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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 兵

3月21日14点，家住德邻苑的60岁李瑞芳
走出小区，步行2分钟，来到世纪花园小区的
公共自行车站点，刷卡取车，往寿光市文化中
心骑去。15分钟后抵达，李瑞芳把车放好，开
始练舞。

每天下午去文化中心学舞，李瑞芳都骑自
行车。她说：“坐公交车得等，骑车随时可以
走。有了公共自行车后，我更喜欢骑车。除了
方便，还不用花钱。”

不断完善的城市公共自行车设施，正在更
新的新能源公交车，还有早已经实现烧气的出
租车……如今在寿光，更多的选择，让低碳出
行成为百姓的自觉行动。

骑车上下班，省钱又环保

“去年3月15日，公共自行车正式启用。
截至今年3月13日，借还车次累计736562次，骑
行时间为162328小时。”寿光市智慧交通服务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徐罡介绍，目前寿光在市区
设置了100个站点，投放了3000辆自行车，每
天平均有2500人次使用。

“以前开车上下班，单程得跑20多分钟，
油价不断攀升，既不经济也不环保。现在，公
共自行车成了我们免费的坐骑，半个小时就能
到家，既经济实用，又锻炼了身体。”寿光市
粮食执法检查大队的吴明福和他的同事，一年
来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

“公交车晚上6点后基本停运了，现在晚
上出去办事就骑着自行车往返。小区门口就有
站点，很方便。”家在鸿基花园的季杰说。

“汽车尾气污染环境，骑车上下班最环
保，每月还能省出二三百元的油钱。”在商务
小区上班的杨光说。

专门的自行车道则让骑行更舒适。目前，

寿光城区专用自行车道路超过100公里。

油改气，差价一半多

“油改气，我们跑出租的很划算。93号汽

油每升约7 . 6元，天然气每方约3 . 7元，差价一
半多。”出租车司机范丽丽说。

“寿光现有的376辆出租车全部实现了油
改气。”寿光市交通局运管处副主任肖军说，
倡导各运输企业绿色出行，寿光的4个出租车
公司，必须使用油气两用的出租车，并明确规
定在城区内以燃气为主。

出租车油改气带来的不仅是运输成本降
低，还有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和城市环境质量
的改善。一辆出租车，以百公里油耗10升算，
一年下来可消耗燃油13 . 23吨，排放43 . 8吨二氧
化碳。若全部使用天然气替代燃油，每年可减
少至少2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并能有效降低空
气中PM2 . 5的产生。

一项统计数据测算，按照2013年年中汽
油、天然气价格水平，出租车使用汽油平均每公
里成本约为0 . 8元，而使用天然气平均每公里约
为0 . 4元。一辆改装后的汽车，只要使用15000公
里即可收回改装成本。这对出租车来说只需3
个月时间，对私家车来说只需1年左右。

肖军透露，寿光下一步计划推行既能用电
又能烧气的出租车，更节能更环保。

低碳出行，不仅是老百姓的事，政府也参
与其中。

2012年，寿光市政府采购178辆电动汽车
作为公务用车，带头践行绿色低碳出行。这些
低速电动轿车，在满载的情况下最高时速可达
60公里，一次充电需要8—10个小时，续航里
程在100公里以上。按一度电0 . 55元计算，行
驶100公里仅花费6元钱的电费。

公交全覆盖，换乘零距离

“你看现在这车多好！干净，漂亮，噪音
小，我差不多每周都坐几次。”正阳路阳光温
泉小区站牌前，68岁的柳玲拿着老年证，坐上
9路新能源公交车，前往女儿家。想起以前老
旧的公交车，老人感慨颇多。

“我们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公众的参与
度，使‘公交优先’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自觉
行动，让人们逐步减少对小汽车的使用和依
赖，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减少城市道路拥
堵。”肖军说。

公共交通是机动车出行中人均占用道路面
积最小的交通方式。相对摩托车、私家车等其
他交通工具，公交车人均燃料消耗也是最少
的。公共交通的推广，可大大减少大气污染。

日前，寿光对90辆农村班线客车进行收
购，新增53辆大型新能源公交车予以替代。同
时，推进客运车辆上档升级，淘汰老旧车辆，
积极发展油耗低、污染小的中、高级客车。

今年1月28日，10辆电汽混合动力新能源
公交车分别在2路、9路城市公交线路上试运
行。家在文化苑小区的张功山称，宽敞舒适大
气，没想到新能源公交车这么上档次。

在4月20日第15届菜博会开幕前，寿光将
再投入60辆新能源公交汽车，公交线路从8条
增至13条。今年底再投放100辆，2015年再投放
100辆，重新规划公交线路15条。到2015年底，
寿光市区将有近300辆新能源汽车运行。

骑公共自行车，坐“烧气”出租，乘新能源公交———

寿光人低碳出行蔚然成风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每平方米太阳能集热器每年可节约标煤
150至180千克，相当于节约450到500度电，减
排二氧化碳300千克、二氧化硫2千克、二氧化
氮2千克、粉尘3千克。”3月20日，在寿光市
玫瑰园小区2号楼楼顶，指着整齐排列的太阳
能吸热管，玫瑰园开发商、潍坊万华置业有限
公司工程部经理李广水对记者说，集中式太阳
能热水系统共投资300万元，为小区7栋建筑共
15个单元全年提供24小时生活热水。

自2014年起，寿光政府投资或以政府投资
为主的公益性建筑、保障性住房，以及单体建
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10万
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小区，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
准。到2015年，当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
达到30%。到2020年，当年绿色建筑占新建建
筑比重超过60%。

可再生能源充分利用

玫瑰园小区楼顶还安装着太阳能蓄电池，
楼顶和门头上的霓虹灯照明，以及小区的路
灯，全部来自太阳能发电。“既节省铺设管道
费用，又达到节能目的。”玫瑰园物业公司经
理王锡梅介绍，小区公共建筑部分应用节能照
明系统，安装声光控开关，做到人走灯灭。公
共照明采用节能灯，耗电量仅为白炽灯的五分
之一，寿命却延长了10倍。

上口镇兴业家园社区，是该镇第一个低
碳、节能、环保的农村社区。该社区采用风光
互补照明系统，实现零耗电、零排放、零污
染。风光互补路灯不需铺设输电线路、开挖路
面埋管。通过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集成系统
供电，白天储存电能，晚上通过智能控制系统
实现供电照明。

“实现绿色建筑的快速发展，既需要充分

发挥政府引导作用，也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
基础性作用。”寿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科教
科科长李长青介绍，寿光支持高星级绿色建筑
发展，引导低星级绿色建筑普及化、规模化发
展。

“十二五”期间，寿光将新增太阳能光热
建筑应用面积150万平方米以上，新增浅层地
热能建筑应用面积40万平方米以上，太阳能光
电建筑一体化应用装机容量达到500千瓦以
上。

高吸碳植物、新型材料

成“主角”
“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树成林，花成

片。”玫瑰园种植体系完整，乔灌草物种丰
富，合理搭配，形成美丽生态景观的同时，也
营造出低碳生态绿化系统。在该小区，可以看
到银杏、垂柳、大叶女贞、白玉兰，还有夹竹
桃、合欢、紫薇、黄杨、石榴等。

“这些都是高吸碳植物。”物业管理人员
孟玉杰说，玫瑰园小区绿化覆盖率37 . 8%。

玉泉苑小区在每条道路边设置绿化带，项
目区内设多个中心绿地，形成点、线、面的全
面绿化。项目建成后，区内绿化覆盖率将达到
37 . 5%，人均公共绿地面积4 . 5平方米。

绿色建筑，更体现在对新型材料的应用
上。

玉泉苑小区被认定为二星级绿色建筑。项
目负责人刘效明说，建设中采用高强度三级钢
材，每平方米只用35公斤。原来采用一二级钢
材，一平方米钢材用量约45公斤。

玉泉苑小区通过外墙保温层、双层中空玻
璃窗、室内供热系统温控等多种手段保证建筑
的室内温度。杭州嘉园小区使用质量轻、强度
高、保温隔热性能好的聚苯板保温，同时采用
单框双层玻璃塑钢门窗。

到2015年，寿光建制镇以上城市规划区新
型墙材应用比例将达到100%。高性能混凝土、
高强钢筋在建筑工程中的用量将分别达到10%
和80%以上。

分户计量培育节约意识

“用多少热收多少费，不再按照面积收费
了。我觉得这样更合理，也能培育大家的节约
意识。”玫瑰园小区住户李敏红说，小区在管
道井内主管处安装热量表，按表计量收费，还
能分室控制温度。

李敏红算了一下，刚过去的这个采暖季，
她家暖气费用每平方米仅18元钱，而集中供暖
则需每平方米24元。李敏红说：“没人在家时
可以关上，平时闲着的卧室也可以不开，这样
能省出一部分费用。”

杭州嘉园小区、兴业家园社区也设置了集
中供热采暖系统，并在各户安装计量仪表及室
温调节装置。

“十二五”期间，寿光所有实行集中供热
的新建建筑和已完成节能改造的既有建筑，全
部实行按用热量计价收费，大型公共建筑全面
完成供热计量改造并实行计量收费。

充分利用自然清洁能源，广泛采用新型材料———

追求绿色建筑，寿光在行动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正在修建的北环路，将产

生23万吨的沥青混凝土、水泥稳定碎石等路面废
料。“在以前，就作为垃圾运走掩埋了。如今，我
们将全部回收再利用。”寿光市公路局局长王永伟
说。

北环路全长32 . 4公里，宽16米。路面可回收部
分为两层，一层是6厘米厚的沥青混凝土面层，一
层是16厘米厚的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整个老路路面
可回收的废料约为11万立方米。

“以前，都是挖掘机安装破碎钻头，直接将路
面沥青混凝土和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打碎，形成大块
废料，难以回收。现在，大型铣刨机为我们回收利
用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寿光公路局副局长赵
永胜说。

3月17日，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德国原装进
口的铣刨机缓缓驶过，留下一道2米宽5 . 5厘米深的
平整浅沟，从上面的传送带里“吐”出的沥青混凝
土碎粒，倾倒在等候的重型卡车上。

“4台这样的铣刨机，10天左右就能把整个北
环路上的路面废料‘吃’完。”赵永胜说，“粉碎
后的沥青混凝土全部运到沥青拌合厂，根据规范要
求进行配合比设计后，掺加一定比例的改性沥青，
利用新型再生设备重新拌和，又可以作为新的沥青
混凝土使用了。”

同样，水泥稳定碎石基层也可全部回收，送到
二灰拌合厂，根据规范要求进行配合比设计，就可
用在新路的碎石基层铺筑上。

赵永胜称，作为公路人，路面废料利用是他们
一直研究的课题。如果把老路沥青混凝土作为垃圾
填埋，往往需要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分
解，严重污染环境。最大限度地回收利用路面废
料，可节省大量的沥青和砂石料资源，为市政道路
改造在低碳环保、节能减排、资源重复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方面，趟出一条新路。

23万吨路面废料

变身修路“宝贝”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19日，2014年寿光市春季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滨海(羊口)经济开发区举行。此
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26个，总投资211 . 3亿元，其
中2014年投资77亿元。

新型工业项目14个，包括投资3亿元的仙霞产
业园项目、投资8亿元的中鸿科技35兆瓦光伏电站
项目、投资6亿元的京九防水年产5万吨非织造布项
目、投资6 . 2亿元的山橡新型材料公司高铁新型专
用材料项目、投资5 . 4亿元的青岛麦克利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基因生物研发科技城项目、投资3亿元的
联盟化工乙撑胺项目(二期)、投资35亿元的英利实
业生物基绿色纤维深加工产业园项目等；现代服务
业项目4个，包括投资12亿元的城投太阳城养老中
心项目、投资6亿元的全福元二期项目、投资38亿
元的城投电子商务产业园项目等；基础设施项目3
个，包括投资6 . 2亿元的寿济路改造项目、投资2亿
元的寿光一中羊口校区项目等；生态环保项目2
个，包括投资6亿元的双王城洰淀湖生态修复工程
二期项目、投资1 . 12亿元的华源秸秆利用公司蔬菜
垃圾及秸秆无害化处理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现代农
业项目2个，包括投资2 . 5亿元的蔬菜产业集团国际
生态农场一期项目、恩源科技中国(寿光)农资产品
电子商务总部基地项目。另有民生事业项目1个。

26个大项目

集中开工奠基

民生22

导读

作为卫生部确定的全国311家县级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之一，寿光中医院改革已进行一年
多。改革取得了哪些进展？是否给患者带来实
惠？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吗？

从“卖药”到“卖技术”

23 综合

“我个人的力量微薄，需要更多人献出爱
心，持续接力，才能让这些贫困家庭走出困
境。”韩传光说，他人有难处，咱得搭把手。

他人有难处，咱得搭把手
——— 记“寿光好人”韩传光

24 视点

第十五届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将以
“绿色、科技、未来”为主题，汇集展示和交流
共享国内外蔬菜产业领域的新技术、新品种、新
成果、新理念。

第十五届寿光菜博会开幕在即———

2000余种蔬菜突出“新特奇优”

寿光玫
瑰园小区楼
顶布满太阳
能建筑一体
化设施。

低碳出行，公共自行车成为不少寿光市民的首选。

部分公交车更换为电汽混合动力新能源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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