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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河河入入海海处处 绿绿意意扑扑面面来来
——— 大众日报青年记者蹲点调查东营绿色发展

□ 本报记者 刘春德 巩姗
李 明

2019年11月25日午后，伴随着
轰轰隆隆的马达声，一张张以粉煤
灰为主要原料的墙板正在装车，准
备发往北京、雄安新区等地。
“2018年冬天，集团热电厂产生的
粉煤灰白送都没人要，还要自己掏
钱处理。2019年8月中旬，我们项
目正式运转，把粉煤灰做成内、外
墙板等新型建材，预计年获利6900
余万元。”山东晟阳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新庆说道。

山东晟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是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子公
司。利津县共有三个热电厂，都直
接或间接属于利华益集团，是全县
固体废弃物粉煤灰主要产生地，年
产生粉煤灰约60万吨。而粉煤灰遇
风极易造成扬尘，污染环境。“晟
阳通过引进2条德国高端节能装配
式建筑构件生产线，一年可消耗粉
煤灰50余万吨，占全县粉煤灰产生
量的六分之五左右。”陈新庆介
绍，“隔壁力能热电厂产生的粉煤
灰直接通过管道由压缩空气源源不
断地推到晟阳，其余两家热电厂产
生的粉煤灰则通过密闭罐车运输到
厂。这两种方式，尽可能避免粉煤
灰在运输途中造成污染。”

除了粉煤灰，农业固体废弃物
也有了它“应该去的地方”。利津
县盐窝镇是东营市养殖重镇，近
1200户养羊户，年出栏羊190余万
只，羊粪年产生量高达50万吨左
右。2017年9月，山东嵘达生物肥业

有限公司成立，公司董事长朱爱峰介绍，“从小羊出生前，我们
就与养殖户签订羊粪收购协议，还在羊圈内垫入我们提供的
含有芽孢杆菌的稻草、玉米秸秆等，使羊粪随着小羊的成长完
成初步发酵，随后在工厂内完成进一步的发酵加工。”

羊粪的异味怎么处理？朱爱峰说，“通过生物、光氧催
化等处理方式，我们尽力把异味降到最低。”目前，山东嵘
达生物肥业年处理羊粪20万吨左右，外加年储藏10余万吨，
共利用盐窝镇羊粪总量的60%左右。

“公司能走到今天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朱爱峰感慨
万千。2017年，盐窝镇共有有机肥生产企业26家，大多规模小、
技术落后。随着环保要求趋严，在政府鼓励帮助下，当地有机
肥生产企业除部分关停外，大都进行了整合，山东嵘达生物肥
业有限公司便是由当时的三家有机肥生产企业整合而成。

“公司成立之初，刚开始办手续时，因为经验不足，没
有任何头绪。2017年年底，县经济发展办和盐窝镇政府及时
派专人进行全程服务，使我们理清了思路。”朱爱峰感慨道。

去年10月，利津县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全国“大宗固体
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利津县抓住这一机遇，依托晟阳新
型建材、嵘达生物肥业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进农
林废弃物和产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积极发展高附加值、高消
纳能力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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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今年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今年也是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推动党和国家各项政

策落地的重点在基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在基层。作为时

代的记录者和守望者，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

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火热的社会实践

中锤炼“四力”。今日起，大众日报推出“蹲

点调查”专版，记录时代之变，讲述基层故

事，传播一线声音。

东营，万里黄河入海口，生态环境有其特

殊性。如何构建绿色、生态、宜居的诗意栖息

地？近日，大众日报青年记者在东营蹲点调

查，深入乡村、企业，探寻区域经济发展和环

保的双赢之路。敬请关注。

航航拍拍的的东东营营市市黄黄河河三三角角洲洲国国家家级级自自然然保保护护区区湿湿地地景景观观。。（（□□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海上采油不扰海中生物
青东5海油陆采平台S形路的“环保秘密”

海洋生态———

□ 本报记者 王琛 孙源泽 王晶

“很多农村的旱厕改造完成后，因为
缺乏后期的配套政策与设施，导致村民将
粪水随意排放，从而造成二次污染。新户
镇改厕过程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
题。”2019年11月23日向记者介绍这一情
况时，东营市河口区新户镇宣传委员荆栋
山有点小骄傲。

2016年，新户镇启动了农村旱厕改造
工程。旱厕建成了，首要的问题就是污水
处理。2017年4月10日，新户镇政府经过
考查，引入山东省中江龙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建设污水处理厂，建成后镇政府按全镇
每人每年51元支付污水处理服务费用，共
计138万元。

污水处理厂还与精准扶贫结合了起

来。荆栋山介绍，当时新户镇有6个市级贫
困村，每个村都有扶贫资金。“扶贫资金必
须要用到项目上，项目必须要有收益，收益
必须分给村民。”荆栋山说。这“三个必须”
让村集体很是费神。引进污水处理厂项目
以后，经过多方洽谈与民主表决，中江龙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吸纳了5个贫困村入股。

“每个村入股58 . 2万元，项目每年返还每
个村不低于5万元，连续返还十年。协议到
期后，将本金全部返还村集体。”荆栋山解
释，“通过这种方式，既合理地运用了扶贫
资金，又使老百姓享受到了经济效益。”

走进污水处理厂，工作人员时传松指
了指一片菜园说，“污水从前面管道进
来，经由五道工序，生成的粪渣处理后就
成了有机肥。这里的蔬菜是一块实验田，
全是用的这种有机肥。”时传松又指着门

口的湿地说：“这个人工湿地就是污水净
化的最后一步，处理达标后的水汇集到这
里，再经自然净化流入前面的池塘，作为
灌溉用水。

河口区地广人稀，具有打造人工湿地
的优势。除了生活污水，还有各种工业污
水、废水也需要处理。随着环保标准更严
格，建人工湿地进一步净化污水，同时还
能形成旅游景观。投资6505万元、占地
500余亩的面条沟人工湿地，可算是其中
的一个典型工程。

“之前，面条沟就是一条臭水沟。”
河口区水土保持中心副主任郝爱鑫说。而
在2015年开工建设后，曾经的“臭水沟”
焕然一新。虽已入冬，但水面上成片生长
的香蒲、芦苇，不时跳出的飞鸟、野鸭，
仍是一幅生机盎然的景象。

“湿地在承担污水净化作用的同时，
我们也在着力打造一些湿地景点。”郝爱
鑫带记者走入一片芦苇荡，“这片芦苇下面
有专用的填料，能进行第一轮净化。污水到
面条沟以后，天然的微生物、土壤、植物都
能再次进行净化，这样流入挑河就是完全
达标的水啦。”据郝爱鑫介绍，面条沟东连
挑河，同时接收了五个污水处理厂的尾水，
日处理污水5万立方米。经过湿地二次净化
后，这些尾水都能达到排放标准。

在河口，还有城东湿地、草桥沟湿地、
荻花湿地、海风湿地等湿地项目正在施工
建设中。“下一步，我们河口区将继续践行
打造湿地城市的生态理念，提升入海河流
水质，努力建设‘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中’
的生态宜居城市。”东营市生态环境局河
口区分局党组成员崔海燕说。

从旱厕改造到湿地项目
河口区人工湿地建设实现多重效益

湿地保护———

玉米+牛+梨=？水稻+鱼+藕=？

两个村庄的循环农业实践

绿色农业———

□ 本报记者 马海燕 陈辉
李广寅

2019年11月22日，记者到东营市东营
区朱家村和垦利区垦利街道七村，看到了
这两个村给出的答案。

在朱家村，1000亩玉米、16栋养殖大
棚里的肉牛、500亩梨树，是农业生产的
主角。“我们村这1000亩玉米可不是给人
吃的，都是给牛吃的。”朱家村妇联主席
朱小花讲罢便哈哈大笑起来。当玉米煮到
稍有些咬不动的时候，与玉米秸秆一同打
碎，就成了肉牛最爱的“营养餐”。

朱家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明说，2011年
村里成立养殖合作社，他是朱家村规模化
肉牛养殖带头人。进村路以南是养殖合作
社所在地，村里32个养殖户加入养殖合作
社。记者了解到，这里被东营区授予“东
营区肉牛养殖实践与教学基地”。

创业开始，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资金

不足。在李连明等合作社成员的努力下，
第一年他们借到480万元。“这笔钱到期
后，成员们都按时还了款，诚信是我们合作
社最大的‘社规’！”李连明说。朱家村人的
诚信打动了多家信贷单位，现在多家银行
主动上门询问贷款需求。合作社成立8年多
以来，没有一户发生过贷款违约。

有了资金，牛养得膘肥体壮，牛肉流
向加工厂，牛粪也得到梨树种植户的偏
爱。朱家村成立了果树合作社，村里土地多
为盐碱地，牛粪制成的有机肥让这片盐碱
地逐渐变肥沃，减少了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提高了合作社种出香梨的品质。

“我们主要种龙居早香梨，品种好又
有有机肥助力，结出果来又脆又甜！”朱
小花自己种了9亩梨。每逢八九月份成熟
期，收购香梨的车辆蜂拥而至。2018年，
朱家村举办了首届梨花节，大量游客来朱
家村一睹连片梨花的风采。

“现在东营市公交公司的35路车也要

通到朱家村了，游客来赏梨花、采香梨就
更方便了。”李连明很欣慰。

出朱家村一路向北，记者来到垦利区
垦利街道七村。

“我们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种水
稻，1988年种藕。后来，我们在藕池和水
库里养鱼虾蟹，养鱼的水又能灌溉稻子，这
不是简单的循环，这里面的好处我得慢慢
跟你说道说道！”在村委会，记者见到了七
村两委成员张文彩，他的笑声爽朗又朴实。

2013年，七村成立水稻专业合作社，
全村人一个不落以土地入股。记者参观的
水稻加工厂便是合作社的产业之一。

“你们来得巧了，我们正抓紧加工稻
子给客户送去。我们的大米每公斤比普通
大米贵2元左右，供不应求！”垦利区烟
草专卖局驻村第一书记苟鹏飞一边检查装
袋大米的质量一边说。

为什么卖得贵？一是七村水稻属于生
长周期长的晚熟品种，还有一点就要说到

循环农业了。“水库和藕池里的水因为养
鱼更肥了，灌溉出的水稻口感更好，更有
营养。”张文彩向记者解释。

“富硒有机稻成本高了，产量也低了
一半，但卖价高，村民收入反而增加了不
少！今年达到98元/公斤。”苟鹏飞介
绍，这是全省唯一一块采用罩网模式种植
的富硒有机稻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

张文彩又说起藕池养鱼。鱼能吃掉藕
池里的杂草，鱼粪能肥藕，这样一来，省
下了不少除草、购买鱼饲料和藕用肥料的
钱。“鲢鱼、草鱼、鲤鱼、鲫鱼，还有小
龙虾、螃蟹，每年能产两万多斤，有大车
来村里收，也拉着去北京、天津卖！”张
文彩接着说，“每年产藕500多吨，在周
边市场就卖完了，都不用去外地。”

玉米+牛+梨=？水稻+鱼+藕=？答案
已经很明晰了：等于物尽其用、等于村民
致富、等于循环经济、等于绿色发展、等
于村容村貌大变样……

东营东部的莱州湾畔，中国石化青东5海油陆采平台成为油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典范。(□记者 马海燕 陈辉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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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马海燕 陈辉 巩姗
本报通讯员 任文盼

东营东部，莱州湾畔，沿一条8 . 48
公里的S形进海路一路向东，可以看到65
口正同时生产的油水井。这里是中国石化
青东5海油陆采平台，一个群鸟翔集、碧
水蓝天，油井与海洋和谐共处的地方。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为何这条进海
路呈现大大的“S”形呢？

“S形的设计，不仅符合东营市滨海
新城的生态规划，更考虑到减少对海洋洋
流和生物的干扰。”2019年11月28日，青
东5采油管理区宣传员党晖，解答了记者

的疑问。记者了解到，这条S路获得了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

S路的“环保秘密”远不止于此。创
新使用在混凝土里加注絮凝剂的水下不分
散技术，增加了S路的保水性和整体性，
减轻了施工材料对海洋生物的影响。

行驶在S路上，党晖指着远方状似一
个个桥洞组成的路段说，“这2 . 25公里
的透空路可是花了大心思的。”2 . 25公
里的透空路，每隔50米一跨的桩管为海鱼
们开辟了洄游繁殖的通道。

登上青东5海油陆采平台，党晖更是
满脸自豪：“平台量身定制了宽度仅有
1 . 5米的‘瘦小细长’700S型皮带抽油机，

每口井及设备仅占0 . 3亩，较常规设计减
少用海面积30%。”井口平均间距缩小至
1 . 7米，采油平台尺寸缩小至长150米，宽
90米。“集约式”用海减少了对海洋底栖生
物的影响，实现了在20亩空间内65口油水
井同时生产，节约了三分之二海域使用金。

“用海集约但采收不受影响，抽油机
身量小但采油量丝毫不减。”青东采油管
理区安全员刘春雷说，平台上抽油机最深
可达1800米，辐射范围最长3公里。

这座人工岛上，油井产生的采出液被
有效利用。“我们的目标就是‘油不落
地，水不外排，气不上天’。”党晖告诉
记者。

智能化布局也是避免污染海洋环境的
一大妙手。“我们将进海路段集输管线与
测温光纤进行捆绑，安装了温度信号发射
分析处理装置。”刘春雷向记者介绍，通过
采集温度突变信号，PCS系统能在0 . 1秒内
及时快速判断出精度达米级的泄漏点具体
位置，同时迅速关闭紧急截止阀。不间断
实时监控外输管线，海洋环境得到守护。

青东采油管理区还有更高的目标：
2020年，氮氧化物排放指标由目前的80毫
克/立方米降至50毫克/立方米以内，油田
采出水回注率100%，外排有控废气、
VOCs（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检测
率100%，力争实现污染物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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