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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包庆淼 徐琳琳 报道
  本报泗水讯 4 月 10 日，位于泗水
县高峪镇双创园的济宁永阳生物质能源
有限公司院内外，车水马龙，来自周
边县市区的大小车辆，排队购买生物
质颗粒。
  “这个生物质颗粒不仅热值高，
而且比烧煤便宜，还很环保。”正在
向货车上装生物质颗粒的新泰市楼德
镇合圣煎饼专业合作社经理刘娜掰着
手指头算起了一笔账：“合作社加工
煎饼，每天用生物质颗粒 3 吨，现在
每吨 900 元，而标准煤每吨 1600 元以
上。若把同热值换算成价格比，每天
可节省近1000 元！”
  济宁永阳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19 年秋，建有生物质颗粒加工
生产线4 条，年产生物质颗粒3 万吨，
可替代标准煤2 . 4 万吨。该公司主要原
料以锯末、树枝、果树废枝、农作物
秸秆等为主，年可消耗县域及周边农
林废弃物 3 万多吨，产品主要应用于
居民秋冬季取暖及企业煤炭替代，产
品供不应求。目前，该公司已与北京
老万锅炉、山东欧亚德炉具等合作，
在泗水推广生物质炉具达8000 台。
  近年来，泗水县立足地理资源优
势，持续加大招引力度，一批新能源产
业项目陆续落地，并建设投产。该县现
有在运风力发电项目1 个，集中式光伏
发电项目5 个，垃圾发电项目1 个，生物
质发电项目1 个，分布式光伏发电7729 户，建成生物
质燃料加工中心3 处，生物质压块燃料加工能力达到
4万吨/年，颗粒燃料加工能力达到3万吨/年。
  同时，该县不断完善秸秆收储保障机制，建立“资
源就地收集、就地加工转化、就地消纳”推广应用模式，
成功创建全省生物质推广应用示范县。目前，全县已形
成集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沼
气发电于一体的新能源综合利用格局，预计年发电量
可达6亿千瓦时，占全县电力总装机的大头，占比已
达82 . 05%。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持续提升济宁城市美誉度，发掘
优秀音乐创作人才，日前，省音乐家协会、中共济宁市
委宣传部、济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面向全国开展“好
韵济宁”2023原创歌曲创作征集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以“好韵济宁”为主题，征集富含
“济宁元素”的原创歌曲。歌曲要以济宁的人文历史、
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城市风貌、精神内涵等为创作素
材，力求展示孔孟之乡的人文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
美、发展之美以及济宁人的精神之美。活动设一等奖
2名，奖金各5万元；二等奖5名，奖金各2万元；三等奖
10名，奖金各1万元。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朱文渊 许贵斌 报道
　　本报济宁讯 4 月12 日，济宁市举办“治违禁 控
药残 促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专题培训会暨畜禽养
殖规范使用兽药培训会，普及畜产品法律法规知识，提
高养殖从业者的健康养殖水平。
　　培训会邀请专家，就畜产品质量安全形势和责任、
兽药安全使用知识、畜产品质量安全案例分析等方面
进行授课。会上还为2022 年获评“山东省畜产品科普
基地”的济宁三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曲阜尼山蜜蜂生
态园股份有限公司、山东金秋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济宁
安鑫养殖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授牌。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郗鸿志 王苗苗 报道
  本报鱼台讯 近日，鱼台县认真组织开展“亮身
份、亮标准、亮承诺，比作风、比业绩、比贡献，争
当服务标兵”活动，坚持干在一线，倡树优良作风，
激发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热情。
  该县在重点项目一线成立了党支部22 个，通过
强化党员身份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发挥职能
部门作用，协调解决制约项目建设问题56 个。在山
东理工职业学院鱼台高端产业学院项目建设现场，党
员大会开在了一线工地上，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设立
党员先锋岗、签订党员承诺书等形式，配合发改、住
建、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为项目建设开辟“绿色
通道”，保障施工进度。
  组织党员观看《榜样7》，学习优秀共产党员先
进事迹，树立良好作风和维护良好形象。组织开展
“业务我来讲”“青年党员干部先锋行”等宣讲活
动，激励党员立足岗位、比拼争先。各县直部门组建
“党建红”志愿者服务队，聚焦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真抓实干强服务。自今年2月份以来，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先后解决了城区9处小区的供暖保
障、内涝积水等问题，得到了市民群众的充分认可。

“好韵济宁”2023原创歌曲

创作征集活动开展

“三亮三比一争当”

激发党员干事创业热情

济宁举办畜产品

质量安全专题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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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济宁市就业和农民工工作领
导小组发布了 20 2 3 年“为农民工办实事”项目
清单。
  据了解，项目清单涵盖转移就业、返乡创业、职业
培训、权益保障、公共服务等5个方面20 项实事项目。
以“返乡创业质量提升”中的担保贷款提质事项为例，
济宁市将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施力度，符合条件
的新市民纳入创业担保贷款扶持范围，并对返乡创业
农民工等重点群体予以10 万元及以下的个人创业担
保贷款，原则上免除反担保要求。项目清单的执行，
将以更全面的服务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

20 项“为农民工办实事”

项目清单发布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李超 屈昂

  从油渣到针状焦，再到特种石墨和锂电池
等石墨制品……走进加速发展中的嘉祥县碳
材料产业园，令人瞩目的不仅是油渣的华丽变
身，更是一个个充满希望的应用场景和一条条
流金淌银的产业链条。
  “我们生产的保温筒、加热器等石墨制品，
在光伏、锂电、现代建筑等领域都有用武之地，
多元化的链条延伸方向使特碳产业具备了很
强的链条吸附力。”谈到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前
景，嘉祥洪润电碳有限公司总经理赵体洪表
示，特碳产业崛起离不开集群式发展。如今，
该公司生产的石墨制品纯化等级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这种产品质量吸引了5家链条企业补
链入局，集群之势日趋显现。而像这样具备

“磁石效应”的产业核心企业，在园区里和嘉祥

县还有很多家。
  先进碳材料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引领
未来产业革命的关键性材料，可广泛应用于半
导体芯片、高端装备、航天航空、国防军事
等诸多领域。近年来，嘉祥县坚持全产业链
思维谋划推进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发展，高
标准搭建平台赋能产业链条培育，全力靠上
服务，夯实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
  然而，特碳产业对技术研发能力要求
高、中高端人才需求大，资源优势并不显著
的嘉祥县何以隆起特碳产业发展的高地呢？
面对周围很多人的质疑，新近被授予济宁
“人才大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教授徐春明给出了属于他的答案。
  “‘双碳’战略和能源结构调整为特碳
材料的发展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在新的机
遇面前，谁下手早谁就能抢占先机。”徐春
明说，作为嘉祥县特碳产业的又一“龙

头”，山东益大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益大新材”）自 2017 年便与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就针状焦等新技术展开联合研发，去
年，经碳材料领域专家鉴定，该公司研发的“大
规格UHP接头焦生产工艺技术”“高能量密度
负极焦生产工艺技术”“细结构特碳石墨材料
生产工艺技术”等3项科研成果均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
  超前一步布局终于换来了产业发展的先
机。年产19 . 5 万吨针状焦项目正式投产后，益
大新材的针状焦产能跃居全国前列，逐步带动
嘉祥县成为全国优质高性能针状焦生产基地，
而其新近规划实施的特种石墨新材料制造与
加工项目，则重点生产“等静压石墨制品”等新
材料，为洪润电碳、恒圣石墨、新兴电碳等企业
提供了高品质的上游原料，在园区内形成了

“针状焦—特种石墨—石墨制品”的闭环式产
业链生态圈。

  为促进产业实现起步即腾飞的高质量发
展，嘉祥县成立了强有力的产业专班，一手精
心绘制“嘉祥县先进碳材料产业链图谱”，通过
建链、补链、延链、强链，不断聚集链条企业抱
团发展；一手专注于产业对高端人才、科研平
台等要素需求的满足，积极牵线和引导域内企
业与清华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山东大学等高
校建立“政产学研”合作关系，并加紧建设山东
省先进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为产业发展孕
育出了要素齐全、服务周到的优质软环境。
  “当下，我们正抢抓研究院建设机遇，以研
究院为新内核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
才链有机融合。”嘉祥县先进碳材料产业集群
发展专班主任、县科技局局长魏芳表示，嘉祥
县已有20多家企业围绕碳基础材料、高端碳应
用材料、新能源石墨制品、锂电池材料等产业
链以“链”成“群”、聚“力”成“势”，齐心协力打
造北方碳材料产业之都。

嘉祥：年产19 . 5 万吨针状焦项目牵出“针状焦—特种石墨—石墨制品”闭环式产业链生态圈

碳材料龙头企业的“磁石效应”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袁进 赵黎
　
  3 月22 日至25 日，第十届国际残疾人职
业技能竞赛在法国梅斯竞技场举行。济宁
市任城区王俊推拿中心负责人王俊凭借扎
实的按摩技能、娴熟的手法、高超的病理逻
辑分析在大赛按摩项目中获得冠军。
  王俊是曲阜市防山镇王家村人，小时候
因意外受伤，造成视神经萎缩，视力逐渐下
降，最终视力残疾。为了掌握一技之长，不
拖累父母，他在济宁市特殊教育学校刻苦学
习，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毕业后，
他先后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求职、学习，
并不断钻研提升推拿技术。他在南京一家
推拿店打工时，在60 名按摩师中，他的客人
最多。
  2003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俊接待了
无锡宜兴的一名先生，并为他按摩好了腰椎
间盘突出症。这位先生是个好心人，邀请他

到宜兴创业开店，王俊的推拿店在宜兴发展
得顺风顺水，连锁店开了5 家，员工达60 多
人。这些员工大多是盲人，王俊无偿把推拿
技术传授给他们，让他们自立自强。王俊感
慨地说：“爱出者爱返。我在成长路上遇到
了很多好心人，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
励，我也愿意把推拿技术奉献给那些需要帮
助的人。”
  为了回报家乡，2016 年王俊开始在济宁
创业，在济宁城区先后开了两家推拿店，免
费培训200 余名盲人，对愿意留在推拿店工
作的给予高额提成，每人月工资拿到五六千
元或者更多，并为他们购买了保险，解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其中30 多名盲人学成返乡
创业，拥有了自己的按摩店，带动了更多的
盲人就业。
  在济宁市任城区王俊推拿中心一楼按
摩室内，按摩师陈华营一边给顾客按摩，一
边接受记者采访。他今年48岁，是任城区长
沟镇白果树村人。十多年前，由于眼底色素

变性，陈华营的双眼视力严重下降，后来眼
睛只剩下光感，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严重不
便，也不好找工作，家庭生活由此陷入了困
境。陈华营感觉很无助，一度对生活失去了
信心。
  2017 年，双目几近失明的陈华营听说王
俊推拿中心免费培训视力残疾人，而且包吃
住，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盲人按摩
培训班。王俊手把手地教他，他的按摩技术
进步很快。听说陈华营家庭生活困难，王俊
还将陈华营留在推拿中心工作，让他的生活
状况大为改观，人也变得阳光自信了，没事
就爱作个打油诗。2021 年下半年，陈华营

“点钟率”全店第二，王俊还特意奖励他将近
3000元。
  “2021 年，我在开泰花园给儿子买了房，
还花了10多万元给儿子买了车。现在，儿子
天天接送我上下班。”陈华营高兴地介绍：

“月工资最高时有8700 多元，这里还管吃，基
本花不着钱。这生活真是想不到！”陈华营

一家人生活的大变化，受益于王俊。
  因为脑中风，社会上有许多偏瘫患者。
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和经济负担，王俊专门
成立了推拿志愿服务队，带领盲人按摩师免
费义诊。去年3月，他们在任城区启动了“千
次上门免费推拿服务活动”，免费为任城区
金城街道30名脑中风患者上门推拿，平均每
三四天就上门服务一次。有的患者症状明
显好转，他们也获得患者和家属的称赞。
  王俊不断钻研推拿技术，传承、发扬的
“腰椎间盘突出症五步整复疗法”被评为济
宁市任城区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三等奖。
2019 年，他参加了全国第六届残疾人职业技
能大赛，并获得盲人保健按摩项目第一名。
  王俊自强不息，点亮了自己，也照亮了
他人路。他先后获得“中国好人”“全国技术
能手”等称号，去年4月又被中华全国总工会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王俊将这些荣
誉视为动力，更加坚定地带领盲人朋友一起
走向未来，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高峰
   本报通讯员 崔 璇 张明

　　近日，汶上县税务局退休干部王庆习
的事迹总被当地群众挂在嘴边。他燃烧最
美的年华，奉养身患疾病的父母，养育幼
年丧父的侄子侄女，助养耄耋丧女的孤寡
老人，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间至善。
　　百善孝为先。 13 年军旅生涯中，王庆
习无论工作多忙，坚持每月给父母写一封
信，每季给父母买件换季的衣物，逢年过
节给父母邮寄营养品，是部队里有名的
“孝子兵”。 1994 年 10 月，王庆习转业后
被安置到汶上县地税局。为了方便照顾上
了年纪的父母，他放弃在县城工作的好机
会，选择去条件艰苦、但离家较近的偏远
乡镇上班。后来，年过八旬的父亲先后患
上心脏衰竭、慢性肾衰竭尿毒症、冠状动
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疾病。王庆习带着
父亲四处求医问药，尽管几乎花光了家里
的所有积蓄，他总是宽慰老人：“您只管

好好看病，钱的事儿别担心。”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有时王庆习工
作忙，妻子便毫无怨言地承担起照顾老人的
重任，经常独自陪着老人去医院，跑前跑后
办手续、拍片子、做治疗。老人住院期间胃口
不好，她经常回家做老人爱吃的饭菜，再匆
匆忙忙地赶回医院，陪老人一点一点吃完。
她细致入微地照料老人，同病房的病人都羡
慕王爸爸有个“好女儿”。
　　“家之于我，是一份信任、是一份责任、
是幸福的源泉、是疲惫时心灵的港湾。”在王
庆习心中，孝敬父母是人的天性和本能，丧
失这一点就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除了父母，侄子侄女也是他心头的牵
挂。 1998 年，一场变故打乱了王庆习家平
静的日子。哥哥在一次交通事故中意外身
亡，留下一对14 岁的双胞胎儿女，孤苦无
依。王庆习料理好哥哥的后事，主动承担
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他劝慰父母：
“只要有我在，俩孩子一个也耽误不
了！” 

　　生活的拮据让两个孩子萌生了辍学打
工的念头。王庆习知道后鼓励孩子：“你们
俩安心读书，其他的事有我和婶娘呢，不是
你们该担心的。”在他的支持下，两个孩子顺
利完成了学业，侄女在当地找到了工作，侄
子也成家立业，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要与人友善，多帮助有困难的人。”母
亲的教导是王庆习一生的信条。2007 年腊
月二十三，王庆习从父母口中得知，村里86
岁高龄的孤寡老人毕桂珍从闺女家回来了。
原来，毕桂珍老人老伴去世早，她跟随唯一
的女儿艰难度日。屋漏偏逢连夜雨，50多岁
的女儿因病去世，女婿重病在身，外孙残疾，
再也无力赡养老人。内心要强的老人为了
不拖累女婿家，拄着拐杖回到了老家。
　　老人不仅年事已高，而且患有严重的心
脏病、高血压等疾病，独自生活的困难可想
而知。知道这些后，王庆习心里像压上了一
块沉重的大石头，他黯然地念叨着：“老人苦
啊！难啊！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心里的
牵挂让他不由自主地向毕桂珍家走去……

“把老人当成自己的亲人赡养。”当他表露出
这个想法后，妻子只说了一句话：“接过来住
吧。”
　　王庆习家庭的善行义举，很快在乡间传
播开来，感染着越来越多的邻里乡亲。村党
支部书记杨宪林为老人申请慈善救助款500
元，带头为老人捐款200 元，父老乡亲们也纷
纷行动起来，争相伸出援助之手，你一百、他
五十……老人穿上了新衣，吃上了热饭，脸
上终于有了笑容。
　　一次，毕桂珍老人一连几天神志不清，
且大小便失禁、饮食困难，这可急坏了王庆
习。他请假在家、日夜守护，给老人喂药喂
饭、端屎擦尿。一连数月后，老人毕竟年事
已高，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王庆习为老人
操办了丧事，全村男女老少纷纷前来吊唁，
风风光光地送走了老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王庆习用心经营着自己的“小家”，用爱
感染着身边的“大家”，不分远近、没有亲疏，
以实际行动诠释了至善大爱。

点亮自己，照亮他人路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俊身残志坚创业，并将推拿技术免费传授给200余名盲人

退休干部王庆习：养育幼年丧父的侄子侄女，助养耄耋丧女的孤寡老人

凡人善举 传递大爱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马扶坤 报道 
　　本报梁山讯 日前，中稀天马新材料科
技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中稀天马”）自动化
萃取技术取得新突破。“稀土纯度由原来的
99 . 5% 提高到 99 . 9% 至 99 . 9 9% ，产品更加
精益求精，核心竞争力越来越强。”该公司
研发部部长高习贵介绍。 
　　中稀天马拥有稀土废料年处理 3 万吨
的生产能力和工艺，具有国内乃至国际一
流的稀土氧化物生产能力，是北方最大的
钕铁硼废料“城市矿产”综合利用生产基
地，是梁山稀土新材料产业的龙头企业。近
年来，该公司创新研发了钕铁硼氧化料一
体装置和高效密闭优溶提取装置，建立起
智能一体化制备氧化料及提取稀土生产
线，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提档升级水平越来
越高。
　　梁山县本地并无稀土矿产资源。2 0 1 0
年，当地招引国内最早的钕铁硼废料专业
回收稀土资源的生产厂家天马永磁（中稀
天马前身）落地，点燃了稀土产业发展的

“星星之火”。2 0 2 0 年，梁山县建立山东梁
山稀土新材料产业园，以中稀天马为龙头，
又引进南稀金石、烁成新材料等项目，实现
稀土产业“无中生有”，并形成了集稀土氧
化物萃取－金属合金加工－磁材加工为一体
的闭合产业链。2022 年，稀土新材料产业实
现营业收入 73 . 87 亿元，同比增长 61 . 74%。
　　眼下，稀土延链项目山东蒙稀新材料

有限责任公司，年产 3000 吨稀土功能抛光
材料生产项目已部分建成，正在小批量试
生产；壮链项目山东华创稀土新材料有限
公司年产 1100 吨高纯稀土靶材项目正在建
设……稀土新材料产业链还在不断完善。
　　2022 年，梁山县研究出台了支持稀土新材
料产业加快发展十条意见，从用地保障支持、

厂房代建支持、设备投资奖励、贷款贴息支持、
税收奖励政策、引进人才奖励、创新投入奖励、
以商招商奖励、企业上市支持等十个方面给予
大力扶持，促成稀土新材料产业延链成群，助
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结合稀土产业发展的特点和需
求，推进制定专业规划、组建专业队伍、发展

专业园区、对接专业协会、对接专业院校、搞
好重大活动、利用专项政策、组建产业研究
院、筹建产业基金等方面工作，推进构建‘九
个一’发展布局。”梁山县稀土新材料产业服
务中心主任张文平介绍。按照规划，2025 年
前，当地将建成完善的产业链园区，稀土新
材料经济规模达到 300 亿元。

稀土提取纯度达到99 . 99%，产业营收达到73 . 87 亿元

两个数据看梁山稀土之变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缪学振
  邱鹏祥 报道
  近日，鱼台县开展
文旅系列主题活动，推
出骑行游、自驾游和徒
步游三类五条精品旅游
线路，让游客畅享鱼台
之旅。图为骑行爱好者
在鱼台惠河南路骑行，
感受乡村春光。

■孔孟故里孝贤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