并对核心区、示范区实行以奖代补的方
式，每亩地补贴标准分别为4000元、1000元。
同时，寿光还邀请农业农村部、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的专家进行全程技术指导。

“通过数据分析对比，改良后的大棚，化
学肥料的用量减少12%，农药用量减少30%。
一系列绿色植保技术激发了土壤活力，让疲劳
的土地得到新生。”“良田-良品”工程实施
负责人王宽说。

“针对今年新建重建的重点蔬菜园区，通
过推广生物有机肥、高碳有机肥和稻壳粪等，
连续两年进行土壤改良，从而为寿光品质蔬菜
生产打下良好基础。”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土壤
肥料工作站站长赵明会说。

20 寿光·综合 热线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2019年4月1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蓬基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4月5日上午，寿光市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
北木桥村，33岁的杨文军在大棚内为西红柿吊
蔓、去叉。记者看到，西红柿植株茁壮，已经
结出第一穗青青的果实。紧邻的另一个大棚
内，杨文军的丈夫刘国华正在灌溉。营养液随
着滴灌带，流淌至西红柿根部。只用20分钟时
间，刘国华就浇完了这个长180米宽15米的温
室大棚。

“我们安装了自动放风机、卷帘机、滴管
设备，能节省人工的地方，都用上了新科技，
干活省事多了。”刘国华说。

2017年初，杨文军、刘国华夫妇投资80多
万元，建了2座同样规格的温室大棚。村内一
起建设大棚的，还有其他9户人家。

2016年，北木桥村借大棚“两改”契机，
建了30多个大棚。但与相邻的南木桥村的200

个大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那时，南木桥
村民通过种棚腰包都鼓了起来，而北木桥的
村民还在种棉花。“北木桥跟南木桥，村情
差不多，村民也能干，怎么大棚建设成不了
规模呢？我觉得，主要是村民不敢放手投
资，担心收不回本。”担任着村妇女主任的
杨文军说。

当时，杨文军在村里开小超市，一年有三
四万元的收入。刘国华在羊口化工园区上班，
一年收入3 . 5万元。算上当妇女主任的收入，
一年下来，杨文军家有10万元左右收入。除去
孩子上学，还有日常开支，所剩不多。

杨文军想种大棚，但建新式大棚投资大，
自己也没有种植经验。经过慎重思考，并征得
家人同意后，她还是决定建设新式大棚。2017
年初，杨文军两口子筹资建起两个180米长15
米宽的大棚。其中，借助双王城的优惠政策，
杨文军以较低的利息贷了70万元。

刘国华辞去工作，回家专心种棚。新式大
棚里，杨文军安装上自动化的放风设备、一体
化喷灌设施等。“手机智能遥控，一个人管理
一个大棚没问题。”杨文军说。

最初担心的技术、经验等问题，也在探索
中迎刃而解。“园区有政策扶持，还有技术指
导。”杨文军说。

按照标准，每个大棚种着1万株西红柿苗
子。赶上打叉、吊蔓、摘柿子等需要人手时，
杨文军就会雇人。北木桥村有1700多口人，村
里有大量闲置劳动力。

2017年8月到2018年1月的那茬西红柿，杨
文军两个棚的毛收入达19万元。

“第一次种植，经验不足，当时行情也很
一般。但这样的收入，我们觉得很满足。”刘
国华说。到了第二茬，两个棚收入达到33万
元。第三茬是去年8月到今年1月，两个大棚收
入35 . 8万元。有了收入，杨文军顺利还完了70

万元的贷款。
今年4月，北木桥村又建了16个新式大

棚，其中两个是杨文军家的。“两个新棚共需
要投资75万元，全部贷款。”杨文军说，有了
过去的经验，现在信心十足。

让刘国华放心的是，采用无土栽培种植的
西红柿，个头大，品相好，收购商抢着要。

如今，有些邻居想跟着杨文军一起种棚，
但担心种棚赔钱。“我说，你们尽管建就行。
今年双王城出台了贷款、种植培训等一系列政
策，还聘请了专门的蔬菜专家帮助大伙儿。”
杨文军说。

眼下，双王城同时开工3个现代农业园
区。除了北木桥村，卧铺村正在新建18个大
棚，寇家坞七村正在建设8个大棚。

“调整农业结构，全力推广大棚种植，让
群众有致富的盼头，更要尝到甜头。”双王城
生态经济园区党工委书记贾立生说。

从改良土壤入手提高蔬菜品质

绿色植保技术风行寿光

两个年轻人，玩转4个棚

寿光破解农业生产废弃物循环利用难题

13家企业让蔬菜秸秆资源化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图为菌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秸秆处理车间。该公司生产的生物菌肥已经销售到江苏、河南、广西、云南等多个地区。。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寿光市纪台镇吕家一村，徐红新在管理种植中使用了环保酵素的茄子。

从默默做公益到全家全公益

刘召强：热心公益
逢灾必捐赠

国华寿光电厂
完成年度供热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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