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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素贞 孔杰 报道
本报临沂讯 “这都是打地基时

挖出来的地下水和一部分雨水，其实比
较干净。以前都排进了污水管道，很浪
费。”11月15日上午，在临沂市兰山区恒
大中央广场项目建设现场，工地西北角
斜立着一排手臂粗的管道，管道口正喷
涌着清水。临沂市城管局市政管理科负
责人周建德告诉记者，通过建设“共享
蓝管”，这些施工时挖出来的清水被就
近排到了河道中，进行生态补水，每天
可以节省9000立方米水，相当于6个标
准游泳池的容量。

管道一端连着地基坑底，将地底
涌出的水抽取到地面，另一端连接着
集水池。为了保证水质达到生态补水
的要求，地下水在这里经过沉淀等处理
工序后，再顺着管道一路向南，流入近1
公里外的涑河中。在涑河边的排水口，
周建德拿出一个矿泉水瓶，从排水口处
接了满满一瓶。在阳光下，记者仔细端
详瓶中的清水，很难看到杂质。

多年来，临沂市兰山区老城区的建
筑工地基坑水，直接排入了市政合流管
网，最后进入了城市污水处理厂，造成
污水处理厂进水浓度偏低，运营成本加
大，财政资金浪费。今年以来，临沂市创
新推进建设工地排水管理，聚焦城市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坚持政府主导，企业
参与，推广“共享蓝管”排水模式。由临
沂市城管局牵头，临沂市水务集团投资
建设了“共享蓝管”示范项目，将基坑水
沉淀过滤后，就近排入附近河道水体，
既补充了水体水量，改善水生态环境，
又减少了污水厂进水量，提高了进水浓
度。沿途还可以为园林绿化、环卫洒水、
工业企业用水提供水源，实现了水资源
的综合利用。

恒大中央广场这处“共享蓝管”由
临沂市水务集团投资建设，包含3处沉
砂池、916米管道、增压泵12台，还包括1
处“水鹤”，即竖立在路边从顶部为环卫
车辆补水的管道。这些设施可以将周边
三个项目的基坑降水收集排入涑河，日排水9000立方米。自今
年5月10日运行以来，累计将100万立方米基坑降水排入河道，
减轻了管网和下游污水处理厂运行压力，节约了一大笔污水
处理费和市政管网运营成本。随着附近新的工地开工，这些设
施预计还需运行三年左右，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十分可观。

目前，临沂市城管局还在建设兰山区五里堡片区的“共
享蓝管”项目，建成后每日将约3000立方米的基坑水输送到
附近的热电厂，用作热电厂的冷凝水和供热补水，每天为电
厂节约资金约1万元。而在临沂市人民广场筹备的“共享蓝
管”项目，预计还将发挥供给绿化用水、喷泉用水以及附近
河道生态补水等作用。“随着城市管理水平的逐步提升，更
需要我们用绣花功夫来挖掘城区存量资源，让基坑水这类不
起眼的资源能够发挥作用，为群众办实事。”临沂市城管局党
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孟庆余说，目前，共享蓝管项目正在临沂
市全面铺开，计划到2022年年底前，临沂市将在各县区实现共
享蓝管全覆盖，实现建筑基坑水的资源化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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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车而生、因车而兴。记者带你走进山东这座“汽车城”———

55秒，一辆新车从生产线上开出

□ 本 报 记 者 张晓帆
本报通讯员 梁之磊

11月18日，在位于青岛市即墨区的青
岛汽车产业新城一汽-大众华东基地生产
车间，一列列无人驾驶的小车载着零部
件，沿着地面黄线缓缓行进，在指定工位
停下来，全程不需要人工控制。这是名为
AGV的自动巡航小车，基地里中小型零
部件的运输全部由222台AGV小车来搞
定。

4米高的主焊二工位，一辆车身通过
全自动的机械化运输系统精准送达，12台
轻量化机器人“一拥而上”，挥舞着“手
臂”，焊火飞溅，短短13秒的工夫，就完
成148个焊点。玻璃涂胶工位，机器人
“抓起”一块前挡玻璃，举起，涂胶，再
送到安装工位，只要48秒。

据了解，一汽-大众华东基地是华东
地区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整车生产基地。在
这里，能用机器人的地方，都用上了机器
人，涂装车间拥有138台机器人，焊装车
间机器人数量多达1036台，密密麻麻分布
在 车 间 ， 车 间 宛 如 黄 色 的 “ 钢 铁 森
林”。这里的生产都是以秒为单位的：
每0 . 2秒就有一个螺栓自动拧紧并上传保
存数据；3秒，一块厚重的钢板冲压成
形；55秒，一辆崭新的汽车整车从生产线
上开出……

因车而生、因车而兴。总规划面积93
平方公里的青岛汽车产业新城，已形成
一汽-大众、一汽解放商用车、一汽解放
新能源轻卡、奇瑞四大整车龙头带动，
涵盖底盘系统、汽车电子等核心配套的
千亿级产业集群，2020年，这里整车产能
达52 . 7万辆，本地汽车产业产值达900亿
元。

作为先进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具有
产业链长、技术密集、附加值高、带动作
用强等特点，一个整车制造厂的落地，会

吸引上百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入。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工艺技

术高级主任李劲告诉记者，在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汽车产业已从单一企业的竞争
升级到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的竞争。对于
车企来说，最好的支持就是去打造一个完
整的产业集群，这会带来人才、产业链、供
应链、市场等要素聚集，提高产业效率。

针对车企对产业集群的迫切需求，即
墨区专门成立了汽车产业专业招商事业
部。结合整车企业配套特点，招商人员逐
一分析大众、解放、奇瑞等落户整车企业
的一级供应商，制作汽车产业招商路线
图，按图索骥开展产业链招商，大力引进
亩产效益优质企业。

随着龙头企业的落户，青岛汽车产业
新城成为青岛零部件配套商的福地，零部
件配套“朋友圈”迅速扩大。目前，青岛
汽车产业新城已累计引进涵盖汽车电子、

座椅、排气系统等各环节配套项目200余
个，传统车辆“机箱桥”和新能源汽车
“三电”等关键配套纷纷实现本地化，一
个企业引来多个企业、多个企业抱团成为
产业集群式的产业集聚效应正在显现效
果。

在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车
间，每条生产线平均216秒生产一辆整
车，日产车辆突破1000辆。每天有一千
多台不同类型的车混线生产，涉及的物
料有一百多万个，工人们可能前脚刚给
一台轻卡装上小轮胎，后脚就得安装重
卡轮胎。车间产能的高度释放，与本地
供应商的紧密配套关系很大。目前，在
一汽解放“磁吸效应”下，已吸引配套
企业近百家，零部件本地化采购之后，
成本降低了30%～40%，极大降低了周转
率和物流运输成本。据介绍，为一汽解
放提供仪表板、门板等内外饰件的青岛

新泉汽车饰件有限公司，今年产值预计
达2亿元。

目前，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与汽
车产业正在加速融合，轻量化、电动
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五化
归一车”发展方向已成为业界共识，锂
电汽车、氢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
“下一代汽车+”产业发展十分迅猛。
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招商部部长温延
正说，深耕汽车工业十年的即墨区早已
聚焦这个机遇，积极培育壮大汽车产业
新动能、新业态，抢占新能源汽车这个
“新风口”，把汽车产业做大做强。

在投资32亿元建设的一汽解放新能
源轻卡基地现场，项目方正在紧锣密鼓
地安装调试设备。该项目是一汽解放向
智慧交通运输解决方案转变的重要举
措，项目投产后可年产10万辆新能源卡
车、产值达100亿元，极大提高轻型卡车
的整车装备能力、提升产品技术含量的
同时，抢占新能源市场。

青岛汽车产业新城专门成立新能源
产业部，组建专门团队靶向招商，精准
招引大项目，并建立动力总成及关键零
部件“项目库”，加快新能源集群招
商。目前，青岛汽车产业新城正多方招
商引进电池、电机、电控三电项目，为
一汽解放、奇瑞等本地整车项目做好本
地化配套；计划投资100亿元、年产15万
辆商用车基地项目正在洽谈对接；明年
将再引进一家新能源汽车项目。

聚焦无人驾驶、智能网联等产业前
沿领域，青岛汽车产业新城也正快马加
鞭，与高校院所、产业研究院等合作，
全力打造国内最丰富的自动驾驶商业应
用场景，让“聪
明 ” 的 车 开 上
“智慧”的路。
目前，与武汉理
工大学、华励智
行研究院开展智
能网联系统研发
合作，获批打造
青岛智能网联示
范区。

红苹果，中国种
——— 山农大陈学森团队发明良法培育良种造福果农

□ 本 报 记 者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郭翠华

如何让苹果更红、更好吃、更好卖？经
过近20年潜心研究，山东农业大学陈学森教
授找到了答案。他和团队成员用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55项专利技术，培育独有的苹果新
种质，育成红肉、红皮苹果新品种，发明使
年限缩短多年的苹果育种法，并摸索出配套
技术为新品种推广保驾护航。近年来，这些
成果在山东、陕西等地累计推广513万余
亩，新增经济效益115亿余元。

11月3日上午，喜讯从北京传来，陈学
森主持完成的“苹果优质高效育种技术创建
及新品种培育与应用”荣获2020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这也是他们继2015年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后，第二次摘取国家科学
技术奖。

陈学森与红肉苹果，缘起新疆野苹果。
2004年6月，他指导的博士生何天明在新疆
伊犁野果林进行野杏调查与试验，回到实验

室后忧心忡忡地说：“陈老师，新疆野苹果
正遭到严重破坏，您应该去看一看。”次年
8月，陈学森及团队成员到伊犁野果林实地
考察，他对新疆野苹果中的红肉苹果产生浓
厚的兴趣。

他们采集了样本到实验室检测，结果表
明其类黄酮和有机酸含量明显高于栽培品
种。陈学森就想到：“类黄酮具有抗氧化、
抗肿瘤等功能，能不能把新疆红肉苹果和
‘红富士’苹果杂交，创建新红肉种质？”

很快，苹果杂交品种，在组培室播种培
育第一代（F1）实生苗，并将这些苗子定
植到泰安横岭育种基地。在陈学森的照料
下，基地里80％的实生苗在2年内开花结果
了。在F1代群体中，陈学森筛选到R6R6纯
合基因型的红肉脆肉株系，经过试验检测发
现其果实类黄酮含量是普通苹果的七倍，可
与蓝莓比肩。“这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功能
性苹果种质，实现了红肉、脆肉、高类黄酮
等多个品质性状（基因）的快速聚合。我们
把它命名为CSR6R6。”陈学森介绍。如

今，CSR6R6被保藏进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
究所。团队培育出“幸红”“福红”“美
红”“满红”4个高类黄酮苹果新品种，它
们果肉全红、果皮红亮，吃起来酸甜适口。

在市场上，着色程度是决定果子卖相的
一个关键指标。近年来，行业人员通过芽变
选种对苹果果皮着色等性状进行改良，选育
出一大批苹果红色芽变新品种。对于果树芽
变的分子生物学机制，研究人员并不清楚。
陈学森希望能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陈学森安排学生采集苹果品种“长富
2”及其红色芽变后代“烟富3”及“烟富
3”红色芽变后代“烟富8”有关材料，带回
实验室分析。他们最终发现，转录因子
MdMYB1启动子甲基化水平与果皮花青苷
含量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由此，他们还
发明了基于MdMYB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水
平检测的苹果红色芽变早期分子鉴定技术，
先后选育出“龙富”“元富红”等苹果新品
种，使果实着色、风味等性状得到了有效改
良。现在，这些品种已成为果农的主栽品

种。
陈学森和团队成员每选育一个苹果新品

种，都会摸索合适的栽培管理方法，用良种
良法造福果农。山东龙口市诸由观镇冷王村
的一条龙果品专业合作社就是受益者。

2014年，龙口一条龙果品专业合作社
200多亩果园里的苹果树不少被雨水淹死，
总经理王恩琪向陈学森“求救”：“果园里
种了20多年的苹果树了，新种的小苹果苗会
因重茬障碍长不好，怎么办？”对此，陈学
森和团队成员毛志泉教授当即给他支招：
“用我们的重茬障碍绿色防控技术就能根
治，也就是冬前开沟、捡除残根、穴施菌肥
（发酵流体）、葱树混作。”原来他们在研
究中早已明确镰孢菌属是引起我国苹果重茬
障碍的主要病原菌，而大葱分泌物就是该菌
的“克星”。

“我们将研发更多高水平接地气成果，
转化为农业发展新亮点，转化为农民的经济
效益。”对于未来，陈学森依然干劲十足。

济南黄河国际

会展中心加紧施工
□记者 刘飞跃 报道
11月24日，位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崔

寨片区的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正在加紧施工。
目前，会展中心北侧六个标准馆已基本完成，南
侧六个标准馆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配套酒店等
建筑主体结构也已封顶。

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总建筑面积约100万平
方米，净展面积51万平方米。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梁之磊 报道
近日，一汽-大众华东基地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检验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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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部署2022年住户调查

大样本轮换工作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按照住户调查每5年进行一次轮换的制度

设计要求，国家统计局定于2022年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换
工作。省政府办公厅近日下发《关于开展住户调查大样本轮
换工作的通知》，对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住户调查是一项重要的民生调查工作，按照住户调查制
度设计要求，每5年进行一次大样本轮换是保证住户调查样本
代表性、确保数据质量的重要举措。通过大样本轮换，将为住
户调查抽选出符合精度设计要求，代表性较好，能够稳定使用
5年，最大程度兼顾国家、省、市、县各层级数据需求的样本。

国家统计局山东调查总队将负责组织实施全省住户调查
样本轮换工作。各市县级国家调查队和相关县级统计局具体
负责辖区内的样本框信息核实、调查小区落实、住宅名录表编
制、摸底调查、住户样本抽选、调查户落实等现场抽样工作。

青岛：预约养老床位

登录“养老地图”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11月24日讯 今天，青岛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

会，发布了“青岛养老地图”，以便老年人准确快速地寻找
到符合自身需求、安全可靠、方便可及的养老服务资源，同
时有效化解部分养老机构“一床难求”与“床位闲置”并存
的结构性矛盾。

“青岛养老地图”采用微信小程序开发，用户登录后即可
直观地查阅青岛全市养老机构和镇街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
心的相关信息，并可直接预约入住养老机构床位或签约家庭
养老床位。为了促进养老服务市场更加公开透明，接受社会各
界和广大群众的监督，青岛市民政局还在养老地图上公布了
10个区（市）的养老服务热线，方便广大群众咨询反馈问题。

聊城开发区农村改厕

实现智能管护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张同耀 商景迪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聊城开发区蒋官屯街道任庄村村民

任庆鹤看到自家厕所化粪池满了，便拿出手机扫描户厕信息
上的二维码，填写好自家厕所编号，报抽信息便传送到了聊
城开发区农村卫生厕所智能管护平台。不多会儿，负责该片
区粪污抽取工作人员韩义民就来到任庆鹤家，将化粪池清理
干净。

为让农村改厕成果真正惠及农家，聊城开发区建立长效
管护机制，不仅搭建了全区智能管护信息系统，对管护工作
进行全程跟踪、追溯，还创新综合利用模式，实现了无害化
粪污处理，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由
第三方机构全面承担厕具维修、粪液清运等农村改厕后续管
护工作。

截至目前，聊城开发区累计投资1000余万元，建设了1个
互联网智能管护平台、7个改厕管护服务站、2个生物发酵中转
站和1个粪污集中处理站，粪液日最大处理能力可达2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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