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供暖“三变”

　　□ 本报记者 孟令洋

　　天寒最是问暖时，供暖是冬季民生大
事，凝结着民生之盼。今年供暖季有哪些
新变化？供暖服务是否能跟得上？11月24
日，记者来到枣庄市市中区、山亭区，进
企业、访居民、听民声，实地感受供暖季
的温度。

变“智”：

键盘一敲，自动调整管网

　　市中区宇和小区李珂家中暖意融融，
富贵竹叶子翠绿，生机勃勃。“暖气挺足
的，在家只穿单衣就够了。”李珂拿出温
度计，显示室内温度23摄氏度。
　　寒冬来临，温暖过冬，离不开供暖人
的默默工作。在枣庄市中区热力有限公司
AI智能供热调度指挥中心，调度中心副主
任朱轶紧盯着屏幕，不时眉头紧皱，正在
处理一地供热站二级管网异常情况。
　　“9：50，二级管网停止运行，5分钟
内二网压力流失。”朱轶轻轻一敲鼠标，
供热站现场视频就调出来了。仔细浏览
后，朱轶判断供热站内二级管网需要补
水。随即一敲键盘，二级管网开始补水，
“预计1小时补水完毕，恢复正常。”
　　“目前，对供热区域内200余个人工运
行管理的二级换热站进行了全方位的自动
控制、无人值守和远程调控智能升级。”

看着逐步恢复正常的供热站，朱轶眉头舒
展，向记者介绍，“键盘一敲，好多问题
就能及时解决。”
  近年来，市中热力将原有只有基础功
能的智慧调度指挥中心升级为“AI智能供
热调度指挥中心”，配备私有云数据中
心，实现供热调节的高时效性、高灵敏
性、高精准性。
　　以室内温度这一重要指标为例，从
2017年起，市中热力开始在200余个直管小
区布设了3556个室温采集点。
　　“换热站运行参数调节从用户室内环
境温度出发。”朱轶说。他随手调出11月
24日10：29安顺社区站运行视频介绍，针
对用热孤岛等用热质量不达标的用户，通
过室温采集器的数据，系统自动调整二网
运行工况，使供热调节更精准，热量分配
更合理，改善冷热不均衡的情况。

变“洁”：

山区居民用上“工业余热”供暖

　　在被群山环绕的山亭区，近年来，城
区供暖采用低温循环水供热模式。“你
看，那个大冷却塔里面24小时不间断冒出
滚滚烟气，烟气余热深度回收后可都是
‘热源’！”山亭区翼云热力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振民指着不远处的冷却塔解释，工
业余热是低品位能源，把它回收利用变成
高品位的供热能源，既可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减少污染物排放，又可提高供热
能力。
　　“清洁化”是新型供暖模式的应有之
义与核心。作为一座工业老城，用好工业

余热是枣庄清洁供暖的有效路径。
  据介绍，以一个供暖季的运行周期来
算，采用工业余热，山亭区可节省38381
吨标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99790吨，
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383吨，减少烟尘排
放量0 . 3 8 吨，减少氮氧化合物排放量
299吨。
　　在翼云热力调度大厅内，大屏幕上实
时显示着供热管网运行数据。“以柴林
小区为例，一总供温43 . 4摄氏度，二总回
温36 . 9摄氏度，二次供温38 . 2摄氏度，二
次回温34 . 5摄氏度……”刘振民说，根据
目前运行情况来看，余热利用集中供暖
工程可满足山亭区36 0万平方米的供暖
需求。
　　尝到余热利用的“甜头”，翼云热力
开始盘算起更大的计划：统筹资金投资1 . 6
亿元实施山亭区蒸汽供热管网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从枣庄鑫能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减
温减压器后接出一根DN600蒸汽管道，沿
各道路敷设管网，沿途开设分支至各工业
用户。
　　这几天，刘振民忙着项目的立项工
作。“项目建成后将极大降低现有生产企
业成本，实现山亭区开发区工业蒸汽供
应。”

变“速”：

管网建设提速，供热服务加速

　　市中区作为枣庄老城区，部分供热主
管网因建设年代较早，管道老化，普遍存
在“跑冒滴漏”现象，特别是2021-2022年
供暖期间出现极寒天气，影响了部分居民

的正常取暖。
　　“今年投资5000万元对市中区自来水
公司、清华园、四十一中等8条老旧一级管
网实施更新改造，单线总长度7680米，涉
及30个换热站。”枣庄市中区热力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国峰介绍，目前已
完成7条。
　　截至目前，市中区合同供热面积1817
万平方米，较上年的1630万平方米增加了
187万平方米，增幅11 . 47%；为城区1 . 5万户
居民解决了期盼已久的集中供热问题。
　　随着城区集中供热面积大幅度增加，
各种供热服务问题接踵而来。市中区首家
“水电气暖信”共享营业厅应运而生，于7
月份正式在枣庄市中区热力服务大厅挂牌
成立。
　　“以往办理水、电、气、暖、信需要
跑多个单位申请，递交多份材料，审批过
程和现场勘查需逐个事项进行咨询、联
系。现在枣庄市中区热力服务大厅可以联
合办理水电气暖信的报装业务，便捷高
效，真是太方便了。”锦绣花城B区二期
项目经理赵慎敏说。
　　枣庄市中区热力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
心副主任牛莹莹说，继实现供热运行调
度、供热服务网络化之后，公司不断将供
热涉及的各项业务优化升级到线上办理，
将暖气报装时限由25天压缩至7天，完成研
发并开通了线上报装和线上过户功能，供
热业务涉及的报装、查询、交费、报修、
报停、过户等全流程服务全部实现了网上
办理，用户足不出户就能办理所有的供热
相关业务。

32022年11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王召群 杨庭栋

总编室传真:(0531)85193500 Email:dbbjzx@126 .com

人民日报报道

济南三涧溪村吸引青年就业创业

在乡村振兴中显身手
　　本报讯 11月27日人民日报一版“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栏
目，刊发通讯《山东济南三涧溪村吸引青年就业创业——— 在乡村
振兴中显身手》。报道称，这些年，200多名年轻人返乡下乡就
业创业，为三涧溪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力量。去年，村
集体资产达到2 . 73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引才用才育才，让返乡下乡青年有机会有舞台。来到三涧溪
村，许多年轻人感觉如鱼得水。90后刘亚楠把三涧溪村官方新媒
体账号运营得风生水起；95后退伍军人李其晓在农创园田园综合
体创业，单次直播销售额逾1 . 3万元……去年，三涧溪村两委完
成换届，村干部平均年龄43岁，其中新当选的5名干部平均年龄
不到35岁，还有两名是大学毕业生。
  提供机制保障，让创业平台吸引人留住人。“咱得着力完善
机制、强化保障，让农村的创业平台吸引人、留住人。”三涧溪
村党委书记高淑贞说。在三涧溪村，产业增长点在哪里，专业合
作社就建在哪里，党组织就延伸到哪里，发挥好党员干部示范引
领作用。如今，村党委下设青年创业、个体私营企业、康养服
务、物业管理、古村旅游5个党支部。
  焕发乡村活力，让更多人才建功立业。三涧溪村根据自身资
源条件，发挥毗邻城区的优势，持续汇聚人才、资金等资源，着
力打造新型产业平台，有序推进田园综合体、工业产业园和旅
游、研学、康养产业，让广袤田野焕发新
活力，让乡村更有吸引力。“如今的三涧
溪，正在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
聚的良性循环。”高淑贞说，“我们将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真心
爱才、悉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
要求，汇聚更多人才资源，扎实推进乡村
振兴。”

寒潮来袭，积极应对
◆菜农茶农各有办法 ◆大小船舶回港避风

　　受强冷空气影响，预计11月28日至30
日，我省将出现强寒潮天气，气温剧烈下
降。针对强寒潮天气可能对交通运输、海
上生产、农业生产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山
东各地提前做好筹备，采取积极应对措
施，减少对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守好“菜篮子”“粮袋子”

  27 日下午，寿光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
李光聚正准备录制应对寒潮节目。除提醒
菜农注意天气变化，关注降温的幅度及时
间，李光聚强调，露天蔬菜如大白菜、萝
卜等要应收尽收。“要注意大棚安全，对
棉被、塑料薄膜、卷帘机、电线做好检
查。大棚进出通道，最好设立缓冲间，预
防冷空气直接进入棚里。”李光聚提醒，
菜农要准备好保温模块，开启补光灯。
  当天，寿光洛城街道东斟灌村菜农孙
振兴检查了自家4座大棚的设施安全，提醒
管理人员暂时不要浇灌。“我们都是新式
大棚，可以抵抗零下20摄氏度，棚内有补
光灯，寒潮来了也不怕。”孙振兴说。
  “两天前，我们就开始准备寒潮雨雪
大风天气的防范工作。”诸城市桃林镇清
水茶园的工人们正拽着一条条黑色遮阴网
奔忙起来，不多时，苍翠的千亩茶园覆盖
上薄薄的“被褥”。茶园四周，绿色的保
温风挡被木桩架起固定。
  此外，玉米秸秆、麦草等都已慢慢运进
场。清水茶园管理负责人苏井金介绍，如果
气温继续降低，工人们将会为茶园行间覆
草，既可减轻冻土深度，又能保持土壤水分。
　　“当前，我省小麦多处于3叶至6叶
期，壮苗面积较大，对低温的抵抗能力较
强，预计本次寒潮降温天气不会对冬小麦
造成大的不利影响。”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作物一部粮食组负责人、研究员鞠正春
表示，若出现受冻麦田，应该在冬季和早
春土壤温度回升时，及时划锄镇压，追施
速效肥料，春季小麦返青后叶面喷施植物
细胞膜稳态剂、芸苔素内酯等生长调节
剂，促进苗情转化，打好丰产基础。

确保交通运输安全畅通

  27日下午，在威海海事局船舶交通管
理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上清晰呈现各类
船舶的相关信息及实时位置，值班人员不
断通过甚高频喊话，向过往船舶通报最新
的天气状况。“截至16时30分，已有53艘
船舶在威海各海区的锚地抛锚避风，且数
量还在持续增加。”值班人员介绍，“预
计大风从28日起影响威海海域，届时避风
船舶会有两三百艘。”
  “综合多方信息后，我们已于27日发
布了海上风险蓝色预警信息，并通过微
信、短信、电话等手段及时向各码头、船
厂、施工单位、港区停靠船舶、锚地船舶
等传达。”威海海事局船舶交通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介绍，海事部门还严格执行“逢
七不开”的禁限航规定，“27日，包括刘

公岛、鸡鸣岛等航线的渡轮在内，威海辖
区陆岛运输航线全部停航。”
  记者从威海市海洋发展局获悉，威海
渔业生产也已于27日下午全面暂停，大小
渔船纷纷就近驶入渔港或近海锚地避风。
目前，威海海事部门已落实24小时应急待
命值班，辖区2艘专业救助船、14艘港口拖
轮处于应急待命状态。
  为切实做好寒潮特殊天气航班保障工
作，我省各机场采取积极措施全力应对。
为实现航班全天候运行，烟台国际机场成
立了“除冰雪委员会”，协同开展冬季除
冰雪工作，实现应急预案分级制订、实时
更新，应急处置现场指挥，应急力量和物
资统一调配，外包车辆、人员专人对接。
  进入秋季以来，烟台国际机场及时对

人员进行了冬季除冰雪保障专项培训，全
面提高应急运行保障能力。此外，为做好
除冰雪设施设备及物资准备，烟台国际机
场立足“设备早检修、物资早储备”，完
成了道面摩擦系数测试车、热风吹雪车、
清扫车、除冰液撒布机、航空器除冰车、
加液车、消防车等车辆检修和保养工作。
同时，烟台国际机场已做好相关设备运行
情况和物资库存消耗的动态掌握，与设备
厂家、供货商建立协调机制，可随时抢修
设备、订购储备保障物资，确保冬季除冰
雪作业全天候不停歇。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毛鑫鑫 
张鹏 陶相银 常青 本报通讯员 江婷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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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于晓波 通讯员 姚波 报道
  11 月 27 日下午，山东足协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U17 女足队
夺得 2022 年第一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U17 组总决赛冠
军。图为比赛中，两队球员正在激烈角逐。

第二届齐鲁杰出人才奖提名奖获奖者华卫琦———

自主创新铸就核心竞争力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位列全球化工50强的万华，是中国唯
一、世界少数拥有异氰酸酯（英文简称
MDI）自主知识产权的化工企业。“自主
创新铸就核心竞争力。只有努力把核心技
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第二届齐鲁杰出人才奖提
名奖获奖者，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裁兼中央研究院院长华卫琦，引
领了MDI制造技术的数次升级换代，突破
了高端精细化工和新材料关键核心技术。

  对普通大众而言，MDI是一个生僻化
学名词。“MDI化学名字叫二苯基甲烷二异
氰酸酯，是一种用途广泛的高分子材料，比
如建筑保温、轻工纺织、汽车家电等领域。”
华卫琦的解读简洁清晰，“可以说，现在每个
中国家庭中都有MDI元素。”
  华卫琦1999年浙江大学化学工程博士
毕业，曾留学美国和日本，后放弃多家跨
国公司的邀请，于2001年加入万华。他带
领团队先后攻克了MDI技术开发最核心的
光气化、缩合和工程化放大等难题，主持
了4次升级换代，其中单套从60万吨提升至
110万吨/年的技术开发具有重大意义。自
此，万华MDI技术领先全球同行，成为名
副其实的全球领军企业。
  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MDI技
术攻关究竟有多难？华卫琦遭遇过“十连

败”：MDI技术升级经过2年多筹备，却遭
遇管道堵塞、反复停产，每停产一次都损
失巨大。面对困难，华卫琦带领团队咬紧
牙关、奋力攻坚，第11次试验终于取得成
功，MDI单套产能由原来的8万吨提升到20
万吨以上。
  “敢想敢干、锲而不舍，没有不可能
的事！”正是秉持这种创新精神，华卫琦
先后主持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工程、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国家国际科技合作计划
项目，以及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等20
余项国家省市重大科技和产业技术专项。
  华卫琦是万华“三顾茅庐”请来的，
他不仅获得了自由施展的巨大空间，而且
坚定了招才、育才、用才、爱才的管理理
念。在他影响下，万华一方面筑巢引凤，
建成了占地2000亩的全球研发中心、海内

外研发中心5个、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基地12
个，并且科研经费上不封顶；一方面高薪
敬才，自主开发新产品盈利后连续5年按净
利润15%提成，现有生产技术改进按一年
内产生效益的20%-30%提取奖金……万华
的研发平台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八方人才，
汇聚起了一支由210余名博士、1800余名硕
士组成的数千人的技术创新团队，一批高
层次人才和高水平学科带头人脱颖而出。
  目前，万华在聚氨酯、石化、精细化
学品三大产业基础上，又进入了电子材
料、电池材料等新兴领域，为长远发展寻
求第二增长曲线。华卫琦表示，他和万华
科研人将继续紧扣国家战略需求加大科研
攻坚，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一以贯之，
为民族复兴和强省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青岛船长刷新

我国跨洋航行历史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袁华强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25日当地时间下午5时49分（北京时间11月
26日凌晨5时49分），青岛籍船长徐京坤驾船穿过位于加勒比海
瓜德罗普岛的终点线，历时16天8小时34分，顺利完成2022年第12
届朗姆路单人跨大西洋帆船赛，成为该项赛事中首位入选，首位
完赛的中国船长，同时也是IMOCA组别顺利完赛的首位亚洲
船长。
　　朗姆路单人跨大西洋帆船赛创办于1978年，每四年一届，比
赛船队从法国圣马洛出发，通过单人不间断方式跨越大西洋，终
点站为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岛，总航程达3543海里。
  在参加本届比赛的138名选手中，有61位是首次入选，徐京
坤就是其中一员。徐京坤出生于青岛，12岁时因意外失去左前
臂，他多次在奥运会、世锦赛中刷新纪录，曾完成过环中国海、
跨大西洋以及环球航行。2017年，他驾驶“青岛梦想号”双体帆
船，历时3年，五跨赤道，航行3 . 4万海里，完成环球航行，创造
中国首次双体帆船环球航行纪录。

□通讯员 王继林 报道
  11月25日，为应对寒潮天气，青州市黄楼街道孙家村农田里，农民正在抢收大白菜。

为了绿满青山

扎根大山14年
  □ 本报记者 王洪涛 曹儒峰 本报通讯员 赵洁

  11月24日，天刚刚亮，李海伟像往常一样，骑着摩托车穿行
在纵横交错的林带路上。
  “老乡，不要点火焚烧秸秆，不要伤着林木啊！”碰到田里
的庄稼人，李海伟一遍遍大声喊着，洪亮的声音在林带间留下阵
阵回声。
  今年40岁的李海伟是新泰市国有太平山林场护林员。2009
年，他从部队转业，放弃了优越的安置机会，毅然选择做一名普
通的林业工人。“咱啥苦都不怕，豁上命也要护好这片山，再添
一片绿！”为了这一句承诺，他以山为家，一干就是14年。
  护林不是轻松的事。不论严冬酷暑、风霜雨雪，每天清晨，
他都坚持巡林。查看树木生长情况，巡查有无盗伐、用火痕迹，
开展管护宣传，制止乱采乱挖……这些都在李海伟的护林清
单上。
  刚到林场时，正赶上搞修路大会战，需要人工背石头、
沙、水泥上山修路，他二话不说，肩上垫块毛巾，一步一步往
上扛，手、肩膀磨破了，起了茧，他从没有抱怨过。35公里防
火路，29处水库、塘坝、集雨窑的建设工地上都留下了李海伟
的汗水。
  看山是个苦差事，李海伟能吃苦不叫苦。早先巡山主要靠双
脚走，他一年要磨烂十几双鞋。林场的防火瞭望台在山顶，上山
时，他一根扁担，一头挑着煎饼、咸菜、水，一头挑着几十斤
炭，一待七天不下山，闷了自己和自己说说话，饿了解开包袱吃
煎饼咸菜，渴了找个泉子喝山水。
  14年，5000多个日夜，他扎根林区，以山为家；14800多亩
的苍翠群山，处处留有他的脚印；73个山头99条山峪，遍地洒
下了他辛勤的汗水……如今，他的头发白了，林场的苗壮了、
树绿了。有人笑他傻，李海伟每次都笑呵呵地说：“为了绿满
青山再苦也值得。”20 2 2年9月，李海伟被评为“山东好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