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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室外温度已零下。在阳
信县河流镇史家围子村赵会英的家
中，59岁的赵会英正在编绳子(工艺
品的辅料)。今年家里新换了生物质
专用炉具，屋内温度接近1 8摄氏
度。得益于政府补贴，村民只要花
1000块钱，就能享受一个清洁的取
暖季。

自2017年10月实施生物质清洁
取暖以来，阳信县累计完成生物质
清洁取暖改造4 . 7万户。加上之前
“煤改气”“煤改电”改造的用
户，在这个冬季，半数以上的农户
取暖不烧煤。两年时间，阳信县摸
索出一条低碳环保、生态循环、集
约惠民的清洁取暖新路子，实现了
生态环保和民生保障的共赢。

摸着石头过河

让人意外的是，阳信县2017年
还是全省唯一一个尚未实现集中供
暖的县。同时，阳信县还处于京津
冀“2+ 2 6”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
市。既要呵护白云蓝天，又要保障
百姓冬季保暖，对于这样一个财政
欠发达县，很是两难。

实施生物质清洁取暖前，阳信
县在推行“煤改气”“煤改电”等

工作中，存在气源不足、群众负担
重等实际问题，特别是冬季用气高
峰，全县居民用气缺口较大。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阳信县政
府将目光锁定在生物质取暖上。作
为中国鸭梨之乡、全国畜牧百强
县、全国优质麦生产基地县、中国
古典家具文化产业基地，阳信县每
年产生大量的秸秆、树枝、锯末、
畜禽粪污等。这些都曾是让人头疼
的废弃物，却也是得天独厚的生物
质资源。

“10万亩梨园年可剪枝5万吨，
55万亩耕地年可产秸秆80万吨，木
器加工企业年可供应锯末10万吨，
年存栏27万头肉牛可产生鲜牛粪150

多万吨。”阳信县生物质取暖专班
办公室主任傅志鹏说，“这些资源
如果利用起来，可以解决全县农村
群众的冬季取暖燃料问题。”

整县推进生物质取暖，这在全
国都没有先例。“没有可以借鉴的
经验，政策也不明朗，我们只能自
己摸索。”阳信县副县长张新国说。
起初，百姓对生物质取暖的接受程
度远不如现在。

2017年，阳信县投资700万元成
立了利民生物质能技术有限公司，
承担颗粒燃料生产供应、专用炉具

引进等前期工作。按照群众不同的
需求，竞标选定几档不同价位的炉
具，纳入扶持范围，开展试点推广。

也是在这一年，阳信县对225个
村1000户进行了分散式取暖试点改
造。这1000台生物质炉具起的是示范
推广作用，每个村找几家威望高的
户，给生物质取暖当“代言人”。

“在我们村，我们拉着炉子去广
场上演示，就是让老少爷们亲眼看
看，到底行不行。生物质专用炉的左
边是进料仓，一次性能装满10公斤生
物质燃料。炉子生火时自动进料，燃
烧时长可持续8小时，升温快用料
少。”水落坡镇洼里赵村党支部书记
赵延民说，“一看效果很好，当场
就有不少村民想安装。”

三种取暖方式

老百姓的认可，加速了阳信县
生物质清洁取暖工作的推进。利民
公司开始忙碌起来，一车车树枝、
秸秆被粉碎、烘干后挤压成型。这
样的场景，在阳信县的6处生物质
燃料加工点天天上演。

2018年3月，阳信县成为山东省
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试点县，2000

万元的项目补贴让生物质取暖得以

在全县大面积推广。首先解决的是
生物质燃料加工点的设置问题。生
物质取暖专班人员4天跨3省考察生
物质炉具、生物质颗粒加工设备。
从引进设备到产出颗粒，仅用了15

天时间。
阳信县还委托业内专家，指导

制定了《阳信县生物质清洁取暖总
体规划》：采用生物质燃料+锅炉
机组分布式取暖、生物质燃料+专
用炉具分散式取暖、生物质热电联
产集中供暖三种方式，构建“农户
就地收集、企业就近加工、全域就
地使用”的阳信模式。

河流镇张古风村和牛腾雨村紧
挨着，两个村合建了一个锅炉房，
将其委托给利民公司管理，通过架
在半空的供暖管道，两个村263户实
现了集中供暖。

“基础设施费每户补贴5 0 0 0

元，购买生物质燃料，每家还有
1200元补贴。”河流镇张集工作片
区党总支书记吕增顺说。

这样的锅炉房在阳信县已有23

处，更多的村庄则采用分散式取暖。
据统计，2018年，阳信县改造

2 5 0 3 4户。 2 0 1 9年，改造 5 3 7个村
21286户。经过测算，以单个农户4

间房、120平方米、4个月采暖期为

例，采用生物质取暖，改造成本较
“煤改气”“煤改电”分别降低
38%、3 . 2%，约合5140元、280元；使用
成本可分别降低52%、51%，约合2140

元、2080元，农户负担更轻。2020年，
阳信县计划再改造2万户。

就地变废为宝

随着生物质取暖工作进一步推
进，阳信县诞生了不少专门收秸
秆、树枝的经纪人。“秸秆、树
枝、畜禽粪污，这些废弃物不仅能
换生物质燃料，还能送到加工点卖
钱。原来村里常见的‘三大堆’都
没了踪影。”利民生物质能技术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德波说。

下一步，阳信县将以乡镇为单
位，着力构建回收利用体系，实现
集中收集和就地加工相结合。“收
储加工网点多了，运输距离缩短，
可以进一步减少成本。计划试种一
部分能源草，成功的话成本还能再
降。”傅志鹏说。

“现在还处于政府补贴破局的
阶段，未来还是要走生物质取暖市
场化道路。让老百姓不但要烧得
好，还要烧得起，养成用生物质取
暖的习惯。”张新国说。

阳信县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探索清洁取暖新路———

生物质挑大梁，半数村民取暖不烧煤
农村大众报记者 戎宁 通讯员 王洪磊

两个闺女都已在青岛结婚生
子，自己也花100多万元在黄岛买
了房子，诸城市昌城镇得利斯社区
的郑镇欣原本打算站好社区“两
委”的最后一班岗，就和老伴去青
岛生活。可这个念头时常会被打
消——— 在半夜突然胃疼，去亮着灯
的社区卫生室找小姜的时候，在去
家对面的得利斯热带植物园愣会儿
神的时候……最近一次，是元旦在
家包饺子的时候。

饺子馅

对于调饺子馅，老郑一直很自
信。“百菜白菜最香，诸肉猪肉最
美。”白菜别剁太碎，得利斯的五
花肉打点水，简单码味，便是最好
的酒肴。上次去闺女家露了一手，
馅却调稀了。这次往肉馅里打水的
时候，老伴提醒他，若真搬去青岛
住，以后调饺子馅就别加水了。

就连看电视，老郑也偶尔会眼
睛往下一瞥，忆起往事。他家的第

一台电视机，是1981年买的。14

寸，黑白的，442元。那时候，他
在村里的农机队开拖拉机。日子越
来越富裕，春节前，得利斯集团创
始人、时任农机队队长的郑和平跟
队员们商量，年根各家添个大件，
每人先交一半的钱，剩下的队上
垫，从工资里按月扣。

老郑至今还记得，那天在吕标
公社，买卖双方，笑纹冲着笑纹、
后槽牙对着后槽牙的场面。14台，
是吕标公社一年多的销售量。

老郑这一辈子，一直挺顺。
1984年，村里有了面粉厂，他到厂里
工作，2年后家里买了洗衣机；1986

年，村里的冷藏厂投产，他转到冷藏
厂，7年后花 1 6万元买了小轿车；
1993年，“山东得利斯集团总公司”
成立，他成了骨干。有一阵子，他还
真不知道该再买点啥了。

小猪佩奇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

吗？”在小女儿欣杨5岁那年，得利斯
社区居民郑振东的气话刚说出口，
就意识到自己说错了。已不是他记
忆中小猪满街跑的年代，虽是以猪
肉闻名的社区，家家户户二层小楼
里的孩子们，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猪，
只见得各种电子产品里的小猪佩
奇。于是，在得利斯上班的郑振东，
第二天就把女儿带到单位，让她见
到了动画片中小猪佩奇的原型。

欣杨很小就记得自己出生在
2010年——— 和社区里很多标有“得
利斯上市纪念2010 . 1 . 6”的挂钟同
一年。今年，她10岁了。

1月7日，密密的雨带走雾气，临
近中午化成片片雪花。11点半，欣杨
走出教学楼，才感觉有些冷。好在小
脚丫迈出不足百步，便进了家门。她
知道她所在的昌城镇得利斯小学，
是哥哥的母校，也是爸爸的母校。

郑振东回家的路比女儿远不到
一倍，随后跟进家门。只有他最清
楚，女儿的学校与儿子或是自己上

学时，有着怎样的千差万别。
1976年，郑振东上小学。土墙

堆成的平房，哪会在放学后才感知
天气的变化？教室里摞起一堆堆砖
头，盖上木板便是课桌。水泥抹出一
块黑板，老师每换一根新粉笔，都会
发出刺耳的声音。到1999年，儿子子
杨上学时，校舍已经换成得利斯集
团投资建设的教学楼，黑板和新粉
笔早已“和解”。再到郑振东给欣杨
开家长会时，他的母校又拆除重建
了，教室里也多了些他不知道该咋
用的物件。“教师信息化办公、学生
信息化受教”的幼儿园和小学，由得
利斯集团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

那盏灯

若不是接送问题，得利斯社区
卫生室门诊部主任姜凌伟也想过，
让孩子转到得利斯小学。

大多乡村医生是土生土长的本
村娃，姜凌伟却不是。2014年，他
一度成为街坊口中的“新闻人

物”——— 诸城市中医院来的大夫。
那年，得利斯社区卫生室招聘

大夫，姜凌伟来了。他曾在不远处
自家所在的后官庄村干过村医，但
是，“差别太大了”。同是做村
医，他的工资比原来高出一倍多，
保险等其他福利待遇，也比很多同
行高出不少。

可对这位志存高远的80后汉子
来说，打动他的远远不止这份工资。

进口血糖仪、心电图机……姜
凌伟守卫的这块基层医疗阵地上，
能调用的“武器”太多了，都是
“超标”配置的。

1月7日夜里1点半，姜凌伟接
诊一名上呼吸道感染患者；凌晨5

点半，他又接诊一名高血压患者。
“多的时候，夜间会接诊四五名患
者。”姜凌伟蹙了蹙眉，“还是要
继续加强慢性病防治宣传。”

在得利斯社区，不管多晚，大家
都知道，卫生室的那盏灯，不会熄
灭。而亮起社区每一栋小楼的，是让

“辛辛苦苦几十年，没攒下粮食也没
挣着钱，光棍子拉起一个连”的西老
庄村，因其改名的得利斯集团。

“振兴乡村，需要相当大的资
金投入。钱从哪里来？依靠自己的
力量建设自己的家园，才更具有幸
福感、自豪感、成就感。从成立得利
斯公司开始，我们就将企业、村庄和
村民三者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
坚定走‘村企共建，相生共荣，融合
发展，齐创美好’的发展之路。”
从父亲郑和平手中接过接力棒，得
利斯集团董事长郑思敏深知，自己
也是得利斯社区的一员。

老郑的纠结：
其实不想走

农村大众报记者 王闯

农村大众报济南讯 （记者魏新
美）在1月15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
会上，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宁波介绍称，2019年全省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9569 . 6万人和1298 . 8万人，医保参保
率达到95 . 2%，较2018年提高1 . 2个百
分点；全省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基金
总支出1425 . 8亿元，同比增长8 . 8%。

全省医疗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政府补助标准由490

元提高到不低于520元；大病保险筹资
标准由66元提高到81元。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报销比例达到70%左右；降低
并统一了大病保险起付线，最低段报

销比例由50%提高到60%，最高达到
75%。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合并实施，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全
面推开，平均报销比例达到75%左
右。

各类社会困难群体得到有效保
障。苯丙酮酸尿症患者、脑瘫儿童、
孤独症儿童、唇腭裂患者、严重精神
障碍患者等社会困难群体得到了有效
保障，其相关医疗费用和项目经费纳
入医保范围。

另外，全省323 . 2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含重度残疾人）、低保对
象、特困人员等人员参保率由2018年
的96 . 7%提高到99 . 2%。

山东省医保参保率达95 . 2%

在家门口，得利斯社区居民就能干上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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