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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大众报淄博讯 （记者张
超）“这里的每一件丝绸产品都融
入了时尚、科技元素，被做成了文
化创意产品、艺术品和收藏品，多
件作品获得全国丝绸文化创意金
奖。”8月27日上午，在位于周村的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制成
品展厅，记者见识到一场丝绸“千
古秀”。

淄博大染坊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张晓光介绍，这都是公司近
几年开发的新产品，不仅有各种丝
巾、丝绸服装、巾被，还有新颖的
丝绸报纸、织锦书、彩印画。

周村是全国桑蚕丝绸业重要发
源地和古代丝绸之路丝绸的主要货
源地和集散地之一，丝绸文化源远

流长，享有“旱码头”“丝绸之
乡”等美誉。但是，近年来，周村
的丝绸产能萎缩，渐渐失去了往日
的光辉。

大染坊丝绸集团先后投资2亿
元进行技术改造，落后产能淘汰率
达到90%以上，摆脱“以廉争利”
的粗放式生产模式，完善了自主创
新研发机制，每年都有10余项发明
专利问世。他们还与大专院校，知
名家纺企业建立了战略联盟，产品
向终端化、精细化、系列化、品牌
化、时尚化发展，屡获全国设计大
奖、优秀面料大奖，是江北最大的
丝绸印染生产企业，被工信部评为
“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

大染坊丝绸集团的“老树发新

枝”，只是淄博周村区超常规、举
全力促进丝绸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缩影。在周村区举行的“加
快丝绸纺织产业转型提升，促进传
统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中，淄博
飞狮巾被有限公司是提案最多的公
司之一。

“这是一条色织超柔生态感应
毛巾。这条毛巾上的一些彩条采用
了生态感应纱，当汗液、分泌物等
细菌超标时，感应条就会由蓝变
红，用皂液清洗干净就会恢复原
色。”飞狮巾被有限公司展厅内，
公司研发中心主任王盛向“高质量
发展看淄博”大众报业集团融媒体
采访团介绍公司的高科技产品———
生态感应毛巾。一条小小的毛巾

里，注入了新科技、新动能，这是
淄博飞狮巾被有限公司在“专新精
特”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飞奔的缩
影。

2019年，飞狮巾被积极响应周
村区委、区政府关于新旧动能转
换、纺织企业进产业园的总体规
划，整体搬迁进入工业园。本次项
目购置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联
合THEN-TDS中央电脑系统，实现
对整个车间的全面电脑智能化管
控，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居全国前
列。建立了具有国际一流标准的现
代 化实验室， 配 备 美 国 进 口 的
Datacolor 800台式分光光度仪，处
于世界最高端水平。

“我们的巾被产品已经不仅仅

满足于使用，更多地倾向于功能
性。”飞狮巾被有限公司总经理董
中华说，公司始终将产品档次定位
在中高档，以新材料、新工艺、新
技术为出发点，自主研发创新，成
功做出了80支无捻纱、速干纱、中
空棉、天然彩棉、有机棉等绿色环
保功能多样的高端产品。

董中华表示，近两年公司研发
的具有独特的低温远红外线、抑菌
抗菌等功能的生物质石墨烯毛巾和
可直接观察到清洁度的智能生态感
应纱毛巾，更是打破了毛巾行业的
传统认知，引领整个行业由普通实
用性向功能保健型转变。

从过去“没有自主品牌，只能
是地摊货”到现在“别人做不了
的，我们来做”，淄博周村区丝绸
纺织产业向高质量发展大跨步迈
进，积极推动生产制造方式向数字
化、智慧化、精细化转变，实现绿
色制造。

农村大众报莱西讯 （通讯员
魏康 杨晓慧）从农户“单打独
斗”到“企业+合作社+农户”多主
体抱团发展，从单纯农作物种植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6000余家多
种形式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加快
了莱西市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
衔接，让他们成为推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生力军，莱西市农业转型升级
从而展现出勃勃生机。今年3月，
莱西市获评山东省“新六产”示范
县。

“流转土地有了一份收入，腾
出时间外出打工又是一部分收入。

土地有了‘保姆’，投入少了，产
量却上去了，我们也不用再为旱
涝、病虫害担惊受怕。”莱西市院
上镇山口村村民程俊丽说道。

程俊丽所说的“保姆”是院上
镇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2020年1

月，程俊丽将自家2 . 6亩土地托管给
合作社，种植、管理、收获、售卖
全流程托管，自己当起了“甩手掌
柜”，日子反倒越过越红火。

“我们将土地、农资、农机、
人才、技术等要素整合在同一服务
平台上，探索大田托管、标准化种
植的新路径。”院上镇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总干事孙晓至介绍说，
合作社拥有集约化优势，发挥专业
性作用，将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加
以细化，统一测土、统一机播、统
一供种、统一管理、统一机收、统
一销售，所托管的土地种植效率和
效果均大大提高。

如今，院上镇农民专业合作社
联合社在12处镇街共成立100多家分
社，服务周边农户2万余家，平均
可为社员减少投入30%，托管小麦
较周边非社员每亩增产80斤。专业
化、规模化的管理降低物资投入提
高作物产量的同时，也让合作社拥

有了更多的议价权，“通过合作社
统一销售的小麦、玉米、花生比市
场价每斤高出0 . 1元左右，社员每亩
增收近100元。”莱西市农业农村局
农技站站长丁永青介绍，得益于专
业化管理，莱西市耕地面积约105 . 3

万亩，社会化服务土地面积达到
65 . 5万亩（次），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比重达到68 . 78%。

同时，莱西市注重培育农业经
营主体的多元化，立足农业发展趋
势和农民生产经营需求，培育形成
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
场、农资产销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等

多种不同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探索发展了订单作业、生产托
管、综合农事服务、专业技术服
务、产加销一体全产业链服务等多
种服务模式。

截至目前，莱西市各类农民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分别达到3378

家、2108家，示范合作社、家庭农
场分别为228家、218家，共有农产
品加工企业69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105家，青岛市级以上龙头企业60

家，规模化、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在
莱西逐渐形成。

（下转A2版）

农村大众报潍坊讯 （记者任
治安）9月1日上午，第26届鲁台经
贸洽谈会在潍坊两岸交流中心（蓝
海大酒店）开幕。本届鲁台会的主题
是“新战略、新机遇、新局面”，期间将
举行2020海峡两岸农业论坛、海峡两
岸博览会云展览和“开放山东”“智慧
山东”“健康山东”“活力山东”网上路
演以及重点项目签约等活动。展会
将持续至9月4日。

鲁台会是国台办与省级政府共
同主办、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涉
台经贸活动，已成为两岸经贸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山东省持续扩大
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秉持“持之

以恒、与时俱进、不忘初心”的鲁
台会精神，着眼于两岸融合发展，
紧扣两岸发展新趋势，大力创新筹
备模式，加大专业化运作水平。我
省坚定不移地如期举办“云端”鲁
台会，一届主题最靓、规模最大、
功能最炫的云上博览会将引爆两岸
合作新潮流新风尚，进一步搭建两
岸全方位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让
企业足不出户下订单、谈合作，为
两岸企业稳贸易、稳增长作出积极
贡献。

本届鲁台会报名参展企业数量
是去年参展的2 . 2倍，创鲁台会举办
以来参展企业最大规模。

第26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潍坊开幕

>>高质量发展看淄博

落后产能淘汰率超九成，每年获得十多项专利
淄博丝绸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产品融入时尚科技元素

农村大众报枣庄讯 （记者张
超 通讯员孙海锋）分开多年后，
邵伟和李开峰这两个老伙计，如今
又开始搭档了。去年，枣庄市山亭区
引导专业合作社建立农科驿站，作为
该区樱桃种植名人的邵伟，自然就成
了水泉镇农科驿站站长的不二人选。
当了站长后，邵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把技术达人李开峰拉进来帮忙。

“之前我们就合作，他有育苗
技术， 我 有 种 植 技术， 老 搭 档
了。”邵伟说。

一年多的时间，在水泉镇农科
驿站的带动下，两人先后发展樱桃
种植大户20户，种植规模600棵以上
的大户6户，新增大樱桃面积300多
亩。每亩的产量由原来的700公斤增
长到1000—1200公斤，亩产新增收
益8000元左右。

“从砧木引进到品种选择，再
到培植试验，我们示范成功后引领村

民到地头学习参观，既培育出最适宜
最优质的大樱桃苗，还减少了农户盲
目栽植的损失。”说起农科驿站的作
用，农科驿站科技特派员李开峰头头
是道。同时，水泉镇农科驿站还为农
户提供苗木、饼肥、小型农机具等生
产资料，手把手教种植户大樱桃管理
要点及病虫害防控措施。

水泉镇农科驿站的引领示范效
应，只是山亭区让农业专家、科技
特派员等科技人才沉到基层、留在
田间的一个缩影。

今年年初，该区出台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建立由各级党委、政府统
一领导，科技部门具体负责，相关职
能部门配合的科技特派员管理体
制。区财政统筹资金保障区、镇、村
三级科技特派员专项经费补贴(每人
每年5000元)，切实让科技特派员下
得去，蹲得住，安心开展工作。

“以前讲完课得考虑乘车回家
的问题，现在山亭区给解决了住
宿、就餐，还在站点配置了网络，
即使连续几天蹲点指导也没有问
题。”枣庄市派科技特派员安广池
对记者说。

目前，山亭区34个农科驿站全部
按照“五个齐备”(站点齐备、人员齐
备、设备齐备、服务手段齐备、硬件
设施齐备)的高标准建设，能够满足
培训和基本的吃住行条件。

“我们把农科驿站站点全部放
在了一线家庭农场或者合作社里，
就是要把专家跟农民‘捏’在一
起 ， 从 而 让 科 技 转 化 有 了 落 脚
点。”山亭区科技局副局长孙彦华
介绍说。2019年以来，山亭全区农
科驿站开展技术培训4 6场，培训
1280余人。

在通往乡村振兴的路上，专家
和农民黏在一起，有效对接。一年
多的时间，山亭区广泛吸纳安广
池、闫业友等市区农业专家，还积极
培育挖掘连士华、郑双喜、李开峰等
土专家、田秀才，驻站专家已达120

人，先后累计引进新项目70余个，推
广新品种32个，建立科技示范基地21

个，培育农业科技企业16家。

专家下田，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赚
山亭区34家农科驿站把农业人才和农民“捏”到一起，科技转化有了落脚点

邵伟(右)和李开峰又开始搭档了。

“企业+合作社+农户”抱团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莱西6000多家新型经营主体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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