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梦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刘 玚

5月8日，冠县东古城镇公曹村的一处樱
桃种植园，负责人边洪阳正组织村民将最后
一批大红樱桃装箱。“我们这批樱桃与烟台、
大连等樱桃主产区的上市时间错开近一个
月，价格很不错，每斤能卖到40元。”边洪阳告
诉记者，今年大棚红樱桃即将售罄，再过几
天，露天樱桃也成熟了，正好接上市场。

“冠县地处鲁西黄河故道，土质酸碱度
和微量元素含量都达到种植优质樱桃的需
求，加之气候适中，利于樱桃早熟、早上
市。”最早引进樱桃品种的原冠县林业局负
责人王国正回忆说，当初在冠县试栽植樱
桃，群众却持怀疑态度，支持率低。

为了确保樱桃能在冠县生长，王国正首
先将当时最优质的几个樱桃品种引来，并通
过刻芽、拉枝、环剥等技术，不断探索可行

办法。经过反复试验，总结出一套“大樱桃
早期丰产优质配套技术”，并于1995年与时
任东古城镇田马园村党支部书记田洪勋达成
合作，建起了百余亩樱桃示范园。

“樱桃能卖多少钱？当时我也不知道，
只知道价格很高。”王国正说。2000年，王
国正问在北京出差的朋友，得知每斤樱桃能
卖40元左右，他就跟田洪勋组织村民，将80斤
樱桃装箱送往北京，并以每斤20元的价格试
卖，结果瞬间被抢空。

自此，冠县樱桃种植从田马园逐步延伸，
目前全县樱桃种植面积2万多亩，其中大棚樱
桃面积1000余亩，樱桃总产量1万多吨，年产值
过亿元。2013年“冠县樱桃”被国家工商总局
商标局核准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在东古城镇田马园村，90后党支部书记
田英冲告诉记者，他们村人均年收入在26000
元左右，靠的就是樱桃园。

34岁的村民李志富曾在外地搞建筑。后

来看到村里樱桃产业活跃起来，就决定回乡
卖樱桃。现在李志富和媳妇通过电商平台、微
信等卖樱桃，拥有大量客户。

在李志富的家里，发往重庆、成都、厦门
等地的快递单有许多。“我们一般通过淘宝、
微信朋友圈向散户、商超销售，樱桃包装规格
分2斤、3斤、5斤三种。最贵的时候，大棚樱桃
卖到80元一斤。”李志富笑着告诉记者，今年，
他通过网销平台仅销售大棚樱桃就达到60多
万元。为了来年能够多囤积些樱桃，他向村里
递交了建设冷库的申请。目前，他的冷库已开
工建设。“我这不算啥，我兄弟用‘快手’卖樱
桃，粉丝量达到了55万。”李志富说。

“田马园村现在已有30多户电商从事网
上销售。”田英冲说，“村里几乎户户有樱桃，
差不多一半是网上销售的。这些天，顺丰、
EMS等快递公司的人正在村里考察，准备和
村里开展合作。”

为提高村民种樱桃增收入的积极性，冠

县出台经济林奖补政策，减少村民的前期投
入。比如，村民栽植面积100亩(含100亩)以上、
300亩(不含300亩)以下，且保存率达90%以上
的，县财政每株苗木补助15元；栽植面积达到
300亩(含300亩)以上、500亩(不含500亩)以下，
且保存率均达到90%以上的，县财政分两年给
予补助，第一年每株苗木补助15元，第二年每
株苗木补助15元；栽植面积达到500亩(含500
亩)以上、1000亩(不含1000亩)以下，且保存率
均达到90%以上的，除享受第2条补助外，县财
政连续三年每亩补助300元的土地承包费；栽
植面积达到1000亩(含1000亩)以上，且保存率
均达到90%以上的，除享受第2条补助外，县财
政连续三年每亩补助1000元的土地承包费。

“除了政策支持，示范带动作用也很关
键。我们也要通过拉动示范户、示范村，让周
边村民真正了解樱桃栽植，真正参与到樱桃
栽植中来，用好的收益说服他们，才有助于全
县樱桃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王国正说。

错峰上市最高卖到每斤80元
——— 冠县樱桃“成长”记

□本报记者 姜言明
本报通讯员 肖根法 周 晓

在新泰市，人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很
多，但最后去了哪里，又是如何处理的？近
日，记者带着疑问，前去一探究竟。

“一进四出”焚烧发电

4月30日，记者来到位于新泰市新甫街
道的新泰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这里以处
理生活垃圾为主。“我们一天处理生活垃圾
600多吨，焚烧一吨生活垃圾可以提供250多
度电力，既解决了以往垃圾填埋浪费能源、
污染环境的问题，也实现了垃圾变废为
宝。”新泰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孙祚新说。

“垃圾焚烧发电的过程可以用‘一进四
出’来概括”，孙祚新告诉记者，一进是指
垃圾进来，在垃圾仓内经发酵后，投入焚烧
炉中焚烧，燃烧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加热锅炉
中的水，变成蒸汽，推动汽轮机发电机发出
电能。“四出”是指垃圾处理产出的炉渣、
飞灰、烟气及渗滤液的达标处理。炉渣处
置，就是垃圾在炉膛中经过高温焚烧后，大

约会产生30%左右重量的炉渣，通过排渣机
排到渣池中，炉渣经过分类、筛选等一系列
工艺处理后，制成行道砖、环保砖、路基建
材等；飞灰处置，就是焚烧过程产生的飞灰
送入螯合车间进行螯合固化，稳定化处理
后，经化验合格，运送至飞灰填埋场进行专
库填埋；烟气处置，就是烟气净化采用炉内
脱硝、半干法、干法、活性炭喷射、布袋除
尘处理工艺，使烟气排放指标全面优于欧盟
标准，通过烟囱排放大气；渗滤液处置，也
就是垃圾里面的“汤汤水水”，经过生物处
理和膜处理后，产水达到工业回用水标准，
全部循环利用到生产系统中。

烟气监测近零排放

在垃圾吊机控制室，透过玻璃板可以看
到巨大的垃圾山，一名操作人员正在熟练操
纵一个巨大吊手将垃圾投入焚烧炉。

孙祚新说：“我们项目烟气排放全面执行
国家标准，烟气在线监测指标日均值优于欧
盟标准，在生产中始终坚持近零排放、精益求
精、追求完美，真正做到‘经得起看、经得起
听、经得起闻、经得起测’的管理新模式。”

孙祚新介绍：“这些先进的设备保障了

我们的日处理能力，而为当地量身打造的焚
烧炉结构紧凑，单台处理能力较大，热效率
高，特别适合我国高水分、低热值垃圾的特
点，炉内温度高达1000多度，足以焚烧各种
生活垃圾，同时我们具备完善的烟气、废
水、飞灰、炉渣处理系统，烟气的排放严格
执行欧盟2010标准。”孙祚新耐心地解释记
者提出的问题，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步骤，
从他的介绍中可见他的责任心和自豪感。

随后，记者又参观了渗滤液处理系统，
记者看到了废水变成清水的样本，从深黑的
渗沥液原液，到棕色的厌氧罐出水液，到黄
色的A/O池出水液，到淡黄色的超滤出水
液，再到接近透明的纳滤出水液，最后到透
明的反渗透出水液，经历五个环节层层过
滤，最终达到《城镇污水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一级A排放标准后全部回用。工作人员
指着一个反渗透产水电动阀下的水柱说，这
些水经过高温消毒后，是可以饮用的。

社会责任重于企业利益

“安全运营是基础，达标排放是天
职。”孙祚新表示，新泰项目投资3 . 39亿
元，2016年5月开工建设，2017年8月投产运

营至今，共处理生活垃圾38 . 45万吨，渗滤液
7 . 50万吨，累计提供绿色电力1 . 3263亿千瓦
时，上网电量1 . 1192亿千瓦时，没有出现过一
起安全及环境事故。在烟气、飞灰的监督管理
上，除了政府定期抽样检查外，还建立了自行
监测、群众监督和执法监管铁三角模式。

新泰市环卫处主任王建告诉记者:“之前
我们脚下是新泰市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场，主
要采用分选和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自2014
年来，随着我市城乡环卫一体化工作的推
进，垃圾量超过原垃圾场的处理负荷，无法
实现垃圾减量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场区垃
圾渗滤液处理压力也随之加大，经组织专家
论证，我们确定改变垃圾处理工艺，采取生
活垃圾焚烧处理技术工艺。经过多方考察，
最终通过公开招标引进了光大国际，截至目
前，项目运行情况是非常不错的。”

垃圾能变废为宝固然重要，但垃圾能够
环保安全处理更为重要。项目的建成投运，
改善了新泰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状况，节约了
有限的土地资源，减少了对土壤、地下水和
空气质量造成的污染，实现了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目标，既为周边创造
了一个良好的人居环境，又促进了城市的可
持续快速发展。

“一进四出”，垃圾变废为宝
——— 走进新泰光大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赵连友

今年54岁的张建风，家住枣庄市山亭区西集镇西集
村，她是老滕县羊庄镇蒋行村唐氏木杆秤手工制作第6代
传承人，也是唯一的女传承人。

4月23日，见记者到来，正专心制作木杆秤的张建风
对记者说：“再难，再苦，也不能让唐氏木杆秤手艺在咱
手里断了。”

张建风师从父亲张兴民。张兴民年幼时来到当时的滕
县羊庄镇蒋行村木杆秤手工制作世家唐家，拜唐朝恩为
师，16岁时学成归来，凭着高超的制秤技艺，走遍徐州、
枣庄、苍山、平邑、兖州、邹县等方圆200里的城市乡村
制售木杆秤，直到1990年去世，一生制作木杆秤10万余
杆。

张建风共有姐妹三人，她排行第二。1976年，大姐不
幸病逝，大姐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导致张兴民体弱多
病，他更为木杆秤技艺传承忧心忡忡。张建风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父亲的技艺接过来、传下
去。

1978年，为了继承父业，张建风初中没毕业就离开了
学校，接过父亲的担子。由于从小耳濡目染，加上个人天
资聪慧和努力，她很快学会了木杆秤制作技艺，制作的木
杆秤跟父亲一样受到欢迎。

张建风说，木杆秤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手工艺品。
作为一种特殊的行业，制木杆秤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大小
工序加起来有三四十道，每一道都得小心谨慎对待，稍有
闪失，秤就会出现偏差。一杆可承受15公斤的木杆秤要钻
将近300个秤孔，这道工序很需耐心，稍有疏忽就会戳穿
木杆而前功尽弃。打好木杆秤的秤孔，再将细铜丝插入秤
孔中，剪断，锉平，便留下了一个个星点。几百个秤孔，
当然要几百次穿插、剪断、锉平。用锤子敲打铜丝后，突
出的铜丝就嵌入了秤杆的秤孔里。

制作木杆秤的手艺人，俗称“钉秤匠”。古时侯，钉
秤匠是高级手艺人，需要会三种匠人的技能：制秤杆是木
工活；打秤刀、秤钩、秤销是铁艺；制秤盘是钣金。张建
风制秤用材考究、技艺精湛、工艺完美，一秤一景致，每
一杆秤都堪称艺术品，具有实用、观赏和收藏等多种价值
特征。她继承父业，一干就是40年，制秤10万有余，代表
作品有200kg木杆钩秤、10kg盘秤、250g戥秤。

现在随着电子秤的普及，用木杆秤的人少了，会这
门手艺的人也不多了。为了留住木杆秤，张建风不忘对
父亲的承诺，坚持赶集出摊。大学美术专业毕业的大儿
子姜国栋自主创业，业余时间跟着母亲学习木杆秤制作
技艺，并主动承诺接续传承木杆秤制作这一古老的民间
技艺。

张建风说，木杆秤既是一件工具也是一种文化，需要
传承下去。近年来，张建风注重木杆秤文化资料和实物的
搜集整理，创办了家庭木杆秤展览室，免费向青少年学生
开放，并义务担任讲解员，向青年人讲授木杆秤的历史和
文化，让木杆秤这一民间技艺世代相传。

当好唐氏木杆秤

手工制作的传承人———

张建风：矢志不渝的

民间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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