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1月2日，寿光市行政审
批服务局的办事大厅，寇月
娟在办理农药经营许可证。
寇月娟通过手机扫描了对应
二维码，有关办理流程和模
板便一一呈现在手机上，尽
管流程较多，但是在综合受
理窗口便可一次性办结。

“现在有了二维码，一
扫办什么业务怎么办理需要
哪些证件，都能出来，特别
方便。”寇月娟说。

围绕企业和群众实际办
事需求，寿光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通过开好“一个窗”办
成“一件事”，实施了“两
区两板块”的综合受理模
式，将不动产登记交易和人
社综合服务两个综合受理
区，综合审批业务和公安业
务两个板块全部改为“一窗
受理”。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四级主任科员庞杰说，该局
梳理高频事项161项、“一
件事”事项20项，分别制定
标准化事项模板和“二维
码”，每件事按照“一个窗
口、一套材料、一张表单、
一个流程”的要求，推行
“一窗受理、一链办理、并
联审批”，逐步实现单事项
“一次办好”向整件事“一
次办好”的转变。

在企业开办类综合受理
窗口，寿光市民张金凤办理
了企业注销手续。“和想象
的不一样，来2号窗口前后
用了不到20分钟的时间，就
办理完了注销手续。”张金凤说。

对企业开办，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推行零等
待、零成本、零见面“三零”工作法，一端式、一条
龙、一人审“三一”服务法，全面推行“一人审核
制”，实现对网上登记业务的一站式受理、标准化审
批、全透明服务。

“目前寿光市企业开办手续1个工作日内完成，
对于材料齐备、符合程序的登记申请，营业执照最快
15分钟就能领取，远超国家(8 . 5天)和省级(3天)既定目
标。”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商事经贸科负责人任峰
光说。

寿光在省内率先推行企业登记全程电子化和电子
营业执照应用。2019年，通过电子平台设立登记8920
家，变更3894家，自助打证1 . 4万余套。目前全市新
设立企业6100余家享受到“免单”服务，为企业节约
成本80万余元。

为更好地便民利民，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建设
市、镇、社区三级网上政务大厅，实现政务服务平台
全域覆盖。目前已有150项事项可以实现群众和企业
网上申报、网上办理、网上查询。同时，该局升级叫
号系统，增设手机微信预约、叫号、取号功能，建设
电子政务大厅，实现24小时自助服务。

寿光市民王凯正在为公司办理公司类型变更业
务。办理完这个业务，王凯可对工作人员服务质量进
行评价。

“业务办理完成之后，有电子显示屏，让我们对
他们的工作进行评价，评价完之后可以放回意见箱。
感觉现在办理业务越来越方便，工作人员的态度越来
越好。”王凯说。

据了解，“好差评”主要指企业和群众在政务服
务大厅办理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过程中对提供的
服务进行的满意度测评。通过设置满意度测评卡、公
开监督电话和意见箱，倒逼窗口人员转变服务理念，
端正服务态度。

“对收集到的差评和意见、建议开展初步的调查
后转交各责任窗口处理，并跟踪回访是否满意。处理
情况一周一汇总，一月一通报，倒逼各窗口整改提
升，同时，测评结果纳入当月综合建设考核成绩，进
一步提高了服务效率。”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考核
监督科科长郭晨说。

截至目前，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第三方开
展电话回访1 . 5万余件，好评率99%以上。

为了让前来办理业务的企业少跑腿，寿光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还开通“企业帮扶直通车”，成立市级代
办服务办公室，主动上门，为企业无偿提供审批代办
服务。

2019年，该局已为67个项目提供代办服务，与28
家企业签订了代办服务协议，完成代办项目11个，
广泛开展主动服务和上门服务共计84次。同时，寿
光还以办好群众眼中“一件事”为标准，探索推出
20多件高频“一件事”主题式服务事项，对不同部
门、不同层级的审批服务事项，实现“一件事”一
站办结。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19年12月30日至2020年1月5日这

周，寿光地利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定基指数为
138 . 63点，较上周147 . 04点下跌8 . 41个百分点，环比跌
幅5 . 7%，蔬菜交易量环比增加11 . 9%。

监测的10大蔬菜类别指数中，6类下跌4类上涨。
其中，下跌最明显的类别是甘蓝类、菜豆类、瓜菜
类、茄果类，环比跌幅分别是 1 2 . 4 %、 1 1 . 8 %、
10 . 9%、10 . 7%；上涨明显的类别是菌菇类、叶菜类，
环比涨幅分别是7 . 3%、5 . 9%。

指数连续两周下跌，主要原因是：1、进入农历
腊月后，市场蔬菜供应量充足，价格上涨受限；2、
南方部分蔬菜产地气温较低，不利于蔬菜生长，产
地收购价格上涨带动市场批发价格偏高，客户购买
力有限，菜价攀升乏力；3、“元旦”期间各大院校
及单位放假，需求减弱，拉低蔬菜价格。

本周大部分地区雨雪、雾霾等不良天气活动频
繁，对蔬菜生长、运输、销售等环节依旧不利，加
之年关临近，市场需求会明显增强。预计，后市蔬
菜价格指数将呈上扬趋势。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在聊城市莘县绿元素现代农业园区的大
棚内，技术员宋光照是按照“寿光标准”种
植和管理西红柿的。“只有统一的标准和科
学的管理，才能真正产出好的农产品来。寿
光制定的这个标准是经过农业专家讨论论证
过的，是一个权威的质量标准。”绿元素园
区负责人李彩雷说。

距离寿光300多公里的莘县是一个农业大
县。2016年，莘县建成投用绿元素现代农业
园区，种植面积2000亩。因为园区规模比较
大，聘请了不少技术员。每个技术员按照自
己的标准作业，很难做到蔬菜水果品质的统
一。

2018年，寿光市与莘县开展结对帮扶活
动。了解到绿元素现代农业园区的实际情况
后，2019年，寿光市将“寿光标准”和现代
农业高新技术集成解决方案“搬进”园区，
并将该园区设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首批
试验示范基地。

像这样的蔬菜种植标准和技术规范，出
自落地寿光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2018年4月，山东省政府与农业农村部共
建的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在寿光挂牌运
行。国家级专家委员会从产地环境、种苗选
择、栽培技术等方面，编制完成了37种蔬菜
的54项生产技术规范，进一步凝练出“寿光
标准”。

按照“寿光标准”，绿元素现代农业园
区改良土壤、调整种植密度。不同蔬菜的各
个生长环节，都有一套完善的管护方案。目
前，该园区100多个蔬菜大棚内硕果累累。

据介绍，作为蔬菜之乡，寿光市依托雄
厚的蔬菜产业基础优势，承担起全国蔬菜质
量标准的制定修订任务。自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建立以来，寿光市成立了包括4名院
士在内的67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和46人
的本地专家团队，作为标准中心的技术支
撑。

去年，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确定了
“边集成研制标准、边示范推广标准”的工
作思路，并率先在寿光先行先试，建设了200
亩的标准试验基地，发挥标准化资源聚集效
应，提升标准验证水平，通过标准验证，提
高标准应用的精准性和实用性。

同时，按照“标准中心推荐标准、农业
部门推广应用”的思路，寿光农业部门制定

了《寿光市重点园区打造实施方案》和《寿
光市重点园区智慧农业建设标准规范》，在
全市新建的18个重点园区推行“统一农资、
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统一检测、统一品
牌、统一销售”的“六统一”标准化管理，
放大了标准示范推广效应。

“作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首批试
验示范基地，清水泊农场高端蔬菜园区严格
执行了包括土壤、种苗、肥药施用、病虫害
防治等生产环节的规范化种植标准。通过熊
蜂授粉等新技术应用，大大提升了产品品
质，实现了蔬菜产品的标准化、优质化、品

牌化协同发展。”寿光清水泊农场场长李昌
军说。

“我们现在上市的樱桃番茄口感好、品
质高，每斤高于市场价两三块钱。”寿光现
代农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区技术总监陈玉涛
说。

去年12月13日，寿光市日光温室番茄、
黄瓜两个全产业链农业行业标准正式通过专
家审定。在随后举行的2019品牌蔬菜寿光峰
会暨2019品牌蔬菜标准化发展高峰论坛上，5
项地方标准、6项团体标准、4项企业标准同
时发布。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全面推行从种
苗到餐桌的全产业链标准。通过执行标准，
让好产品有标可依，实现蔬菜高质量、高品
质、高颜值。”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副主
任付乐启说。

据介绍，2018年以来，寿光市以全国蔬
菜质量标准中心为载体，按照集聚一批、研
发一批的工作思路，以产品为单元、以产业
为链条，集成2299条蔬菜产业链相关标准，
形成14大类蔬菜182个品类的蔬菜标准体系，
完成蔬菜质量标准数据库建设，蔬菜质量标
准参数指标达到7 . 7万项；编制完成37种蔬菜
的54项生产技术规程；启动112项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研制工作。

截至目前，“寿光标准”已输出到全国
20多个省市，常年有8000多名技术人员在外指
导蔬菜生产，全国新建大棚中一半以上按照
“寿光标准”来种植。

“发挥规模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种植大户的标准推广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原
先低端粗放的传统生产种植模式，向现代、
高端、标准化的模式转变，最终实现蔬菜的
有标有牌、优质优价。”全国蔬菜质量标准
中心推广科负责人李兰娟说。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1月3日，位于寿光北部的田柳镇现代农
业创新创业示范园区大棚内，技术员韩永琦
正在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灌溉西红柿。“我
们现在的灌溉，动一下开关就行，节水节
肥。据园区粗略统计，水肥一体化设备可节
水50%左右，节肥30%左右。”韩永琦说。

在寿光南部的孙家集街道达字刘村，大
棚安装了政府提供的水肥一体化设施。“我
们实现了地下管网一体化设施全覆盖，让老
百姓节省了费用。”达字刘村党支部书记李
平说。

2007年，寿光开始全面实施“大水务”
工程，推广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建设高效节
水灌溉工程。目前，全市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达到80 . 67万亩，占有效灌溉面积的64 . 12%，
年均可节水35%，其中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
17 . 92万亩。

据介绍，寿光水资源量3 . 39亿立方米，人
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300立方米，仅为全国人
均占有量的七分之一，是一个资源型缺水城
市。近年来，寿光不断推进节水、供水、污
水处理、再生水回用等工作，持续巩固和深
化“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成果。2014年，
寿光被确定为“中以示范水城市”，探索出
了用水、节水、污水处理、水循环利用的新
模式。

寿光晨鸣集团率先上马了国内领先的中
水回用膜处理项目。目前，该项目每天可处
理中水8万立方米，生产回用水可达5 . 6万立方
米，一年可提供用水量1904万立方米。

“经过一系列处理后，就能达到我们回
用水的标准。指标达到了国家饮用水标准，
水质指标COD在10毫克每升以下，硬度在5以
下。”晨鸣集团中水回用膜处理车间主任段
东说。

在城镇污水再生水的循环利用上，寿光
也进行了探索。山东中材默锐水务有限公司
的再生水回收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双膜法
处理工艺，每年可节约地下水开采1800万

吨，为羊口镇30多家工业企业和镇区绿化供
水，日供应再生水达3万多吨。巨能热电再生
水回用项目以城北污水处理厂尾水为水源生
产再生水，年产再生水约1000万立方米，主
要用于周边工业企业和城镇绿化用水。

“之前的处理工艺，达到国家一级A的排
放标准后，就排入下游河道内，直接排掉
了。现在我们取过来之后，再进行深度处
理，达到再生水的处理标准，重复利用。”
寿光巨能热电发展有限公司的刘发兴说。

近年来，寿光以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为
抓手，先后建成污水处理厂13座，包括晨
鸣、默锐、巨能等企业在内的再生水回用项

目11个。寿光还实施了一批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工程，基本实现了全市污水处理城乡全覆
盖。此外，寿光市城区公园广场等全部采取
渗透铺装，多样性相结合的立体式绿化，减
少水土流失。城市绿地和绿道全部实行喷
灌、滴管和微喷及洒水车浇灌。

与此同时，寿光注重节水宣传教育，开
展节水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等
系列活动。“水资源是有限的，节水人人有
责。”寿光市民刘威说。“大家一起努力，
让节水习惯升华为传统美德，营造人人爱
水、人人节水的良好氛围，共建节水型社
会。”寿光市民阙源源说。

据介绍，在节水工作中，寿光工业全面
实行外排废水处理回用，农业方面推进微喷
滴灌及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灌溉工程建设，
城镇生活方面居民小区和公共场所全部淘汰
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器具。

2019年，寿光获得“全国首批节水型社
会建设达标县区”称号。

“牢牢把握节水优先，严格落实水资源
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管理制度。通过全社会
参与节水行动，2020年确保寿光市农业高效
节水灌溉率达到80%以上，工业再生水利用率
达到5 0%以上，生活节水器具推广率达到
100%。”寿光市水利局局长燕黎明说。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1月2日中午，寿光市洛城街道浮桥村，
王爱贞在厨房内打开沼气，点火做饭。“用
上沼气后，厨房内干干净净，也没有味道，
很省事儿。”王爱贞说。

记者看到，王爱贞家厨房内窗明几净，
没有烟熏火燎的痕迹。

这得益于村里的沼气直通到户工程。5年
前，浮桥村总投资370万元的沼气技术服务站
运营，全村300户村民的日常做饭用上了沼
气。“使用沼气，不仅干净、卫生，而且方
便、便宜。较天然气，能省下近一半的费
用。”浮桥村党支部书记傅良信说。

更重要的是，沼气生产所用的原料是蔬
菜秸秆、农村粪污等各类农业废弃物。除沼
气用于村民日常生活外，沼渣、沼液等经过
处理成为有机肥，用于村民的蔬菜生产，实
现循环利用。

“沼气站一天能处理粪污60立方米，一
年下来在2万立方米左右。秸秆处理，一年在
1500吨左右。村里的种棚大户免费把秸秆拉
过来，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沼液，互相帮
助，循环利用。”洛城街道浮桥村沼气站工
作人员付华德说。

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秀欣说，浮桥
村的这种生态循环模式，不仅解决了“偏远
地区用气难”“大棚垃圾无处存放”两大难
题，还降低了化肥、农药的施用率，提升了
蔬菜品质，助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寿光通过建设沼气服务站、引
进秸秆处理企业、新上有机肥发酵等措施，
使全市的蔬菜秸秆、畜禽粪污得到综合处理
和有效利用，同时净化了农村环境。

近日，纪台镇沼翠能源站的工作人员将
发酵完的沼液送到菜农棚中。该项目于2013
年建成投用，是国家绿色能源县示范项目，
主要以大棚尾菜和人畜粪便作为发酵原材

料。这个能源站，不仅有效解决了纪台镇
6400多户农厕改造户的粪污处理难题，还能
消化周边村庄的部分大棚垃圾，产出的沼肥
用于大棚，沼气则直接通到周边社区。

沼翠能源站负责人李泮武说：“这个站
满负荷运转的话，能每天处理60吨粪污，同
时还能处理周边的尾菜。年产1 . 9万吨沼液，
可以满足1000个大棚的常年冲施肥料。”

“把粪污转化成沼气、沼液，变废为
宝，我们的空气也好了。”纪台镇曹官村党
支部书记李延平说。

粪污、尾菜变成肥料，不仅可以改善土
壤理化性状，还能提高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近几年，玉皇庙、曹官等村的不少菜农开始
冲施沼液，效果明显。“我的茄子冲了沼液
后，发黑发亮，品相好，产量也高。”玉皇
庙村村民张春凤说。

近年来，寿光不断加大投入、引进技
术，大力推进农作物秸秆的肥料化、能源

化，指导农民开展沼液沼渣综合利用。目
前，寿光全市引进农业生产废弃物处理企业
17家，其中已建成14家，以秸杆固化、青贮
池、沼气等处理方式为主，年设计综合处理
能力达101万吨，初步实现了大棚垃圾“变废
为宝”。

目前，寿光市正按照“统一布局、设施
共建、资源共享”的原则，对全市畜禽粪
污、农厕粪污处理企业统一整合，建设人畜
粪便处理服务站，合理布局秸秆处理企业，
形成全市“各类垃圾分类、企业收集运输、
多种模式并存、资源循环利用”的一体化模
式。

“在2020年底，寿光将新建完成4个大型
粪污处理中心、4个沼气服务站、10个人畜粪
便处理服务站，引进2个秸秆处理企业、30个
养殖场种养循环项目，基本满足我市农业废
弃物的处理能力。”寿光市农业农村局二级
主任科员王建勋说。

“寿标”输送至20多个省市

全国新建大棚一半多按“寿光标准”种植

寿光持续发展循环农业———

大棚垃圾和农村粪污变废为宝

农业推广高效节水灌溉，工业探索再生水循环利用

节水型城市，寿光全民共建

图为莘县绿元素现代农业园区大棚内，按照寿光标准种植的茄子。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图为寿光市田柳
镇现代农业创新创业
示范园区的水肥一体
化设备。 进入农历腊月后，市场供应量充足

菜价周指数
小幅下跌

■中国·寿光蔬菜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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