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刘智峰 张起燕
记 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苗床上一盆盆飘香藤花绽
放出或粉或红的花朵，悬挂半空中鲜花垂下
的花朵被枝叶簇拥娇艳欲滴……2月22日，记
者来到3万平方米的东营市东营区牛庄镇双福
福盛高档花卉蔬菜智能温室大棚，只见各种
鲜花造型各异、争奇斗艳。

牛庄镇地热资源丰富，埋藏深度2000米
左右，出水温度可达到85℃左右，原来主要
用于镇上24万平方米住宅小区供暖，现如今
供暖尾水有了“新去处”，成为双福福盛取
暖能源。传统水肥灌溉模式高耗低效，5000
平方米的传统温室大棚浇灌100吨水肥，需要
2名工人浇灌2天，水肥利用率也只有40%左
右。如今在双福福盛，一个5000平方米智能

花卉温室里采用“潮汐灌溉+肥水回收”技
术，循环浇灌一次100吨水肥可实现60%回
收，水肥利用率也提升到95%，一天灌溉一次
即可保证土壤水肥度，保障花卉健康成长。

“我们的微型玫瑰种植棚内设定温度为
20℃-25℃，湿度为70%-85%。”魏家村50岁
的村民张晓芹忙碌着，在这里工作久了，俨
然已成为了花卉种植的行家里手。目前，在

双福福盛，像张晓芹一样每年既领着土地流
转金，又在家门口上班当“工薪族”的农民
已达40多人。

“从外出打工到回乡种棚，每户种植户
年收入增加一倍没问题！”牛庄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马守良说，当地正在谋划利用地热
资源，发展文化旅游项目，带动更多村民致
富。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任万帅 崔立学 报道
本报利津讯 2月22日，位于利津县盐窝

镇的黄河口滩羊产业园内，盐西村养殖大户
黄朝海望着干净平整的道路和宽敞明亮的养
殖棚，脸上堆满了笑容。说起现在的养殖条
件，他告诉记者：“这里环境好，水、电、
路配套齐全，搭配饲料使用自动拌料机，喂
养有自动投喂车，现在我们两口子经营5个棚
很轻松，剪羊毛的、卖饲料的、干屠宰的，
也都在跟前，一个电话就上门服务，非常方
便。”

交通便利，条件优越，设施齐全，这在
以前可不敢想。盐窝镇已经有20多年肉羊养

殖历史，全镇肉羊养殖村66个，养殖户1800
余户，年出栏量200多万只，是有名的“中
国肉羊育肥基地”“山东肉羊产业第一大
镇”。过去，这些养殖户全都是一家一户分
散养殖，条件比较简陋。黄朝海说：“以前
在村里的养殖区喂养，没有机械化设备，劳
动量非常大，我们两口子再雇上两个人才能
养1600只羊。”如今，他的5个养殖棚存栏
肉羊 4 5 0 0多只，每年带来纯收入 1 0 0多万
元！

改变缘于园区建设。2019年，利津县按
照利益共享、建管共赢、两区共建、多方共
融的“四共”模式，总投资3 . 6亿元，规划占
地4200亩的黄河口滩羊产业园，建设基础母

羊繁育羊舍50栋、育肥羊舍255栋，可实现年
出栏量100万只，成为全国最大的单体养殖基
地。园区采取“政府建设，农户租赁”的使
用方式，年租金3万元。

园区建成后，养殖户跃跃欲试，资金问
题却让他们犯了难。“都想要进园区扩大规
模，但是养殖棚租金、买羊羔子都需要钱，
贸然扩大养殖规模也会承担更大的风险。”
养殖户李培兴说出了养殖户的担忧。

就在养殖户观望之时，政府兜底政策让
他们吃上了定心丸。利津县财政设立1000万
元风险补偿基金，对接省农担公司建立“黄
河口滩羊养殖产业集群贷款”新模式，推出
“黄河口滩羊贷”，单户贷款最高额度300万

元，贷款综合成本最低可至4%左右。探索实
施保险公司“共保模式”，为每只羊入保25
元，政府补贴15元，最高赔付800元，最大限
度降低养殖风险。

“贷款都是政府贴息，利率低，100万贷
款每年能省下两到三万元，给羊上保险也让
我们更有底气了！”李培兴也在园区里承包
了一个养殖棚，走上了规模化养殖的道路。
目前，园区一期养殖棚早已被认购一空，二
期105套也基本“预售”完成，“黄河口滩羊
贷”共计为260余户养殖户发放贷款2 . 1亿元，
为黄河口滩羊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让
黄河口滩羊养殖实现了从小羊圈到现代化养
殖的转变。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刘云杰 于文静

2月20日，气温持续转暖，广饶县乐安街
道东王村的村民过节、农忙两不误，高温蘑
菇大棚里依然忙碌。

下午4点多，64岁的许凤梅和她的老姊妹
王清华来到蘑菇大棚采摘已经成熟的蘑菇。
她们小心翼翼地将蘑菇摘下来，放到周转箱
里，手掌上下翻动间，一箱箱蘑菇就整齐地
码放完成。“这个蘑菇是平菇的一种，现在
看来长势很好 !一遍摘过去，就能摘1500多
斤。”王清华说。

早在2月11日，东王村就为全村715口人每
人分发了2斤蘑菇和2棵大白菜。村里的老少
爷们早早地来到村里的蘑菇大棚排起长龙，
领取这份“蘑菇红利”。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话匣子里呈现了东王村的巨大变化。

东王村将635 . 42亩土地全部流转到合作
社，农户按照800元-1000元/亩的标准收入承
包费。2020年，东王村联合周边中赵村、大
尧村，借助中央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100万元，由东王村党支部领办，按照
“农场+合作社”的模式建设“标准化蔬菜示
范大棚项目”。

目前，项目一期已经投入使用，预计可
实现收益40万元，可为中赵村、大尧村和东
王村村集体每年至少增收5万元，并带动周
边5个村庄蔬菜种植等产业的发展。

东王村党支部书记王仲武介绍，去年是
村里第一次种植平菇，没有经验，菌棒进棚
后，还是按照种植“老把式”管理，对平菇
生长习性不了解，温度、湿度等掌控不好，
菌棒得了灰霉菌。灰霉菌具有传染性，几天
的时间就损失了800多个菌棒，同时拉长了蘑
菇的上市周期，市场行情正好的时候无法大
量上市。

残酷的事实让东王村的蘑菇项目栽了跟
头，也让王仲武意识到，还是要依靠技术发
展蘑菇产业。于是村里邀请了农技专家驻村
10多天，手把手地蹲点指导，精准控制温
度、喷洒水和通风时间，蘑菇棚又重新焕发

生机。
小蘑菇渐渐开始做出大产业，为增收铺

就致富路。正在采摘蘑菇的王清华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俺的土地流转给合作社了，我
在合作社打工一天挣100多元，一年收入两份
钱，比种地好多了。”王清华一家四口，共

有承包地11 . 6亩，一年下来承包费11080元，
打工还能赚近2万元。像王清华一样，东王村
有50多人实现了家门口就业，蘑菇这把“致
富伞”越撑越大，“村民们的钱包越来越
鼓”。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王仲武介

绍，今年东王村在巩固一期项目的基础上，
继续发展二期项目，预计建设高标准蔬菜大
棚13个，恒温库2万立方米，物流市场6000平
方米，可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为百姓增收
15万元，将打造集种植、仓储、物流销售于
一体的多元化农业综合体。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乔冰清

在人们日常印象中，一块白色棉花状纤维
遇火会立即燃烧成灰烬，并伴随着一股刺鼻的
气味。而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
园，山东东珩国纤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葛传
金则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白色纤维状物体
在高温喷枪喷射的1000℃火焰炙烤后，非但安
然无恙，其自身温度也仅有轻微变化。

“别小瞧这团白色纤维，这是公司生产
的高性能氧化铝纤维，耐受温度达1600℃-
1800℃，具有热稳定性好、机械强度高、热
导率小、绝缘性强等不可比拟的优良性
能。”葛传金介绍，正是因为这些优良的特
性，氧化铝纤维被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航
空航天、国防军工、核电核能等领域。

据了解，在东珩国纤研发出高性能氧化
铝纤维之前，能够生产这种高性能产品的技
术由美国3M和日本三菱公司掌握，国内对这
种材料的需求全部依赖进口。东珩国纤氧化
铝纤维采用目前国际最为先进的“溶胶-凝
胶”工艺制造而成，公司拥有该技术的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正是借力这一“硬核支

撑”，东珩国纤成为了全球第三家、国内唯
一一家产业化生产高性能氧化铝纤维的企
业。

作为2020年东营市重点建设项目，东珩国
纤高性能氧化铝纤维项目计划总投资6亿元，
建设1000吨高性能氧化铝短纤维及其制品和
100吨高性能氧化铝长纤维系列产品生产线，
其中短纤维产品产能占到全球总产能的7%。项
目一期投资1 . 3亿元，已于2019年9月开工，将建
设高性能纤维生产线2条，实现年产能500吨。
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5亿元、利税
5 . 5亿元。“凭借优异的产品品质，东珩国纤的
合作伙伴已辐射中国航天、中国商飞、中国核
电、中国重汽、中国一汽等众多国内一线行业
大企业，并与国际多家行业巨头建立合作伙伴
关系，多家产业链下游企业还表示要在东珩国
纤周边投资建厂。”葛传金高兴地说。

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产业园，
诸如东珩国纤一样的新材料行业头部企业不
在少数。国瓷公司是全球第一家水热法生产
氧化锆和氧化铝纳米粉体的企业，稀土催化
研究院是国内稀土催化领域唯一的国家级研
究机构，兆源机电的高端电磁线在新能源发
电和轨道交通领域市场占有率分别达60%和

70%以上……依托国瓷、新大、稀土催化研究
院、东珩国纤、合盛铜业、中车兆源等龙头
企业，新材料产业园正在积极构建产业链、
打造产业集群、完善产业生态，提升产业承
载能力，全力打造“一园五区”的产业总体
发展布局，建设高端功能陶瓷、稀土催化材
料、高性能纤维材料、先进复合材料、铜基
新材料五大产业集聚区，推动新材料产业高
质量发展。

为明确园区发展定位，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聘请了国际一流咨询机构，编制了产业
发展规划和新材料产业园发展规划，使园区
有了更清晰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还成立
了东凯新材料产业园有限公司进行市场化开
发运营，提供全方位产业服务。“我们发挥
国家级开发区优势，提高服务效能，为新材
料企业和项目建立服务‘一站式’解决方
案，实施‘一次办好’改革，推行‘拿地即
开工’等新模式，全力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
生态。”东营市东凯新材料产业园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国宏介绍，目前园区共有各类企业
106家，其中“四上”企业20家。2020年园区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 . 8亿元，其中“十强”产
业投资8 . 1亿元。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新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中国石油大学研究生院、东城部分

供气管网设施提升工程项目为2021年东营市政府确定
的重点项目。春节假期期间，东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联合相关项目单位为其开辟“绿色通道”，春节后第
一天提供延时服务至晚八点，当天完成审批，为项目
及早开工提供了有力审批服务支撑。

春节假期后，东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延
续“春节不打烊”活动，为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
道”实现了审批手续当天办理，确保全年各项工作开
好局、起好步。作为距离项目单位的最近服务“窗
口”，东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不断精简项目审批环
节、优化审批流程、提升审批效能，市级办理事项由
63项精简到42项，压减1/3；申请材料由284项精简到
142项，压减50%。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鲁青青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河口区首届河口籍博

士新春家乡行座谈会召开，22名返乡博士欢聚一堂，
畅谈乡情乡谊，积极献计献策，共谋发展大计。

座谈会上，来自国内外的河口籍博士们畅所欲
言，结合自身研究专业领域和工作性质，对家乡的发
展积极建言献策。博士们纷纷表示，将发挥各自所
长，多宣传推介家乡的产业、人才政策，吸引更多的
人才到河口创新创业，助力河口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河口区大力实施在外人才回引行动，通
过镇（街道）、村（社区）两级排查梳理，摸清人才
底数，深入挖掘各类在外工作学习人才4255名。充分
发挥网络媒体作用，建立常态联系，71个村、24个社
区建立在外人才微信群、QQ群等交流平台，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地建立在外人才联系网络，邮寄
《致在外工作学习河口人的一封信》650余封，引导
在外人才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489条。

配套完善 贴息贷款 风险共保

“黄河口滩羊”从羊圈走进园区

依托龙头企业 打造产业集群

新材料项目15亿元产值的“硬核支撑”

■日前，山东省2021年工

作动员大会向全省上下发出了动

员令。乘势而上求突破，发奋图

强开新局，为深入反映东营市各

区县、开发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

围，本期起，《大众日报·东营

新闻》开设“落实突破在一线”

栏目，聚焦各区县、开发区重点

项目进程，以此展现广大一线干

部群众抓落实、求突破的精神面

貌和昂扬斗志，敬请关注。

“美丽经济”催生农业致富“双赢花”

节闲人不闲，蘑菇棚里话“丰年”

□李明 云杰 文静 报道
2月23日，在广饶县大码头镇前桑村麦田，农机手正在为托管的小麦施肥。广饶县依托省级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规范化建设试试点，大力

推广“田管家”种植模式，农户只需要缴纳托管服务费，合作社提供“农资+农机+劳务”服务，从耕、种、管、收到销的一条龙全程服务，
有效促进现代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标准化发展。目前，广饶全县已有11个行政村开展农业生产托管服务，签订农业生产托管服务合同3200户，
托管服务面积3 . 3万亩。

“绿色通道”

助力重点项目推进

22名博士

回乡“话发展”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记者从东营市知识产权保护

中心获悉，全市开展专利微导航后，企业知识产权创
造意识明显增强，24家企业围绕核心技术或产品积极
挖掘可专利保护内容，共申报发明专利264项，授权
85项；申报实用新型专利449项，授权421项。

据了解，24家企业通过针对企业专利产品或专利
技术开展专利微导航，有20家企业被新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18家企业通过贯标，6家企业成为全市高成
长型中小企业重点培育企业，5家企业认定为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4家企业认定为全市“一企一技术”研
发中心，3家企业认定为工程实验室，2家企业被认定
为全市重点实验室，3家企业纳入全市重点实验室储
备库。

东营专利微导航

助力企业创新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近日从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了解到，截至2020年底，东营市百岁老人达97人，比
2019年增加26人，最长者为107岁。

从区域分布看，广饶县有29人，占比29 . 9%，其
次是垦利区26人，占比26 . 8%；从城乡分布看，农村
8 5人，占比8 7 . 6%；从性别看，女性8 3人，占比
85 . 6%。百岁老人数量的增加，是东营市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的体现。

目前，东营市百岁老人享受省、市、县三级长寿
补贴，省市两级每人每月各200元，县区100元至600元
不等，这样每名百岁老人每年将领取到6000元至12000

元的长寿补贴金。党和政府的关怀提高了百岁老人的
生活水平，增强了老年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东营百岁老人达97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刘同升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在提升企业职

工技能方面的助推功能，积极落实“六稳”“六保”
任务，垦利区充分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职工职业技
能提升补贴惠企利民政策，助力企业职工提升岗位技
能，稳定就业。截至2021年1月，垦利区已审核通过
3157人，补贴金额537 . 05万元。

据了解，垦利区将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申领条件由
企业在职职工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36个月及以上放宽
至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及以上，政策延长至
2021年12月31日。自2021年1月1日起，符合条件的企
业在职职工享受技术技能提升补贴每人每个自然年度
不得超过3次，同一职业（工种）同一等级不可重复
享受，同一职业（工种）享受高级别证书补贴的不再
享受低级别证书补贴。

垦利500多万元

技能提升补贴稳就业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崔姗姗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垦利区董集镇赵马村村民王某因村

里修路占地问题，与村委会产生了矛盾。村网格员巴
燕子了解情况后，和工作区矛盾调处中心专职人员一
同与王某沟通。最终，得到了王某的理解和支持，把
矛盾化解在了村网格内。

自2020年东营市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工作
以来，董集镇依托工作区“网格分中心”架构，推动
社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调处中心与网格分中心深度融
合，协同管理，有效提高了专职人民调解员与网格员
的协调联动能力。该镇建立联动化解机制，网格员发
现矛盾纠纷时第一时间深入社区，协同解决矛盾问
题，有效降低了矛盾扩大化、复杂化风险，提高了矛
盾化解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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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调处化解矛盾于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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