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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高一资”能源消耗型产业，到“吃干榨净”绿色循环产业

科技创新驱动，菱花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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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讨会开到车间里
科技创新接地气见实效

3月18日，济宁市梁山县菱
花工业园味精发酵车间内，菱
花集团生态产业研究院院长杨
玉岭、副院长满德恩正和技术
人员开生产现场技术研讨会，
这次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发酵过
程中使用吞沫机后的提取收率
效率问题。

24日，在菱花集团总部会议
室，满德恩聊起使用吞沫机前
后的变化。“没用吞沫机之前，
我们通过消泡剂来消除泡沫，
消泡剂的使用量带来两个问
题，一是增加了后续的处理成
本，二是消泡剂产生副作用。技
术人员通过实地调研后，联合
北京一家机构研发出‘吞沫
机’，投入使用后取得不错的效
果，初步估算仅消泡剂一项就
能节约成本50%左右，而且更加
绿色环保。”

菱花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保安一直强调科学发展，永
无止境。空间层面的横向的均
衡发展与时间层面的纵向的持
续发展是构成现代企业竞争力
的两大支点。也正因为如此，集
团将“依靠科技创新驱动 实
施工农商大循环”作为发展理
念。

生产现场技术研讨会是集
团保持多年的传统，也是依靠
科技创新驱动的直观体现。不
仅如此，在集团提出的“5个转
变”指导思想中，将硬投入向软
开发转变列为第一位。

“硬投入向软开发转变，
就是通过技术创新的力量挖
潜能，提高单位生产设备的产
量。”菱花生态产业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技术革新
和流程自动化检测等手段，使
提取收率提高2- 3个百分点，
这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创收
6 0元-7 0元，这是由硬投入向
软开发转变带来的红利。

从氨基酸绿色制造技术，
到工农业循环发展技术，再到
废水阶梯利用技术和余热综
合利用技术，菱花集团将科技
创新作为立身之本，一次次取
得关键技术的突破，先后承担

“十三五”绿色制造系统集成
项、国家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
项等科技攻关计划项目100度
项，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以及
行业标准29项目。尤其是氨基
酸植物营养液的开发应用等
填补了国内空白，将工业废弃
物转化为有机肥、水溶肥、生
物菌肥、叶面肥、植物营养液
等系列氨基酸肥料，解决氨基
酸废液难以治理的问题。

“神奇的黑水”变身有机肥
科技让副产品“变废为宝”

在梁山县馆驿镇的菱花生
态农场，48岁的李道福正来回走
动，查看秧苗的长势。作为馆驿
镇红星村村民，李道福现在的
身份是菱花集团梁山农场的职
工。在菱花生态农场内，每隔一
段距离就会看到一个大约7米
高的大罐，上面写着“氨基酸植
物营养液”，里面的液体通过一
根根细管连接到秧苗的下面，
给植物直接输送有机肥。

“这是一个神奇的‘黑水’，
里面含有18种氨基酸，实现了变
废为宝、循环利用。”济宁市农

业农村局原土壤肥料工作站站
长李纯玉表示，这18种氨基酸是
优质和不可多得的营养液，因
为原料是粮食，提取的都是对
作物有益的物质，还能够改良
土壤，“因为黄河泛滥的历史原
因，梁山县这一带有一部分农
田属于盐碱地，营养液可以把
酸性值调到一个合理的范围
内，对土壤的改良起到重要的
中和作用，可谓一举两得。”李
纯玉说，这种方式完全可以复
制推广到例如金乡、嘉祥等地，
改良土壤，生产高附加值的水
果等农作物。

秸秆的妥善处理，一直是
困扰农民的大问题。在菱花畜
牧科技有限公司梁山养殖场
内，386头鲁西黄牛和580只济宁
青山羊，正悠闲地嚼着青贮秸
秆饲料。它们每天能消耗4000多
斤青贮秸秆，配着豆饼和玉米
等其他饲料一起饲养，让秸秆
变废为宝，而养殖产生的粪便
则“堆肥还田”，实现了秸秆的
优化处理。“通过这种方式养殖
的鲁西黄牛和青山羊，肉质非
常好，还实现了绿色养殖。”菱
花畜牧科技有限公司兽医师姜
继坤说，目前菱花畜牧科技有
限公司还成立了鲁西黄牛种牛
保护计划，对鲁西黄牛进行系
统保护。

这种“循环经济+现代农
业”的菱花模式，得到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的认可。2019年12
月1日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菱
花模式”发布会在济宁举行，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专家
发布“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菱花
模式”课题研究成果报告。课题
组认为菱花集团以绿色循环发
展、技术创新为引领 ,以开发味
精发酵废液为氨基酸有机肥
料、饲料为手段 ,与农业生产全
过程深度融合 ,构建工农生产
一体绿色循环产业链 ,形成了
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双赢的良好格局。

菱花集团在融合发展的道
路上创造的“菱花模式”，就是
运用高新技术的力量，改造传
统产业，将工农业废弃物转化
为氨基酸生物有机肥、饲料，推
动现代农业发展，构建“农业种
植——— 生物发酵——— 生物副产
品——— 农业种植、养殖——— 生
态工农业观光”的循环经济产
业链，形成了工农业自然循环、

工农商良性互动的区域循环经
济新模式。实施“种、养、加、销、
观”一体化发展，让资源干干净
净来、香香甜甜用、清清洁洁
去。

没有钱不可怕
最怕没有人才

科技创新和市场创新，是
菱花集团腾飞的关键。科技创
新最重要的是人才，菱花集团
董事长江保安表示，没有钱不
可怕，没有项目不可怕，最怕的
是没有人才，没有技术。

为解决人才的问题，菱花
集团实施人才工程，加大招才
引智、智能化应用，优化一线职
工、技术人员、销售人员“三支”
队伍，其中一线职工700人、技术
人员800人，销售人员900人，形
成“7:8:9”的结构比例。

菱花集团一直高度重视
技术人才梯队建设，并出台人
才激励措施，培养新时代的技
术工人。一线职工考取相应初
级技术等级证书，可享受科室
主任待遇；考取相应中级技
术等级证书，可享受车间主
任待遇；考取相应高级等级
证书，可享受副总经理待遇。
目前集团已有 3 0 0 多名一线
职工考取相应的技术等级证
书，享受到与企业共成长的
硕果。

依托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等高层次创新平台，集团承担
国家级重点科研项目，引进博
士后科研课题，并联合培养一
批撑起菱花科技事业的技术人
才。

为进一步加大人才培养，
菱花集团与济南大学实施校
企联合办学，共建生物技术专
业；与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等高
校院所共建食品检测与研发
中心，在人才培养、健康食品
开发等方面紧密合作，为企业
发展提供了技术与人才支撑。

“科技领先、创新驱动”，
“市场先行、品牌支撑”。4 1年
来，菱花集团始终坚持科技和
市场两大战略发展方向，依靠
科技创新驱动。实施工农商大
循环，加快建设“1113”工程，着
力打造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循环经济型、低碳导向型生
态企业，夯实百年菱花基业。

从“两高一资”的能源
消耗型产业，到现在“吃干
榨净”的绿色循环产业，以
生产调味品而著称的济宁
菱花集团，凭借科技创新
完成华丽的转身。以“创建
百年品牌、塑造百年菱花”
为目标的菱花集团，运用
科技和市场的巨大力量，
按照“循环经济+现代农
业”的发展定位，实施“种、
养、加、销、观”一体化发
展，让资源干干净净来、香
香甜甜用、清清洁洁去，加
速实现了菱花集团新旧动
能的良好转换。科技和市
场，就像一对巨大的“引
擎”，为菱花集团插上了再
次腾飞的翅膀。

蓬勃发展的菱花生态工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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