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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辉 王琛

在兖煤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的产品
展厅内，一枚枚拇指长度的椭圆形煤整齐摆
放在展示托盘上，旁边是几台大小不一的炉
具。“这就是我们蓝天工程的主要成果之
一——— 洁净型煤和解耦环保炉具。”工作人
员介绍。

“现在集中燃煤的污染状况已经得到
改善，真正的硬骨头是散煤。煤改气、煤
改电或其他技术，面对分散广、数量多的
散煤用户尤其是农村用户，往往投入巨大
但收效甚微。”兖煤蓝天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总经理孟磊对煤炭有着强烈的感情。蓝
天公司是兖矿集团一号工程——— “蓝天工
程”产业化的实施者，其独有技术能将普
通烟煤转化为洁净煤，让煤炭也能变成清
洁能源。

兖矿集团与高端科技研发团队合作，围
绕着煤与炉具，突破了七项关键技术。“洁净
型煤+环保炉具”的组合具有易点燃、上火
快、无异味等特点。相比散煤燃烧，通过煤炉
匹配，能达到烟尘减排90%、二氧化硫减排
60%、氮氧化物减排40%、一氧化碳减排70%
以上，达到国家工业排放标准。

经示范应用，“洁净型煤+环保炉
具”的使用成本分别是煤改气、煤改电的
二分之一、三分之一，而且户均取暖设施
投资减少三分之二，取暖热效率则提高了
30%。以邹城市为例，用户室内温度比往
年平均提高了3度左右。

蓝天公司将由林木化石演变而来的煤
炭“由黑变白”，重返绿色清洁之路。同样，新
巨龙公司也让因采矿出现的大面积塌陷地

“返璞归真”，化为林木，重绘绿色生态画卷。
7500亩满目滴翠、错落有致的经济林

泛起层层碧浪，大片的蒲草、芦苇在2000
亩的湿地中“野蛮”生长；另外2000亩的
湖泊中野鸭成群，水鸟结队盘旋在上空。

没人能想象这里曾是巨野县新巨龙公
司的一个遍布矸石堆、杂草丛生的采煤沉陷
区，这家山东能源新矿集团投资开发建设的
特大型煤矿通过不断地治理与保护，让一道大地上的“伤疤”
变身为镶嵌在矿区中的“明珠”。

“现有经济林7500亩、共300万株，主要有碧桃、海
棠、五角枫等56个品种，上半年销售苗木200多万元，实现
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隶属于新巨龙、负责矿区
治理的龙美公司经理曹军说。

一路向南，记者来到位于园区中部的省级湿地公园，这
里逐步建成了从水藻、芦苇苗到芦苇荡，从小鱼、小虾到几
十种生物繁衍的生态湿地公园。目前，湿地每年可吸引天
鹅、灰鹤、白鹭、灰鹭等几十个品种、数十万只鸟类在此繁
衍生息，极大改善了生态环境。

园区的最南端是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两栋面积达1万
平方米的智能温室给人以置身热带雨林之感。莲雾、木瓜、
火龙果等数十种热带水果在这里“喧宾夺主”。智能温室负
责培育引进的新品种，位于温室右侧的32栋日光大棚负责规
模化栽种。

“来，吃点水果！刚刚摘的！”一位工作人员端着切好
的红心火龙果和香蕉。“放心吃，整个农业园都不打农药、
不上化肥，优先供应职工餐厅，还会定期给矿上的工人们送
时令果蔬呢！”曹军笑着说。

截至目前，新巨龙治理塌陷地18000亩，相当于2个杭州
西湖的水面面积。

培育好土壤
结出好果子

□ 本报记者 巩姗 陈辉

在蓬莱市南王街道北王村的一处葡萄园里，一排排葡萄
架规整地排布着，种植户王德祥和老伴正小心排放刚剪下的
一串葡萄。他告诉记者：“我们的葡萄能卖到5元一斤，比
其他葡萄的收购价高个五毛钱左右。”

同村的郑立志也种植葡萄，他说：“今年蓬莱雨水少，
能长出这样的葡萄很不容易。”他告诉记者，自己种的葡萄
不愁卖，“每天一早就有大卡车开过来，师傅们把装箱的葡
萄运到北京、青岛、沈阳等地的精品超市。”像这样的葡萄
运输会持续40天左右，每天1000多箱，一箱足有20斤。

过去，为提高产量，农民过分依赖化肥、农药，导致出现农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土壤板结酸化。而如今农户一改愁容，这
与金正大集团“亲土种植”理念的应用推广密不可分。

“亲土种植”是指采取对土壤“亲和、友好”的方式来
开展种植作业，以作物优产丰收和土壤生机活力为双目标，
突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种植效益的提升以及土壤、水、空
气生态系统的永续平衡。

绿色高效的种植方式给种植户带来更好的收益。在离北
王村不远的刘家沟镇安香店村，记者见到了正在园里给苹果
黏“防磨垫”的唐学清，一个个饱满的苹果像一盏盏红灯笼
挂在枝头。

几年前由于过度使用化肥导致园里土壤酸化，果子上色
不好、产量低、个头小、卖不了高价钱……抱着试试看的想
法，她买来了亲土1号。“以前一棵树起码用7、8斤化肥，
现在用不到1斤！”唐学清说，“今年很多苹果得了苦痘
病，苹果上有小黑点，我们种的完全没病。”

“苦痘病是土壤酸性太强导致钙不易吸收引起的，亲土
1号可以中和酸性土壤，让钙更易被果树吸收。”富朗（山
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经理孙忠贵解释道，亲土
种植采用酸碱中和技术，能达到遇酸调酸、遇碱调碱的效果，
平衡土壤酸碱度，提高作物抗逆性，起到护根促生的作用。

在“亚洲磷都”贵州瓮安，金正大集团投资近40亿元建设
了瓮安磷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园。集团CEO白瑛表示，聚磷酸铵
项目投产，采用“聚合磷”技术的系列产品，可为作物生长后期
提供足够的活性磷，保障作物生长周期的磷元素充分供应。

据测算，提高磷矿使用效率后，用同等的磷矿，该项目
磷资源所产生的附加值将增加2-3倍。

点绿成金，化解融资“老大难”
□ 本报记者 刘春德 马海燕

济青高铁、济南轨道交通、京沪高速
山东段改扩建……国家开发银行山东分行
绿色信贷项目成绩亮眼。9月28日，济南
地铁3号线提前15个月正式通车试运行，
是国家开发银行山东分行发放的绿色信贷
为其加足了马力。

“无论是在大型绿色基础设施信贷支
持上，还是在绿色信贷模式创新上，国开
行一直都走在前列。”国开行山东分行相
关负责人说。上半年，国开行山东分行绿
色信贷贷款余额约500亿元，今年以来发
放绿色信贷项目贷款约60亿元。

“公司能走到今天，中国农业银行枣
庄分行的绿色信贷让我们扛过了资金筹措
这个‘老大难’。”9月末，看着远处的
发电厂房，山东丰源生物质发电股份公司
副总经理龙慎伟感慨道。此刻，坐落于枣
庄市峄城区的山东丰源生物质发电股份公

司正将秸秆等农林三废蜕变成“绿色能
源”，输送到千家万户。

“中广核枣庄山亭300兆瓦风电场工
程、华电枣庄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光伏发
电工程建设、丰源生物质发电项目……目
前已有27家企业得到了我行绿色信贷的支
持！”农行枣庄分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吕
传涛像数自己的奖章一样数着这些项目。

记者在山东丰源生物质发电股份公司
采访时看到，清晨，百余辆红色大卡车从
工厂门口排到了206国道，车上装满了发
电所需的农林三废。55亩的场地上秸秆堆
成了小山，锯末、刨花、中草药渣、玉米
秆、小麦秆……一辆辆铲车将它们分批放
到传输带，直送发电厂。

目前，丰源生物质发电项目两套机组
一年实现销售收入近3亿元。龙慎伟表
示，农行枣庄分行给予的绿色信贷给公司
带来了生气。这是因为，农行枣庄分行给
生物质发电的贷款利率在4 . 89%浮动，比

其他非绿色信贷项目优惠了76个基点。
“像丰源生物质发电等绿色信贷客户

准入门槛和准入审批都适度放宽，绿色信
贷客户一般不到一周就能拿到贷款，而传
统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相对较慢。”吕传
涛说。

“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放款的产业
必须得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向山东丰源生
物质发电股份公司等绿色环保企业发放贷
款，也是我们农业银行积极配合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农业
银行枣庄分行行长张清民告诉记者。截至
9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枣庄分行绿色信
贷业务贷款余额已达19 . 3亿元，较年初增
加 6 . 6 6 亿 元 ， 占 同 期 一 般 法 人 贷 款
19 . 7%，较年初提升5个百分点。

在我省绿色信贷呈现“加速度”的进
程中，浦发银行济南分行开发的绿色国际
转贷产品，走出了一条与国际组织合作推
广绿色信贷的新路子。“绿色转贷一般为

中长期贷款，期限较一般贷款明显拉长，
至少在10年以上。”浦发银行济南分行投
资银行部产品经理盖瀚介绍道，“绿色转
贷模式的资金成本来源于国际金融机构，
因此这个资金成本的价格相较于银行自有
资金的价格要低”。

记者了解到，绿色转贷模式可以利
用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成本相对较低、
融资期限较长的资金，为我国关乎国计
民生、环境保护、技术提升等项目提供
融资支持，减少银行风险资产占用，并
在双方业务合作的同时获得外国技术转
移。“与法国开发署（AFD）合作为能
效项目融资6 . 42亿元、与国际金融公司
（IFC）合作为能效项目融资1 . 8亿元、
与北欧投资银行合作的外国政府转贷款
业务1900万元等，这些都是近来浦发银
行 济 南 分 行 ‘ 绿 色 转 贷 ’ 的 典 型 案
例。”浦发银行济南分行投资银行部副
总经理时玉洁如数家珍。

一村一品，春风拂绿九女峰

理念转变，脸上没了三个圈

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当前，山东各行各业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

发展新路子，努力做好绿色发展这篇大文章。在京台高速山东段改扩建施工现场，扬尘少了，施工人员脸上变干净了；；在

泰安九女峰下，全域旅游带火了小山村，外出打工的村民回乡创业了；在巨野，采煤沉陷地经过治理变成省级湿地公园园，

每年数十万只鸟类在此繁衍生息……本报青年记者蹲点采访，聚焦山东绿色之变的故事，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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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岳岳 巩珊

位于泰山西麓的九女峰片区，占地50
平方公里，涵盖19个小山村。曾经，这里
的贫困人口达到129户257人，用村民的话
说，是个“春风吹不到的地方”。如今，
九女峰所有贫困村、贫困户不仅全部实现
脱贫增收，贫困村的集体收入均已达到10
万元以上。9月末，记者驱车来到九女峰片
区，放眼望去，满山披翠，山路连绵。

九女峰片区的华丽转身要从一条生态
旅游路说起。

去年，全长5公里的柏油路彻底贯通
九女峰，串起了19个小山村，偏僻的小山
村变成了一个个热门旅游村。记者行驶在
路上，周围是山间旖旎的风光，山路虽蜿
蜒，却平坦通畅。泰安市岱岳区文化和旅
游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修好了路，不仅
环境提升了，来旅游的人多了，来投资的
人也多了。

位于九女峰西部的里峪村是最早发展

旅游业的。“我们村从2013年就开始发展
旅游业了。”村委会成员赵震说，里峪村现
有游客接待中心、3000米的观光游步道、农
家乐、民宿、游乐场、拓展基地等各种旅游
配套设施，不仅能观赏自然风光，还能体验
民俗文化，推动了全域旅游发展。

在里峪村的带动下，周边的村子纷纷
踏上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北张村以前是
省级贫困村，现在成了有名的网红打卡
地。77岁的村民王开印说，村里去年开始
搞墙绘、酒吧和民宿，他家闲置的小东屋
就变成了一间小民宿，他和老伴一下子从
村民变成了民宿老板。

不仅是里峪村和北张村，九女峰的旅
游资源逐渐被挖掘出来，打造了一批靓丽
的乡村名片，形成了一村一品牌、村村有
特点的旅游格局。“春天里峪”“花田北
张”“氧心八楼”“清秀东西门”等，每
进入一个村子，都是不同的景致。“现在的
九女峰，就是世外桃源”，有游客评价。

“我家这个小院啊，一到周末就忙坏

了。”52岁的康俊文是一家农家乐的老
板，2014年，里峪村第二批农家乐兴建，
康俊文决定不在泰安市里打工了，回来办
起自己的“康怡小院”。

记者遇见他时，他正坐在路边的核桃
树下，扎着红围裙，摘着自家小菜园里种
的无公害韭菜。核桃树下摆着两张小饭
桌，有时候屋里坐满了，客人也喜欢坐到
树下。康俊文说，小院平均一天能接待一
桌客人，年收入近十万元。在里峪村，像
这样的“里峪人家”有16家，春有花，夏
乘凉，秋有果，一年至少5个月的旺季，
游客络绎不绝，生意很红火。

去年以来，里峪村旅游总收入达700
万元，村集体实现收入50万元，先后荣获
全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全国绿化千佳村等
荣誉称号。如今，因为看好原生态，乐惠
农业在朱家洼村办起集采摘和娱乐为一体
的“猪猪农场”，鲁商集团进驻东西门村
打造高端民宿“故乡的云”……

在泰安市岱岳区，有50个党建联盟描

绘着乡村振兴的新蓝图，“春天里峪”就
是其中一个。

赵震告诉记者，“春天里峪”党建联
盟包含了里峪村、朱家洼村、丰山村、北
张村、大王村、朱家庄村6个村，按照
“党建引领、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原
则，这几个地域相邻、产业相辅、优势互
补的村，串联成一个整体的发展集群，合
力推进区域内村庄组织联建、产业联姻、
人才联动、文化联培、生态联育。

在党建联盟的引领下，九女峰开展了
一系列改变村容村貌的绿色行动。“我们
村现在24小时供水，所有的厕所都改造成
水冲的啦！”丰山村党支部书记陈文华
说。修路、改厕、房屋翻新、河道治
理……九女峰片区的生态环境建设在各个
村庄开展了起来。据了解，里峪村还建设
了泰安市惟一一家集垃圾分类宣传、厨余
垃圾生态处理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为一体
的垃圾生态处理中心，实现了垃圾的生态
处理、有机循环。

□ 本报记者 孙源泽

“呵！到处水汽缭绕！”近日，在山
东高速集团京台高速扩建项目四标段场
站，记者一下车一股水雾扑面而来。从站
场外的远处看，场站建筑的黛瓦、马头墙
依稀可见，好像古徽州的一个小乡村。

“现在的工地比以前可好了太多，
2007年我在其他地方修高速，砂石露天摆
放，风一吹就尘土漫天。”该项目四标段工
作人员梅跃雷感叹。提起以前的施工现场，
该项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三标段负责人，
已经建了23年高速公路的张波打趣说：“以
前修路我们都戴着面罩，摘下来被太阳照
得脸上正好有三个圈，跟熊猫似的。”

给张波脸上留下三个圈的扬尘，是空
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的主要来源之一。近年
来，山东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山东高速
公路建设全面向绿色发展理念转变。

在该项目四标段，水泥马路在场区内
交错纵横。“我们站场在治理施工扬尘方
面下了大力气，路面达到了全硬化标准，
站场安放了专业的污染物检测设备，4米一
个防尘喷头。”梅跃雷介绍，“我们还建立了
防尘责任制度，安排专人负责防尘。”

治尘理念的转变，让曾经露天摆放的
砂石材料没了踪迹。四标段总工程师邵志
介绍：“我们建了4个专门的料仓，每个
料仓库容12000吨，所有材料分类分仓摆
放。”之后的采访中，记者在京台高速扩
建项目其他工地也都见到了同样的料仓。
打开料仓大门，十余米高的钢结构梁上一
字排列了7个喷头，自上而下喷洒。邵志
笑着说：“我们这个料仓喷起水来像水帘
洞一样。”

砂石材料在场区内有了“容身之
所”，不再“乱舞飞扬”，但开采砂石等
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既要“土山”“沙

山”，也要绿水青山。近年来，高速公路
建设越来越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我
们与当地政府合作，用当地人工湖挖掘出
来的砂石来建高速公路。”该项目山东高
速路桥集团三标段项目副经理周高军介
绍：“我们的施工便道是用城市的建筑垃
圾修的，用完之后再给别的地方用，这样
就能节约资源。”

徒骇河国家湿地公园是周高军所在标
段的必经之地，如何减少对湿地的影响成
了周高军团队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周高军说：“我们在徒骇河大桥底下
建了5个污水储蓄池，防止污水流到河
里。”每个污水储蓄池长35米，宽25米，
深3米。桥上的雨污、施工车辆油污经过
导水管汇集到池子实施水、污分离。池里
的垃圾会定期清理，确保不会淤堵。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打造生态高
速公路还要掌握变废为宝这门“艺术”。

在该项目三标段，记者见到了一个长37
米，高20米的“大家伙”。“这是我们的
厂拌冷再生技术设备，它能够将旧路上的
废弃沥青加工再利用。”三标段副总工宋
鹏说，这台设备通过筛分，可以留存住废
弃沥青中的石子，随后加上水泥等可以做
成沥青再生混合材料，来做新公路结构层
中的柔性基层。

京台高速改扩建工程投资方、山东高
速集团科技创新发展部部长王川介绍：
“京台高速改扩建项目提出了沥青路面回
收材料再生利用、既有板梁桥利用、圬工
再生作为路基换填处理材料等技术措施，
为建设绿色品质工程提供技术保障。”

路要通起来，山也要绿起来。现在，
高速公路工地上已经没有人脸上会有三个
圈，未来的高速公路建设将实现与资源环
境相匹配、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做到
与自然和谐发展。

绿色施工———

绿色信贷———

全域旅游———

绿
色
能
源
︱
︱︱

绿色农业———

青青山山羊羊在在巨巨野野采采煤煤沉沉陷陷地地建建起起的的生生态态养养殖殖区区上上奔奔跑跑。。((□□陈陈辉辉 王王琛琛 报报道道)) 泰泰安安九九女女峰峰下下小小山山村村里里的的彩彩绘绘墙墙别别具具特特色色。。((□□李李岳岳岳岳 巩巩珊珊 报报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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