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张明伟 报道
本报沂南讯 临沂市农业局选派驻沂南县蒲汪镇大王庄

村第一书记驻村以来，培育发展主导产业，引进致富项目，打
造美丽乡村，任职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书记带领群众
和村集体脱了贫致了富。截至目前，为任职村发展累计协调投
入各类资金1200万元，组织实施项目21个。大王庄村已从当初
的省级贫困村，成为拥有蔬菜生产、劳保鞋加工两大产业，村
集体增收过20万元、“五通十有”配套齐全的美丽乡村。

第一书记把抓党建摆在首位，组织了5期果蔬技术培训
班，安排村支部书记和合作社负责人参加了农业部农村致富
带头人培训。培育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建设10个高标准大拱棚
做示范，招商引资278万元，新建了29座冬暖式大棚以及大拱
棚、育苗温室、批发市场、冷藏库。引进发展加工致富项目，建
设800平方米扶贫就业车间1处，产品全部出口欧美市场。关注
民生，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争取67万元的农业综合开发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确保1000亩的“旱涝保收田”。

◆关注农村清洁供暖⑷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陈 磊 李 玲

入冬后，城市逐渐进入取暖季，农村
如何取暖？记者走访了日照市岚山区几个
乡镇，发现农村取暖正呈现“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趋势，取暖模式五花八门，虽
然碳晶板、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生物
质锅炉等清洁能源供暖模式也走进村庄，
但形成稳定的乡村清洁取暖模式，依然有
很长的路要走。

“室内装饰画”是取暖神器

借由国家土地增减挂钩的政策机遇，
岚山区黄墩镇草涧村实施了村庄改造，家
家户户告别了土坯房，住上了楼房。11月7
日，该村退休教师刘汉年热情地把记者迎
进了自家的新房。冬日傍晚的阳光从阳台
洒进客厅，沙发上方，三幅色彩饱满的花
色墙画与客厅装修效果相得益彰。“前年
搬进来，从去年冬天起，我们家取暖全靠
它。”刘汉年手指墙画，笑呵呵地说。

室内装饰画，竟是取暖神器？插上插
头，设定温度，不到一分钟，室温从15 . 4
度跃升到了16 . 8度。站在沙发前，只觉背
后“墙画”正涌来股股暖流。

原来，这就是碳晶电热板。“安装方
便，用起来也简单，不占地还好看，家里
一共安了15片。”刘汉年带着记者挨个房
间看，除了卫生间和厨房，每个房间墙上
都有花色不一的碳晶板。

刘汉年说，有了碳晶板，现在谁家也
不惦记再烧煤炉子取暖了。与煤炉子比，
碳晶取暖高效安全又环保。“现在搬楼房
了，烟熏火燎把房子熏黑了，谁也舍不
得。”草涧村村支部成员刘相成介绍，今
年，全村680户已经全部用上了碳晶板。

碳晶板普及这么广，还有赖于好政
策。刘相成告诉记者，每片碳晶板319元，
材料费加上安装费，村民没掏一分钱。原
来，去年年初，岚山区向省住建厅申请了
农村新能源新技术碳晶取暖试点，借由省
补贴资金，在2016年度先行试点基础上，
2016—2017年供暖季，又在新农村建设水
平和群众需求相对较高的5个村庄，以及6
个乡镇已建成使用的尚未实现清洁能源供
暖的164座中小学、幼儿园、卫生室、敬老

院、便民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进行
了碳晶取暖供暖试点。

目前，岚山区5个试点村和164座公共
服务设施共实现清洁取暖面积21 . 5万㎡，
实施完成施工投资1100万元。

多种清洁取暖方式

亮相乡村
实际上，搬上楼房之后，在碳晶板取

暖之前，草涧村还尝试过地源热泵取暖。
2015年之前，草涧村投入200多万元，打孔
洞100多个，计划通过压缩机对提取的地下
100米深18摄氏度左右的恒温水进行能量转
化，让集中居住区居民都用上地热清洁能
源。

高兴镇中学也曾尝试过地源热泵供
暖，去年起，则替换成了空气源热泵。空
气源热泵，以无处不在的空气中的能量作
为主要动力，通过少量电能驱动压缩机运
转实现能量的转移。较之地源热泵，这种
供暖方式无需钻孔安装地管，无需复杂的
配置和专用机房，显得要更经济一些。
“一个空气源热泵，完全可以保证学校540
㎡的礼堂冬天取暖、夏天纳凉。”高兴镇
中学总务主任李业会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对岚山区农村清
洁采暖来说，目前地源热泵和空气源热泵
大面积使用的可能性不大。除了初期投资
高之外，后期运营中的高电价和高成本也
让很多农村用户望而却步。在岚山区，仅
有一些企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尝试了这两种
取暖方式。

在刘汉年看来，碳晶取暖这种“机动
取暖”方式，对很多村民来说，也仍然
“不便宜”。去年冬天刚用上碳晶板时，
刘汉年做了一个实验。一个月的时间，只
在必要的时候接通电源，开开关关下来，
一个月电费最高时花了569元，这对于农民
来说不是一笔小的开支。

今年冬天，高兴镇中学教学楼主要采
用真空太阳能管来取暖。在此之前，教学
楼还使用过生物质颗粒取暖炉供暖。“比
起烧煤，由秸秆、花生壳、木屑等经过加
工形成的生物质颗粒，燃烧更充分，不会
冒黑烟。”李业会说，但是由于生物颗粒
要比煤炭贵，热值也不如煤炭，最终这种
取暖方式在学校也没有长久。

“清洁型煤+节能炉”作为一种农村
供暖的“过渡方式”，在目前阶段看，似
乎在乡村更易推广。目前日照市已全面取
缔了大烟煤零售市场，限量审批了4家代理

商进行清洁型煤管控配送。但是，记者走
访中了解到，受燃煤燃烧热值等因素制
约，清洁型煤供暖效果还待进一步验证。

乡村“绿色取暖”路还很长

在岚山区住建局分管局长卞永文看
来，农村供暖方式转型改造的同时，还需
对农村住宅进行节能改造，农村清洁供暖
要过的关绝不是“气代煤”“电代煤”的
单纯改变。

一方面，农村住宅用能环境不佳。农
房建设基本由农户或者农村工匠按照传统
方式建设，基本没有采取保温节能措施，
门窗多为普通铝合金或玻璃木框窗户，不
利于节能。采用空调、小太阳电暖气、碳
晶板等形式供暖，较之采取了保温节能措
施的楼房，耗电量高，取暖效果差。

村庄电网也是难题。在碳晶板安装过
程中，出现不少村庄箱变和线路负荷不足
的问题。虽然在此次试点中，日照供电公
司主动对接，对部分农村电网免费进行了
改造，但还有更多村庄的电网亟须升级。

另一方面，热力管网辐射范围小，运
营费较高。岚山虽然农房建设相对集中，
但有相当部分自然村居分散，远离城镇和
相对集中居住区域，搭建热源和管网耗资
巨大，城市集中供暖模式很难在一般农村
地区推广。

卞永文建议，“气代煤”“电代煤”
的转型中，政府还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扶持
政策，如对农村用电用气进行补贴，以进
一步调动农民清洁供暖的积极性。

当前，岚山区住建局计划将黄墩镇中
学秸秆压块取暖锅炉列入燃气锅炉供暖改
造；对黄墩镇草涧村先行试点安装使用的
地源热泵，进一步完善相关扶持政策，作
为与碳晶板、空调等不同采暖方式能效等
指标的对比分析，为推广多模式清洁能源
供暖提供相关经验。

据悉，岚山区住建局将力争在今年年
末，按照“整村改造、试点示范、全面推
动”的原则，在全区20%以上农村村庄实
现清洁能源供暖，对所有新建公共服务设
施，在规划设计和工程建设阶段同步实施
清洁能源供暖工程，确保到2020年底，全
区70%以上的村庄和所有公共服务设施全
部实现冬季清洁能源供暖。

取暖方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尚无稳定清洁取暖模式———

乡村“绿色取暖”路还很长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赵帅 于景振 报道
本报禹城讯 日前，被德州列入“三航培植计划”的禹城

山东伟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项目转化与投产期间，先后两
次获得禹城农商行提供的技术改造资金4900万元，其与浙江
大学、国外顶级设备供应商的长期合作及研究进展顺利，企业
持续保持食品防腐剂企业龙头地位，并打开了生物型食品防
腐剂国际市场。

今年以来，禹城各金融机构响应上级“增强联动、提升
服务、创立品牌”主题年活动，与辖区内中小微企业做好对
接，选择有代表性、针对性的项目，企业和园区专门组织
“进走访”活动进园区、进企业活动，助力企业解决资金问
题，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仅禹城农商行累计走访企业49家，
新增企业授信8900万元。

禹城金融“增提创”

助力企业动能转换

临沂农业局第一书记：

培育主导产业 建设美丽乡村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林 通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作为一家从事室内设计的公司，进入创新

创业街区不仅得到了房租、物业、财务等多种支持，更重要的
是我们看好未来太白湖新区的发展。”11月7日，在太白湖创新
创业街区内，项领室内设计公司合伙人张志国告诉记者，在创
新创业街区内，公司不仅享受免房租、免物业费用服务，还享
受到免费工商代理、咨询等多方面的服务。

与张志国抱着同样想法的人员并不占少数。截至目前，太
白湖新区创新创业街区已吸纳各类创新创业型公司72家，进
驻街区孵化企业21家，涵括“互联网+”、自动化机械研发、环保
机械研发、智能化机器人、虚拟现实(VR)技术研发和内容制
作、电子商务、文化传媒、互联网教育培训、智慧交通、绿色农
业等多个领域。很多缺乏创办公司经验的技术人才在街区的
帮助下，从种子期开始即得到了全方位的支持。

太白湖创新创业街区位于新区新城发展大厦，是该区引
进的首个孵化器类项目，也是新区倾力打造的创业人才聚集、
创业载体完备、服务体系完善的创新创业载体。

太白湖新区

创新创业街区聚集创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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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辉升 报道
岚山区碑廓镇宋家岭村一户老年安置房里，墙上新安装的碳晶板将让老人过个暖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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