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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汽车以35%以上的速度增长，“潍坊产地车”概念显露头角

汽车成潍坊出口新增长点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24日，潍坊市在京广

文化广场举行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集中销
毁和“绿书签”行动系列宣传活动，对非法
出版物进行了集中销毁，并现场派发了“绿
书签”，倡导公众尊重创意、支持正版。

2013年以来，潍坊市文化市场共立案
2030件，移交司法机关25件，判刑32人，办结
率100%。去年，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149418册
(盘)，制售侵权盗版出版物现象明显减少，印
刷企业经营管理明显规范，网络文化环境明
显净化，出版物市场面貌明显改观。

潍坊集中销毁侵权

盗版及非法出版物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高伟仁 报道
本报昌乐讯 “传统的造纸企业是污染

大户，也是耗能大户。”4月29日，山东世纪阳
光纸业集团总经理助理赵国增坦言，如何节
能减排考量着众多造纸企业的责任。记者注
意到，赵国增所在的企业通过上马治污设备，
不但实现了工业废水的循环利用，还从污水
产生的沼气中精制出了可燃气，基本满足了
企业天然气的需求。

据了解，传统的造纸企业由于受原材料、
规模、技术装备等因素制约，生产过程中会产
生大量的工业废水，一度成为人们眼中的“污
染大户”。同时，造纸企业因为生产需要大量
水、电，也被外界称为“耗能大户”。

“我们企业主要是在造纸环节产生中段
废水，存在着一定污染。”赵国增告诉记
者，为此，企业分期投资2亿元上马了日处
理5 . 5万立方米的污水项目，并建立了单独
的污水处理车间，企业废水在经过治理后循
环利用。

值得注意的是，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
不仅通过污水治理实现了工业废水循环利
用，还从污水里“提”出了可燃气。“我们
在污水处理过程中，每天都会产生大量沼
气，以前都是通过燃烧塔燃烧后排入大气
中，一方面污染了环境，也白白浪费了沼气
资源。”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污控车间主
任亓爱田说。

另一方面，该企业上马的另一造纸项目
因生产过程中需要加热循环风干燥涂料，每
天需要近2万立方米的天然气用于燃烧。而此
前，该企业一直通过外购的方式解决用气需
求，不得不承受国内天然气的涨价和曾一度
出现的天然气“气荒”。

于是，这家企业想到了沼气“变身”可燃
气的招数。2012年元旦，企业上马的沼气精制
天然气装置正式投产，通过生物脱硫、脱碳吸
附等工艺环节，将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沼气
提纯，精制成为可燃气，供给企业内部使用。

“目前，我们企业每天能够得到2万立方米可燃
气，夏天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亓爱田告诉
记者，按照目前3 . 66元/立方米的存量天然气
售价计算，一天能节省73200元左右。

此外，该企业污水处理环节时形成的污
泥也派上了用场。企业通过技术改造新上马
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污泥干化处理。目前，
一天能够形成近60吨干料，并将这些干料运
送到企业的热电厂，当做燃料掺杂到煤炭中
焚烧发电。

昌乐一企业工业废水

“提”出可燃气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李 芳 报道
本报诸城讯 5月6日上午，以“启智、

明德”为主题的百尺河初中日记节拉开帷
幕。该日记节自1998年开始，延续至今已有
16年历史。

日记，过去是一种私密文体，也是一种
松散的个人行为，如今，在百尺河初中却成
为一个节日，并已举办12届。百尺河初中以
“日记教学与研究”为特色，打造了“日记
教育”特色品牌，已经形成集日记评选与展
览、征文、主题演讲、专家学者交流、专题
讲座于一体的多元化养成教育体系，也成为
该校语文教学改革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切入
点。

开幕式上，学生代表宣读了来自青岛、
江苏、吉林、山西等地的日记爱好者发来的
贺电，其中有一直致力于爱新觉罗·溥仪个
人日记整理者王庆祥。

据悉，本届日记节从5月6日开始，一直
持续到5月30日，将举办日记专题讲座、优
秀日记展评以及读书演讲比赛等活动。

诸城一初中

举办日记节

□ 本报记者 李 慧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许 昆

汽车出口

1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王宏伟是潍坊检验检疫局机电化矿科的一
名检验员，负责出口货物检验检疫工作，福田、雷
沃、凯马等汽车生产厂商的出口汽车几乎都要经
由他的手检验合格后才能装运。

“几乎天天都到企业去作出口产品检验，只
要我们潍坊汽车能卖到国外，天天去检验，我也
愿意，忙并快乐着嘛！”言语中，王宏伟一脸骄傲。

4月26日，在天津港，北汽福田山东多功能汽
车厂的600台福田风景商务车顺利登上了出口伊
拉克的货轮。

据了解，福田汽车山东多功能汽车厂于2012
年8月正式投产，主要从事商务汽车全系列产品、
小型交叉型MPV乘用车生产。产品立足国内高端
市场，兼顾海外市场。据北汽福田汽车公司商务
汽车事业本部业务总监王朝云介绍，该厂的生产
线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目前已经有来自尼
日利亚、伊拉克、阿联酋、科威特、约旦等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订单。

“福田一季度出口2550辆，差不多占潍坊总
出口量的40%。”王宏伟向记者介绍说。

在寿光的山东凯马汽车制造有限公司，一笔
出口埃塞俄比亚的1000多台轻型载货汽车合同
已经成功签订。该公司国际业务部部长韩云华终

于松了一口气，他告诉记者说：“这笔交易顺利完
成后，必将突破公司每年出口3000台左右汽车的
记录，预示着公司的出口业务良好的发展态势。”

据了解，“潍坊产地车”已顺利出口到非洲、
中南美洲、东南亚、西亚等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
区，其中在非洲市场的占有率达到70%以上。

“潍坊产地车”

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据王朝云介绍，汽车出口量快速增长的背后
是潍坊汽车制造业及相关配套产业的快速发展。

“应该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大型汽车制造
厂商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快速发展，配套产业的
完善也为汽车制造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
间。”王朝云说。

据了解，福田汽车山东多功能汽车厂投产以
来，共计生产52370辆车，其中出口量达10304辆，
占生产量的19 . 68%。至2020年，该厂将在潍坊打造
百万量级乘用车生产基地，形成乘用车100万辆、
发动机130万台规划产能。

“原来有些零部件的生产商，骑着三轮车给

我们送货，随着我们生产规模的扩大，对零部件
需求的不断增多，好多小生产商都在这一两年里
成了小老板。”王朝云说。

同时，韩云华向记者表达了完整的汽车产业
链对汽车整车制造商的重要性。“我们的发动机、
轮胎、刹车片等部件全部都是配套生产厂家的产
品。 应该说，完善的汽车制造产业链，是我们走
向国际市场，面对激烈竞争的巨大支撑。”

目前，潍坊已拥有整车生产企业6家，配套企
业150多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汽车产业链。除福
田多功能汽车、福田奥铃汽车、山东凯马汽车等
一批出口汽车品牌外，山东巨环专用汽车有限公
司、山东正泰希尔专用汽车有限公司等中小微企
业也致力于提升产品质量，发展特种汽车出口。
截至目前，潍坊出口汽车已拓展到10大类100多种
型号，包括各类货车、轻型客车、自卸车、厢式货
车、冷藏车、洒水车、垃圾车等。

做好售后服务

提升“潍坊产地车”品牌

“潍坊汽车出口业绩可喜，但是不可过度乐

观，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颓势
仍旧明显，想要一直保持良性的发展趋势，需要
保持警惕和不断的完善。”潍坊检验检疫局机电
化矿检验科科长赵晓峰说。

据赵晓峰介绍，潍坊汽车的出口量增长快
速，但汽车企业的出口市场过于狭窄，主要集中
在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地的发展中国家，出口
产品种类单一并且处于中低档层面。同时，随着
出口规模的扩大，海外售后服务问题也变得越来
越严峻。

汽车是耐用消费品，要定期保养，一些易损件
还需要厂家提供更换、维修等服务。如何建立既适
合出口企业的自身情况，又符合海外市场特点的
售后服务部门，已成为潍坊汽车出口市场面临的
严峻问题，甚至成为影响汽车出口的“瓶颈”。

凯马汽车公司近十年汽车出口贸易中，苦心
经营海外市场，走了不少弯路，深刻明白海外售
后服务的重要性。

“最初我们是简单出口模式，一卖了之，客户
遇到什么问题都无法与厂家专业技术人员联系，
最终不仅给客户的使用带来了麻烦，还破坏了企
业形象，卖出去的车越多，麻烦就越多，这样一来
就很难建立长期的业务关系。”韩云华说。

有专家表示：“如果在海外建售后维修店，成
本太高，在经济上不划算；如果不建店，当消费者
需要厂家提供服务时求告无门，又将严重影响汽
车的品牌形象及口碑。”

“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加强自主创新，寻找出
口汽车售后服务的最优方式，打造产品质量安全
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全面提升的潍坊汽车品牌，是
潍坊汽车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
当务之急。”赵晓峰认为。

2011年以来，潍坊出口汽车连年以35%以上的速度增长。2013年，潍坊出口
汽车共1296批21132辆，货值19762 . 1万美元，批次、货值同比分别增长47 . 9%和
49 . 2%。截至4月底，潍坊今年已出口汽车6289辆、货值5400 . 3万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30 . 9%和13 . 8%。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4月30日早晨6：30，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生
殖中心主任任春娥走进手术室开始手术。8：00，
她已经完成了7例常规手术。随后的1个小时里，
她又做完2台胚胎移植取卵手术。9:00，任春娥准
时坐在专家门诊，直到14:30，送走最后一个病人，
她才开始吃点东西。接着赶回办公室处理一些事
务，等全部忙完已经19:30了。

“如果我正常吃午饭，耽误点时间，有些病号
当天就赶不回去了。”任春娥说，“我晚一点吃，她
们就可以少在外面住一天。”

任春娥家人常问她：“你这样拼命，到底为
了什么？”

“大家都瞅着我，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怎
么能辜负这份信任？”任春娥回答。

青岛的赵红霞不孕不育，看过几家大医院，
在北京协和医院检查的结果是输卵管不通，还伴
有盆腔积液。专家建议她找任春娥做体外受精手
术。检查时，任春娥发现赵红霞体温37 . 3摄氏度，
低烧已达6年。这种异常引起了任春娥的注意，她
让赵红霞查了血沉，结果血沉40多，根据症状作
结核病检验呈强阳性，最后确诊是结核杆菌引起
的输卵管堵塞。后来，生产后的赵红霞说：“要不
是任主任细心，我还不知道自己患有结核病。”

反复治疗仍不怀孕的，任春娥就邀请全国知
名专家会诊。“病人自己花钱请专家费时费力，还
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我们稍一努力，就能做
到。”

每次出去开会，科室里的医生都带着多份疑
难病例，向专家请教讨论。回来后再把病人约来，
告诉专家讨论后的结果。

在任春娥看来，要想做个好医生，就得有敬
畏之心。有敬畏，才会认真做每一件事。

培养器皿放在冰箱的哪一层更好？同一层
里，是放在靠里面，还是靠外面，还是中间，都会
产生细微的不同。任春娥在反复对比试验中，找
到了最合适的位置。

多少时间内成功取完一颗卵泡，也有明确规
定。如果差五六个小时，卵泡还不成熟，早了抓不
到，晚了卵就跑了。比针尖还小的卵泡，“逼得我
们格外专注”，任春娥说，目前已经达到90%的卵
泡都取得恰到好处。

生殖中心有的大夫的病人治疗后妊娠率低，
她就约谈。为何低？哪里做得不到位？这样，逼着
大夫进步。如今，该生殖中心让病人怀孕的成功
率已走在全国前列。美国梅奥医学院教授、美籍
华人江世文认为，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中心
的质量控制“严谨、到位”。

生殖中心每天有400多位病人，但走廊里井
然有序。卫生间里，哪怕是几块抹布，都洗得干干
净净，挂得整整齐齐。

前段时间，在迎接三级甲等医院评审的日子
里，医院别的科室紧张备战，而生殖中心却按部
就班。“我们不用特地准备，因为我们平时的标准
高于三甲。”任春娥说。

有病人因痛苦而钻牛角尖。昌乐的张敏结婚一
年半，没怀上孩子，求治时觉得药物治疗麻烦，非要
做试管婴儿。“你钱很多吗？”“不多，但做试管婴儿
还是够用的。”“给我3个月时间，把输卵管疏通。如
果怀不上，不用排队我给你做试管婴儿。”2个月后，
在药物治疗下，张敏自然怀孕。

临朐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陪着聋哑儿媳来治
疗。因为路远，来到医院已经中午。“老人家很不容
易，我们照顾照顾她们，行吗？”征求其他病号的意
见后，任春娥优先为老人儿媳诊断。老人有了一个
健康的孙女后，专门跑到医院的楼下等任春娥，送
给她一包新鲜的香椿芽。

好医生不仅技术好，还要对患者贴心。生殖
中心有一项硬性规定：当患者做完手术时，大夫
一定要上前握住病人的手。任春娥说：“这么做一
是对病人的关怀，二是握住患者的手，可以感觉
一下末梢血液循环是否正常。”

今年，任春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我只
是做了普通大夫应该做的事，社会却给了我很高
的荣誉，我会一如既往地帮助更多的病人。”任春
娥说。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中心主任任春娥———

手术后一定要握住病人的手

□谭佃贵 张化德

他曾是一名下岗职工，和当初的68名下岗
兄弟姐妹摸爬滚打了16个春秋后，成了一位年
产值过亿元的集团公司老总，企业从家乡发展
到国外。在艰难的创业历程中，他心里始终装
着员工，想着员工，把员工个人的小事，当做自
己要解决的大事；把感恩社会、奉献社会作为
个人价值的追求。他就是山东省劳动模范、山
东华茂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杨兆华。

从1976年进入原国营临朐县针织厂工作，
到1998年因单位破产下岗，参加工作20多年的
杨兆华当时已是46岁。一天晚上，曾经与他朝
夕相处的68名下岗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大家
的目光都投向了杨兆华：“大哥，我们相信你能

办厂，我们都愿意跟着你干。”一声“大哥”，叫
得杨兆华心里热乎乎的，他决定带领兄弟姐妹
大干一场，开办自己的针织加工厂。

办厂缺少资金，下岗的兄弟姐妹纷纷出钱
出物，亲朋好友也慷慨解囊，20万元的设备款
很快凑齐。杨兆华把自己和三弟家的10间房子
腾了出来，又租了邻居家的两间房屋，针织加
工厂挂牌成立了。

万事开头难。杨兆华拿出大女儿储蓄罐里
的零钱，买了张去北京见客户的车票。他们的
创业精神让一位在北京针织行业的老朋友深
受感动，他给了杨兆华第一批20万元的订单。

旗开得胜，杨兆华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一路
攀登，企业越做越大。2006年，他们成立了山东
华瑞针纺有限公司，后来又创办了山东华一服
饰有限公司。

但天有不测风云，2008年，针织行业受大环
境影响，企业举步维艰。杨兆华认为，职工是企业
的主人，不能因为企业不景气就把职工推回家。
他带领职工先后成立了山东华茂生态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和山东沂峰丹参茶制品有限公司，
不但让职工人人有活干，有饭吃，还吸纳安置了
200多名返乡农民工。2013年，公司在柬埔寨投资
生态农业，搞循环养殖产业。杨兆华被推选为柬
埔寨山东商会会长，柬埔寨首相洪森特意接见了
杨兆华，感谢他对当地所作的贡献。

走进杨兆华带领的公司，很少听到职工叫
他“董事长”或“老总”，还是一口一个“大哥”地
叫着。“没有兄弟姐妹的支持，就没有企业的今
天。”杨兆华把一片爱心洒向职工。在他的企业
里，全体员工都有意外伤害险，每季度作一次
全面体检，符合条件的员工都入了各项保险；

企业建了5000平方米的单身公寓，员工们免费
住宿。企业还设立了托儿所，服务员工的下一
代；每逢节假日，企业便派专车分线分点送接
员工；员工生病了，杨兆华不管多忙都去探望，
并安排专人陪护；员工结婚，他派专车把人送
到家，并送上贺礼；员工家里遇到困难，他都像
对待自家的事一样去解决……

杨兆华深知，企业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
社会的支持。他把奉献社会作为企业发展的追
求。汶川、玉树地震，企业捐款18万元；2012年8月，
当地受台风影响遭受洪灾，企业捐款8万元；政府
修路，企业一次捐出数十万元。近几年，企业还向
学校、敬老院、贫困村等先后捐款50多万元。

近年来，杨兆华先后被授予全国就业与社会
保障先进民营企业家、山东省劳动模范等多项荣
誉称号。

从下岗职工到年产值过亿元的公司老总

杨兆华：在奉献中体验创业快乐

5月8日，任春娥(右一)在病房查房。

□傅汝强 巩向红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诸城市近日获得中央财政

小麦“一喷三防”补助资金527 . 5万元。按
照每亩小麦5元的标准，以物化形式补助到
户，主要用于控制小麦穗期赤霉病、蚜虫等
病虫危害，增强后期防病、防虫、防干热风
等的能力，实现小麦稳产增产。

据了解，补助对象为自愿实施小麦“一
喷三防”的农民或服务组织等。按照谁实
施、补助谁的原则，充分发挥植保、农机等
社会化服务组织和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作用。

诸城获得小麦

“一喷三防”补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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