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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6月25日，穿过成片的盐田，来到潍坊滨
海（寿光）经济开发区鲁丽木业生态产业园。
这个占地近200万平方米的产业园，一片忙
碌。已经建成及在建的8个现代化标准厂房，
屋顶上的太阳能玻璃板闪着光。

“这是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12亿，全部
利用屋顶和闲置空间，总装机容量100兆瓦，
年实现发电量1 . 26亿度左右，基本可以实现整
个园区用电自给自足。”木业生态产业园项目
办公室主任葛立军说，虽然一次性投资很大，
但长期看效益可观。

不仅光伏发电，木材利用上的吃干榨尽，
锅炉的“零排放”等，都体现出该产业园的生
态特点。“整个园区全部资源实现循环利
用。”葛立军称，凭借此项目，鲁丽集团被列
为山东省循环经济试点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
业。

锯末、树皮物尽其用

鲁丽集团所在的寿光侯镇老工业园区地方
拥挤，设备也已经落后，借助潍坊突破滨海的

机遇，鲁丽木业进行转型升级。2013年9月，
木业生态产业园动工。年产100万立方米原木
加工项目 、 年 产 3 0 万 立 方 米 定向结构 板
（OSB）项目、年产30万立方米集成材等项
目，使用来自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地的国
际最先进生产设备，产品现已开始签约订购。
其中原木加工及烘干、集成材等部分设备已开
始安装，预计年底可以投产。

据介绍，该园所有项目全部投产后，将成
为亚洲最大的木业生态产业园，实现原木进
口、高档板材生产加工和销售一体化。作为业
内最富活力和竞争力的产销及研发基地，鲁丽
木业生态产业园将成为国内现代化木制品行业
的一座新地标。

“从原材料进厂，到加工成为规格板材、
集成材、胶合板、木地板、定向结构板等产
品，所有物料100%实现循环综合利用。连锯
末、树皮等也将实现物尽其用，几乎没有废弃
物。”葛立军说。

废旧钢材成精品

木业是鲁丽集团未来几年的一个重要发力
点。作为公司主业的板材加工和钢铁生产，鲁

丽则注重从内部挖潜，不断提升竞争力。
为实现钢铁资源最大化利用，鲁丽配套建

设了100万吨金属利用项目，采用先进设备，
实现了精品废钢处理由产品化向产业化转变，
使精品废钢、绿色废钢成为节能环保的可再生
资源。

“与其他钢厂以铁矿石为原料不同，该项
目原料主要是废旧钢材，属于国家鼓励的循环
经济范围，产品附加值很高。两期项目全部建
成后将全面提升企业装备水平，实现主导产业
的上档升级和行业性质的跨越转变。”鲁丽铸
锻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汤敬华说。

与此同时，鲁丽钢铁将机械加工作为未来
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在滨海产业园规划以精
密锻件的延伸加工和机械零部件制造为主的机
械加工园。该项目总投资60亿元，建设轴承
厂、曲轴厂、齿轮厂、辊压厂、锻压厂、箱体
厂，采用先进制造工艺，形成自金属冶炼至机
械部件成型加工于一体的整套生产流程，抢占
机械加工制造的新高地。

信息化提升效率

一面实现产品升级，一面注重内部挖潜。

鲁丽采用信息化技术，不断降低成本，提升竞
争力。

实行信息化管理后，仅基础管理规范方
面，基础物料档案从4万余种规范到19042种，
客商档案从3000家规范到2560家，会计科目由
2670种规范至332种。

“原先同一种物料名称不统一、不规范
等 情 况 大 量 存在， 出 入 库计量 单 位 不 一
致。例如改锥、螺丝刀等实质上是一种物
料，但各公司叫法不同，根本没法统计准
确数量，存在重复采购。不同的备件有时
候按‘台’购买，有时候按‘套’出库，
造成物资账实不符。”鲁丽钢铁信息科负
责人李良永说。

“ 2 0 1 2年鲁丽钢铁库存资金 8 000多万
元，2013年下半年库存资金降至5000多万元。
现在的库存已经降低至2500万元。”李良永
说，信息化为公司带来巨大变化。过去一个合
同需要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完成，现在合同提交
后，公司领导在手机上即可审批，几个小时即
可签完。

“在外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只有
练好内功，降低消耗，才能更好地应对挑
战。”汤敬华说。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今年暑假，我会跟马湖波老师在他
的工作室学习音乐。他免费教我，让我拿
起话筒上课，在录音棚里边录边学，课程
结束时录制一张我的个人专辑。这种培训
方法很独特，我很有信心。”6月21日，13
岁的胡敬怡告诉记者，2012年她演唱了马
湖波创作的关于留守儿童的作品《等
爱》，去年在马湖波的原创音乐会上，她
又跟别人一起演唱了马湖波创作的歌曲
《我爱寿光》。

2007年毕业于潍坊学院音乐系后，马
湖波考入潍坊科技学院当教师。2011年
起，马湖波担任学院录音工作室负责人。

说起自己的专业，马湖波笑称，其实
也是无奈的选择。高中时文化课成绩不理
想，但他想考个好一点的大学，于是就选
择了音乐。“我的专业课最差，在视唱练
耳课堂上，老师每次都拿我当标杆，一首
曲子只要我会了，其他同学就不用检查
了。”马湖波说。

读大学时，马湖波做了4年调音师，
后来又自学电脑作曲、编曲。“我有乐理
基础，又自学了电脑音乐，没事就琢磨这
些东西。现在经常逛网络论坛学习，来提
高自己的专业水平，慢慢地开始有突
破。”马湖波说。

参加工作后，马湖波陆续创作了多首
歌曲。2011年，他的《寿光啊寿光》在
2012年“寿光市少儿春晚”上演出，并于
当年荣获“农圣文化奖”三等奖。2012
年，马湖波为寿光电视台栏目《寿光稿》
与《旮旮旯旯》创作了同名主题曲。2013
年，他创作的《我爱寿光》在“寿光市群
众文艺大汇演”中获得一等奖。

2011年8月，潍坊科技学院投资近20万
元，给马湖波配一套录音棚。当年11月，
录音棚正式运营。

据马湖波介绍，歌手在录音棚里，可
以对自己的唱歌技巧、音乐表情能有更清
楚的了解。

李春晓是洛城幼儿园的教师，获得过
2013年寿光市青年歌手大奖赛冠军。

“当时，评委们都夸我，但每次下来
马老师都给我找毛病。到了录音棚一试，
我就知道原因了。我以前都是唱很‘萌’
的歌，在他的指导下，我开始唱比较柔和
的歌曲。通过在录音棚里跟老师沟通交
流，提高了我的演唱实力和水平。”李春
晓说。

2013年，马湖波创作了营里镇镇歌、
羊口镇镇歌、田柳镇镇歌、洛西村村歌、
南洋头村村歌等歌曲，同时为洛城东斟灌

村、侯镇侯三村、田柳镇王高塔寺村等村
歌制作编曲。

去年12月21日，马湖波原创作品音乐
会在寿光音乐厅举办，现场座无虚席。
“虽然时间紧张，各方面协调比较仓促，
但观众反响很好，我就知足了。”马湖波
说。

今年6月，寿光市第一届万人广场舞
大赛决赛举行，马湖波是评委之一。围绕
大赛“舞动快乐、品味幸福”的主题，受
央视春晚作品《倍儿爽》启发，马湖波结
合寿光方言，创作了大赛主题曲《杠恣儿
来》。

“旋律朗朗上口，很适合广场舞的节
奏。”广场舞大赛另一评委张萍告诉记
者。

虽然创作了很多作品，也获得了诸多
荣誉，但马湖波觉得，自己水平还不够
高，创作题材和形式也比较窄。

“近几年，儿童音乐作品很少，大部
分是几十年流传下来的经典。现在的孩子
虽然小，但很时尚，所以儿童作品必须添
加新的元素。下一步，我打算写一批儿童
作品。”马湖波说。

马湖波表示，音乐创作入门时很新
鲜，但真正做起来却很枯燥。音乐是自己
硬学的，没有童子功，学起来很难。高中
时他经常拿个火烧到琴房练琴，通过努力
来补拙。

“任何事情时间长了，都会发现其内
在的底蕴和吸引人的东西。不管以后专职
干什么，业余时间我会一直坚持做音
乐。”马湖波说。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戴玉亮

6月27日，在位于寿光市羊口镇太平东路
的潍坊银鑫老咸菜专供部，院子里摆着上千口
大缸，每个缸里都腌制着羊口老咸菜。

“最好的吃法，是将羊口老咸菜切成细
丝，加葱丝、姜末、青椒、香菜、香油等凉拌，或
直接切条食用。不可用水淘洗，这样才能保持原
味。”银鑫老咸菜专供部总经理李占美说。

羊口位于渤海莱州湾南畔，小清河入海口
处，风景优美，物产丰富。渔业和盐业是羊口
镇的主导产业。

羊口老咸菜大致是这样的来历：羊口人出
海打渔，由于长时间在海上，没有菜吃，于是
就在出海时将蔬菜放在鱼水、虾水中腌制，当
菜下饭。鱼卤咸菜，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羊口
老咸菜。

“家家户户都会腌老咸菜，主要以寿光优质
的两道门芥根为主料，加入纯正羊口鱼肉卤、精
制虾油，经过十多道传统工艺加工。然后装入大
缸，经多年精腌，方才制成。”李占美说。

腌好的老咸菜色泽黑红、油亮，入口后，味
道咸而香脆，回味悠长，是当地餐桌上的调味佳
品和亲朋好友间的馈赠之物。在寿光当地，有

“送烟送酒不如送咸菜”的说法。又因该产品味
道鲜美，价值不菲，现在1公斤咸菜卖60元钱，所
以当地又有“一斤咸菜两斤肉”的美誉。

1500年前的《齐民要术》中，对于如何腌
制芥菜，有详细的记载。这里说的芥菜，就是
寿光及潍坊一带人说的辣疙瘩。腌制好后，就
是当地的辣疙瘩咸菜。

在过去靠吃咸菜窝头度日的年代，当地家
家都有几个大咸菜缸。现在吃着各种大鱼大
肉，人们更加钟情于这鱼卤虾油腌制的爽口老
咸菜。“不咸没滋味儿，就块儿咸菜才下饭。
无论是吃面条、喝稀饭、吃包子，就上老咸
菜，滋味就是不一样。”祖居羊口、现在潍坊
工作的吴岳峰说。

“这传统的美味，不能只在我们自己镇上
藏着，要让大家都尝尝才行。”李占美说，正
是因为这个想法，她在1995年创建了“银鑫”
牌羊口镇老咸菜。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有12个缸，现在
有几千个缸。一定要选最好的虾油和鱼卤，不
掺任何化工原料。时间一定要到，10年就是10
年，早一天我也不拿出来卖。靠的就是传统的
老手艺和始终如一的品质。”李占美说。

羊口老咸菜的做法，可谓工艺复杂。每年
清明节前后，蜢子虾上市的季节，选择上好的
蜢子虾，加入20%的盐，一直晒到中秋节，这
样制成的虾油最好。用这样的虾油，配上新鲜
鱼卤腌制咸菜。腌制的过程中并不是任其自由
发展，而是需要不断进行倒缸，这样才能保证
所有的咸菜腌制均匀。下雨的时候，要把缸盖
起来，不能淋着。

“一年365天，差不多要倒365次。这样腌
出来的咸菜，30块钱1斤不算贵，功夫太值钱
了。”李占美说。

羊口老咸菜还有多种吃法，其中最为独特
的当属包饺子。取适量羊口老咸菜剁碎，配上
新鲜里脊肉，加入少量葱、姜、橄榄油调成
馅，就是别具风味的咸菜馅饺子。这种饺子味
道鲜而不咸，香嫩爽口。另外，老咸菜还可以
制成咸菜肉丝汤、炒咸菜等。蔬菜可做的菜
品，都可换用羊口老咸菜，口感独特。

“现在老咸菜销售情况非常好。我一般一
年出3到4次，出多少卖多少。”李占美说，“我想
与大型企业合作，把羊口老咸菜的品牌打出去，
让全国人民都尝尝我们羊口的好味道。”

据悉，李占美生产的“银鑫”牌老咸菜自
投放市场以来，销量连续多年排名第一，还被
寿光市政府授予标志性“地方名吃”。

木材利用实现“吃干榨尽”，注重生态、绿色；

钢铁生产中采用现代化管理手段，不断降低成本———

鲁丽：低消耗更有竞争力

羊口老咸菜：一斤咸菜两斤肉

■寿光好味道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孝德工程建设是我们村一直稳定的重要原
因。通过孝德建设，提高全体村民的思想道德素
质，村民互相礼让，相安无事。”6月20日，寿光
市化龙镇魏家村党支部书记许希祥说。

魏家村位于寿光西部，民风淳朴。今年60岁的
隋书芹，精心照顾着80多岁的老公公，全家五世同
堂，其乐融融。“孝顺老人是子女的本分，现在我
的孩子对我也很好，都是从小看我们孝顺老人学
的。因为敬老，不仅村里给了我荣誉，而且全村人
都尊敬我，向我学习，村里的风气越来越好。”隋
书芹说。

不仅选出孝德典型，魏家村还建立了四德榜，
村内大喇叭也定期宣传和谐村风建设、孝德工程建
设等。

在魏家村，大小事务都由全村协商解决，极少
有人红脸。“尤其是修铁路占村里的地，几乎全村
人都受影响，为此我们成立了调解委员会，什么事
儿都公平解决。大家对解决方案心服口服，没有一
户上访。”许希祥说。

村民魏洪亭家的地被铁路分成两块儿，耕地、
浇水都非常不方便。“开始确实心里意见比较大，
对补偿的价格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后来村里专门打
井，帮我解决了浇地问题，我很满意。”魏洪亭
说。

由隋元庆和杨继孟负责的调解委员会，主管村
里的财务监督，还有其余的大小事务。

“大事小事，我们能帮的都帮。村里哪家有困
难，我们一定去了解情况，帮忙做工作。修铁路
时，村里80%村民的地都受到影响，我们挨家挨户
做工作，有问题及时解决。打井、改电，解决了村
民的困难，他们自然就没有意见了。”隋元庆说。

正是由于全村注重孝德的氛围，以及调解委员
会耐心细致的工作，魏家村保持着稳定和谐。

“村里还安装了4个摄像头，主要的路口都能
覆盖，大家都很放心。”许希祥说，在铁路修建过
程中，往来打工人员非常多，但由于村内摄像头覆
盖主要路段，加上村民质朴，与前来工作的人员相
处融洽，没有任何安全事故发生。

魏家村还进行了环境整治工作，村内禁止堆放
柴草，村委备有灭火器。“我们村附近不到三里地
就有消防站，村内还有水井可以抽水，一旦有火情
发生，很快就能扑灭。更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
村民都比较重视防火，没有出现过此类事故。”许
希祥说。

走进魏家村，道路干净整洁，许多村民在村头
乘凉，有下棋的，有打牌的，有聊天的。“大家凑
一块儿玩玩，有什么事儿都明白说出来，怎么会闹
矛盾呢。去年村里又修了大广场，晚上一起跳跳
舞，别提多带劲了。”正在乘凉的隋书芹说。

2013年，魏家村被评为寿光市平安建设先进
村。

□ 本报记者 郭继伟

“今年，村里的土地流转了，农活儿不忙了，
年轻人出去打工，年龄大些的没什么事儿，就经常
到广场上看演出队表演，有时候也跟着一块学。”
羊口镇齐庄村党支部书记马清礼告诉记者，齐庄村
分别于2000年、2007年、2009年建设了3处健身广
场，总面积超过6000平方米。

齐庄村最早成立演出队，是妇女主任侯玉玲带
的头儿。“2006年，我们六七个人，农闲时在一块
闲聊。有人提议，平常地里忙完了，咱们就聚到一
起跳舞锻炼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侯玉玲说。

今年38岁的侯玉玲比较爱玩儿，各种活动都踊
跃参加。村里的演出队现在已经发展到30多人了，
其中还有5名男成员，一个唱歌唱戏，其他几个帮
着配乐。

齐庄村为演出队提供场地、服装、音响等，支
持队伍发展壮大。

“村里、镇上分别给我们配了一套音响，每个
成员都配了两套服装，还有舞蹈用的扇子等。村里
还给我们提供了一间办公室，演出设备、器材都放
在里面，平时排练也在这里。”侯玉玲说，现在生
活水平提高了，娱乐活动也越来越多了。

演出队有广场舞、小品、快板、流行歌曲、吕
剧、黄梅戏等多种节目形式。54岁的张如珍爱好黄
梅戏、吕剧，平时自己从网上搜集资料编排节目。
村民马森元则爱好唱京剧和流行歌曲。

“我喜欢学，喜欢唱，没事就练几嗓子。跟大
家伙一起编排、训练，一起表演，我这个农民也登
上舞台，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马森元说。

40岁的刘玉燕，是演出队里广场舞跳得最好的
一个。刘玉燕说：“今年5月份，我们10个姐妹参
加了镇上组织的广场舞大赛。平时也没人教我们，
就是跟着网上的视频自己模仿的。”

村民黄成叶平时吃完晚饭就拿着马扎到广场上
凉快，经常能看到演出队的表演，偶尔自己也跟着
学两步。“有时见不到他们，还怪想的。”黄成叶
说。

除了娱乐、休闲，齐庄人也爱学文化。
马润厂是村里的种棉大户，种着好几百亩棉

花。“现在都讲科学种植了，村里的农村书屋给我
帮了大忙。里面有很多农业方面的书籍，每天都对
老百姓开放。从种植到修剪棉枝再到合理采摘，以
及现在正在进行的打农药灭虫灭草等，都能从书里
找到好方法。”马润厂说。

黄成叶表示，社会发展了，老百姓也要与时俱
进。今年村里土地流转之后，大部分村民不再从事
农业种植，开始转行了。“有的到农场、工厂打
工，有的自己做买卖。这种形势下更需要开阔思
路，掌握信息。村书屋里有15台电脑，我们可以去
读书、学习知识、查阅资料，很方便。”黄成叶
说。

2013年，齐庄村被评为寿光市文化建设先进
村。

齐庄村：

娱乐学习两不误

魏家村：

孝德为先村和谐

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巡巡礼礼

马湖波：录音棚里教歌手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6月24日，寿光国民体质测试车开进洛城街道东

斟灌村，为村民做国民体质测试。据介绍，这台测试
车是专门定制的，价值200多万元。

国民体质测试车开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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