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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鹏 吴兆旭）7月
14日，在山东鑫瑜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运
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虚拟电厂平台
实时监测各项数据。这座投入运营不
久的“云端电厂”是我市首座市场化运
营的虚拟电厂，标志着我市在构建新型
电力系统领域取得了新进展，也为迎峰
度夏保供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座“云端电厂”聚合了高唐县光
明工模具制造等多家企业的可调节负
荷资源，总容量达 102.38 兆瓦，可调节
能力 8.225 兆瓦。目前，该虚拟电厂平
台已实现与电网调度系统全景联动，具

备参与电力现货市场交易资质，今夏首
次承担迎峰度夏保供任务。“顾名思义，
虚拟电厂不是真实的电厂，而是通过能
源互联技术将电网当中大量散落的可
调负荷整合起来，如对分布式风电、光
伏及大量用户的可调负荷进行集中调
配，实现削峰填谷、能源互联、保障电网
安全运行。”该公司总经理王哲介绍。

“我们为虚拟电厂设了专属‘项目
长’，对其运行进行监测，解读最新市场
政策，高效协同内部专业部门，快速响
应服务诉求，为虚拟电厂建设运营全流
程提供‘一口对外’的高效优质服务。”

国网聊城供电公司营销部负荷管理专
责岳于先介绍。

据预测，今年聊城电网夏季峰值
负荷或将突破新高，传统电网扩容周
期长，而虚拟电厂能快速释放调节潜
力，以当前接入的 8 兆瓦可调负荷计
算，相当于瞬时减少 3000 户居民同时
用电的供电压力，能有效缓解局部区
域重过载风险。“虚拟电厂的作用主要
有两点：一是企业用户可以通过虚拟
电厂赚取一定的容量补贴和调整生产
性负荷产生的电价价差收益；二是企
业可以更好地避开电网负荷高峰时

段，在电网低谷和平段进行生产，有利
于降低电网在高峰负荷时段的压力。”
国网聊城供电公司调控中心副主任周
海全表示。

目前，国网聊城供电公司正联合政
府部门积极引导工业可调负荷、分布式
光伏、电动汽车充电桩、用户侧储能等
多元主体接入虚拟电厂，推动虚拟电厂
高质量、规模化发展。在今年夏季高温
时段，虚拟电厂将精准引导企业错峰生
产，在守护民生用电的同时，支撑工业
经济稳定运行，持续为聊城高质量发展
注入绿色动能。

我市首座“云端电厂”投入运营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白鹤）7月14日，聊城海关工作人员顶着
炎炎烈日来到冠县出口水果包装厂，为当日申报出口鲜梨开展现场查验。目
前，该批次300吨鲜梨已到达青岛港，将陆续发往西欧、泰国、马来西亚等8个
国家和地区。这是我市鸭梨今年的首次出口。

冠县鲜梨果形端正、皮薄肉厚、汁水丰盈、富含多种维生素与微量元素，深
受国内外客户的喜爱。近年来，在聊城海关的大力帮扶下，冠县已累计注册出
口果园及包装厂40余家，年出口鲜梨突破10000吨，出口市场覆盖欧盟、东南
亚、非洲等20余个地区。

为促进我市优势特色农产品扩大出口，聊城海关为鲜梨开辟“绿色通道”，
实施“预约查验”“随报随检”等便利化措施，持续压缩通关时间，保障出口鲜梨
品质。下一步，聊城海关将继续加大对特色农产品产业的扶持力度，帮助更多
农产品企业完善管理体系，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加值，不断助力乡村振
兴，让更多特色农食产品走向世界。

今年我市首批鸭梨新鲜出口

7月15日，山东宏远金属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微通道铝扁管。该公司紧
紧抓住汽车轻量化的发展机遇，加力产品研发。采用铝代铜和二氧化碳替代
氟利昂等技术后，每吨扁管可实现降碳7.8吨。近年来，聊城市不断完善绿色
制造体系，推广节能低碳技术装备，加大资源综合利用力度，工业绿色低碳发
展取得积极成效。 ■ 本报记者 王凯 闫振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索马里护航时，他直面海盗，用热
血震慑敌人；脱下军装，他化作公益救
援的先锋，续写当代青年的使命担当。
他就是特战救援队总队长秦一杰。

10余年来，全国各地组建起310支
以退役军人为主力的特战救援队伍。
他们始终冲锋在山洪、塌方、水灾、地震
等灾害救援一线，成为我国公益性民间
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

覆盖全国的救援“铁军”

6月下旬，贵州省榕江县遭遇强降
雨，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灾情发生后，聊城特战救援队55名
队员紧急集合，赶赴救援一线。

“2011年12月，我们建立了特战之
家QQ群。当时暗下决心，不管遇到什
么困难，我们这些退伍军人都要迎难而
上，特战救援队由此诞生，誓要打造一
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救援队。”
秦一杰说。

曾服役于海军特种部队蛟龙突击
队的秦一杰，退役后没有选择安逸的生
活，而是回到家乡成立了特战救援队。
他凭借着在部队积累的经验和人脉，四
处奔走，招募志同道合的伙伴。14年时
间里，他致力于在全国组建救援力量，

目前队伍已达 310 支，正式队员超 3 万
人。

2013年雅安地震救援，2014年鲁甸
地震救援，2017 年九寨沟地震救援，
2017年岳阳山洪救援，2018年青州塌方
救援，2019年寿光水灾救援，2019年湖
南醴陵水灾救援，2020年赴湖北进行防

疫消杀，2021年河南水灾救援……秦一
杰和队友参与数十次大型自然灾害救
援任务，参加数百次人道主义救援及局
域救援。

索马里海域的惊魂时刻

秦一杰就曾是一名蛟龙突击队

员。服役期间，秦一杰曾两次赴索马里
执行护航行动，完成40余次驱离海盗任
务。

秦一杰回忆，护航编队先后遭遇当
年冬季最强的寒潮南下、苏门答腊风
暴、斯里兰卡低压气旋。“海上的台风非
常可怕，大家都把自己绑在床上，不然
瞬间就会飞出去。”秦一杰说，编队为此
3次调整航线，连续大风浪高速航行220
小时，终于按时与第三批护航编队会
合。

索马里海域，这片充满危机与挑战
的海域，见证了秦一杰的英勇与担当。
在一次护航任务中，我国商船遭遇海
盗，情况万分危急。当秦一杰与队员飞
临海盗小艇上空时，被眼前的景象震
惊：整个海面上密密麻麻散布着120余
艘海盗船。他们遭遇了一支规模庞大
的海盗群。

当海盗船靠近我国商船时，对讲机
里传来了上级“对海盗进行驱离”的指
令。秦一杰和战友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
对着海盗船队中心点发射了信号弹、爆震
弹，再用舱门机枪进行警戒扫射。一时
间，海面上火光冲天，枪声大作。海盗
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措手不及，纷
纷四散而逃。经过一小时的紧张战斗，
秦一杰和战友们驱离了海盗，成功保护
了我国商船的安全。 （下转第8版）

救援尖兵的铁血担当
——记特战救援队总队长秦一杰

本报讯（记者 张洁 通讯员 赵凯） 进入第三季度，我市通过系列惠企
政策与精准服务，全方位做好企业服务保障工作，各重点企业发展势头良
好，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处处涌动着提速争先的奋进热潮。

7月15日，位于高唐经济开发区的山东奈伦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一片繁忙景象。新建设的无菌冷灌装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批批合格产品
顺利下线、装车，发往国内外市场。智能化、标准化生产成为该企业应对市
场竞争的有力武器，更支撑其可持续发展。“公司新增一条全新智能化生产
线，使产能提高了40%。截至目前，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8月份。经营数
据显示，上半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5%左右，提升显著。”该公司总经理朱鹏
说。

我市各企业铆足干劲赶订单、扩产能，以只争朝夕的饱满状态，全力以
赴投入到生产、订单交付和产能拓展的火热实践中，让产业根基更实、增长
动能更足，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作为集研发、生产、销售、服
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端大豆蛋白系列产品生产企业，山东国宏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聚焦核心业务升级，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针对不同应用，改善产品功
能特性，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产品。企业不仅在传统的凝胶、肉制品方面具备
行业领先的研发能力，还积极拓展保健品、特医食品、功能性食品、方便食品
等新型高端应用领域，实现产品产能和质量双提升，市场订单量同比增长
15%。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 4.5 亿元，目前订单充足，运营稳定。2025
年，公司将重点推进‘高端大豆蛋白产业化’二期项目建设，确保2026年5月
完成调试并投入试生产。同时，新上污水处理提升、废气综合利用、有机肥
原料产业化等项目，全面优化提升非转基因大豆绿色精深加工产业链。”山
东国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志勇介绍。

为助力企业全力攻坚三季度目标，我市打好要素保障、高效帮办“组合
拳”，积极协调解决企业在原材料供应、物流运输、资金周转等方面遇到的
难题，确保企业生产链条顺畅。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加
大技术改造投入，引入先进设备和生产工艺，提升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同时，践行“一线工作法”“脚底板工作法”，探索实行“企业入格、网格入企”
管理模式，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坚实保障。

奋战三季度 拼出新业绩

聊城工业生产加力提速

秦一杰在洪灾救援一线（资料图）

■ 本报记者 王培源 白文斌 李泽丰

7 月的鲁西平原，夏粮归仓，秋粮
正绿。7月10日，早就把今年的新麦交
付给种子企业的莘县王奉镇前耿楼村
种粮大户刘考举，望着自家的田地满
心欢喜。今年种子企业与他签下订
单，小麦收获后就被高于市场价回收，
用于良种繁育。

“种的是好品种，不愁销路，价格还
高，这沙土地真成了‘金土地’。经农业
专家实地测产，小麦单产达到每亩
610.64 公斤。”刘考举所说的这个数字
不仅创下历史新高，更是原本“抓一把
沙土簌簌漏”的贫瘠土地变成企业争抢
的良种繁育基地的有力证明。

如今，聊城黄河故道正上演着震
撼人心的蜕变：曾经“风吹沙起白茫
茫”的贫瘠沙地，通过良种、良技、良
法、良机的集成发力，化作“田成方、林
成网、渠相通”的“黄金粮仓”。聊城人
民书写着黄淮海地区生态治理与粮食
安全的典范答卷。

破局之困：
沙土地里的“生存密码”

沙，曾是聊城的痼疾。聊城境内
的沙土主要来自黄河沉沙。古书有

载：黄河斗水，泥居其七。历史上黄河
曾在聊城 6 次改道，淤积、沉淀了大量
泥沙，形成了岗、坡、洼相间的沙化土
地，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生存环
境极差。“关上门、闭上窗，不误晚上喝
泥汤”“一天二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
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这片被聊城人称为“漏风土”的沙
壤地，也曾因土壤贫瘠、漏水漏肥而被
当作粮食种植的“禁区”：土壤有机质
含量仅 0.9%，水渗透率达 90%以上，浅
层地下水苦咸难用，小麦亩产长期仅
在四五百斤徘徊。

数据也印证着治理的紧迫性。根
据第六次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数
据，2019 年聊城市沙化土地近 250 万
亩，荒漠化土地约 210 万亩，是黄河下
游沙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度形成

“无风沙飞扬，五谷皆不长，风来不见
天，灾难降人间”的困境。

王奉镇地处黄河故道，土地沙化
严重，保水保肥能力差，被当地人称为

“沙窝窝”。“40 多年前，我们这里随处
可见流动沙丘。每年春天，风一吹就是
漫天黄沙，粮食亩产只有一两百斤。”王
奉镇前耿楼村党支部书记刘子中回忆，

“种一茬庄稼，光浇水就得十几遍，肥料
随水跑，苗长得跟豆芽菜似的。”

位于黄河下游的冠县，地处冀鲁交
界处，因历史上黄河数次改道，土地沙化
严重，故道区曾沙丘遍野，风沙化土地面
积达21.5万亩，风、沙、旱、涝、碱“五害”
并存，经济基础薄弱。

“大风刮起不见家，庄稼一年种几
茬，十年九年被沙压”，曾是冠县沙区
群众生产生活场景的真实写照。长期
以来，沙化土地治理难题影响着黄河
故道区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
发展。

如何让“沙窝窝”长出“金疙瘩”？
聊城用三代人“以树围田、防风固沙，挖
水渠、引水源，秸秆还田、培肥地力”的
生动实践，蹚出了一条“生态筑基、科技
赋能、产业融合”的综合治理之路。

系统治理：
一套组合拳的精准发力

作为聊城市沙化土地面积较大的
区域，莘县将沙化土地治理作为保障
粮食安全的“硬任务”，已完成6万亩沙
土地的系统治理。“这些治理后的沙土
地，近三年亩均增产高达 300 至 400
斤。”莘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研
究员李哲介绍。增产的背后是一套

“组合拳”的精准发力。
“沙土地要变良田，先得让土‘攥

住劲’。”李哲捧起改良后的土壤，团粒
结构清晰可见，“过去抓一把土就散，
现在能捏成团。”

“变沙为壤”的秘诀，源于持续推
广的秸秆还田技术：每年秋收后，玉米
秸秆被粉碎还田，经微生物发酵转化
为腐植酸有机肥，十年间土壤有机质
含量跃升至1.4%，高的地块达1.7%，为
高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这就相当于给
沙土加了‘海绵层’，保水保肥能力提
升40%以上。”李哲解释。

针对沙土地“漏水漏肥”顽疾，高
唐县清平镇于庄村农机手刘海峰演示
了一项“土发明”：为播种机加装开沟
器，将滴灌带浅埋 2 厘米土层，彻底解
决了地面滴灌带易被风吹损的难题。

这项“浅埋滴灌”技术让于庄村村
民肖燕云的麦田每亩节水 50%、增产
20%，还因省去垄沟扩大了 10%种植面
积。如今，聊城正在沙化土地里全力普
及水肥一体化技术，节水50%至60%，节
肥30%以上。

地力提升、水肥跟上，还要有适应
沙土地的良种。为此，莘县积极引导育
种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加快攻关步
伐，选育出的“鑫麦 296”等品种，为沙
土地持续增产注入了核心动能。

（下转第8版）

昔日沙海变身“黄金粮仓”
——聊城250万亩沙化土地上演绿色逆袭

新华社北京7月16日电 7月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就尼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
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布哈里
亲属、向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

习近平指出，布哈里前总统是尼日利亚重要领导人，
致力于探索符合尼日利亚国情的发展道路，为国家团结进

步作出卓越贡献，在国际社会享有威望。他生前坚持对华
友好，积极促进中尼友谊和中非友好合作。他的逝世是尼
日利亚人民的巨大损失，中国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
中方高度重视中尼关系发展，愿同尼方一道，推动两国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习近平就尼日利亚前总统布哈里逝世
向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致唁电

稳中向好 韧性凸显
——从半年报看中国经济形与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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