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锂锂电电产产业业博博览览会会1199日日开开幕幕
19日至21日，枣庄会展中心将迎来四百多家参展商

本报枣庄10月16日讯(记者
白雪岩 贾晓雪 通讯员

付丽) 19日至21日，2013中国
(枣庄)国际新能源·锂电产业博
览会将于在枣庄会展中心拉开
帷幕，届时，400余参展商将参
展。博览会还邀请日本、韩国、
欧盟等部分国际贸易促进机构
派驻代表参加。高新区从2004年
招商引进锂电产业，经过不断
地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
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成为高新
区的支柱产业，也成为枣庄市
的战略新兴产业。

贸促会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此次锂电产业博览会参展
范围主要有，各系列电池，各种
用途电池材料；电池制造设备；
测试仪器及环保设备；电池测
试仪器；电池零配件；电池管理
系统；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等。活动议程主要有：中国锂电
池产业采购及投资合作洽谈
会、供需双方对接洽谈、考察枣
庄高新区锂电新能源产业基
地、重点企业等内容。

记者了解到，锂电池涉及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包括，电动汽车电池、电
力储能型电池、电动自行车用
电池、铁路机车用电池、电动摩
托车电池、手机电池、通信电源
用电池、笔记本电脑用电池、
UPS电源系统用电池、电力开
关柜用电池。

为抓住国家锂电产业发展

机遇，高新区确立了锂电自行
车、锂电汽车改装、锂电储能
系统、万吨级高性能磷酸铁锂
电池、锂电防爆壳等12个重点
项目。通过引进新专利、新技
术，加快锂电产业链建设，提
升优势产业区域协同发展、集
聚扩张的能力。其中，投资26亿
元年产300万辆的锂电自行车
项目已全面开工，分“三电”和

“总装”两个厂区建设，总建筑
面积19 . 37万平方米，投产后可
进行锂离子动力电池、专业磁
悬浮电机及控制器、电池管理
及保护系统、车架及喷涂总装
的生产，该项目2015年投产运
行。

为保持锂电产业持续发
展动力，增强产业自主创新
能力，枣庄高新区积极引进

高端科研人才。与中科院、天
津第十八研究所等30多家科
研 院 所 建 立 产 学 研 合 作 关
系，设立院士工作站 3个、博
士后流动站5个。引进锂电池
行业带头人李青海博士入区
兴业，成功获批国家科技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国家“千人
计划”高端人才赵金保博士
入驻润峰公司。

头条链接

高新区打造

八千亩锂电园

枣庄高新区大力扶持锂电产
业，规划建设锂电产业园。目前，
锂电产业园已部分投入使用，企
业入驻使用面积达720亩。高新区
政府计划投资280亿元，规划8000

亩锂电产业园建设项目，分两个
阶段：到“十二五”末，扩建锂电园
区达1000亩，到“十三五”末，全部
完成 8 0 0 0亩园区建设。锂电产业
园内将形成锂电基础材料、锂电
池、检验检测、控制系统、产品应
用等完整产业链，实现工业产值
9000亿元、税收135亿元、解决5万
人就业。

“目前已成为高新区的支柱
产业，也是整个枣庄市的战略新
兴产业。”经济发展局办公室的郭
凯向记者介绍，“目前的锂电产业
主要集中在高新区的中区，高新
区 政 府 计 划 划 出 一 块 区 域 ，约
8 0 0 0亩地，用 7年左右的时间，再
投资 2 8 0亿元，把产业园做起来，
预计一年将得到900亿的产值。”

BBRRTT--BB55线线建建设设即即将将完完工工
线路全长21公里，将进行调试运行

本报枣庄10月16日讯 (记
白雪岩 通讯员 甄再斌
张松 ) 经过近两个月的施
工，目前，枣庄西站至陶庄镇
BRT(B5线 )建设进入扫尾阶
段，站台、道路都已基本建成，
下一步安装好信号系统就可

进入工程调试运行。
记者从枣庄市交通局了

解到，目前B5线工程已基本完
成了站台建设，道路进入后期
整平铺油阶段，站台的信号系
统正在安装，预计10月中旬可
建设完工。

B 5线自今年 7月中旬开
建，整条线路全长21公里，西起
枣庄火车西站换乘站，经行天
山路、光明大道西路、祁连山北
路、枣曹线、长白山北路，终点
站为薛城区陶庄镇驻地东店韩
路换乘站，全长21公里，共设置

14对站点。全线将新建永福路、
祁连山路等10处换乘站点，建
成后不仅贯通往来城乡将更加
方便，对于新城、薛城、高新三
个区域来说，BRT快速公交网
络更加完善，三个区域内市民
的出行更加便利。

如今，锂电产业已成为高新区的支柱产业。(资料片)

B5线建设进入收尾阶段。

农资打假
“回头看”

本报枣庄10月16日讯 (记者
贾晓雪) 为了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农资违法行为，杜绝坑农害农现象
的发生，进入十月份以来，薛城质
监分局抓住秋种之际，积极开展农
资打假活动，切实维护农民群众的
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此次农资产品执
法检查活动以肥料用量较大、农民
投诉农资质量等存在问题较多的
乡镇作为检查重点，以秋播种植使
用量较大的化肥、农药、农机三大
类农资产品为突破口，严厉打击七
种违法行为，即：生产、销售有效含
量不足的化肥和农药的违法行为；
生产、销售国家明令淘汰农药的违
法行为；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
次充好、以假乱真、以不合格冒充
合格农资产品的违法行为；无生产
许可证生产、销售的违法行为；违
反GB18382《肥料标识内容和要求》
规定的行为和利用虚假标识标注
进行质量欺诈的违法行为；不经备
案擅自委托加工的违法行为。在执
法打假的同时，执法人员还向农民
朋友宣传相关法律知识，讲解识假
辨假常识，提高他们的质量意识和
真假鉴别能力，增强广大农民朋友
抵制假冒伪劣、维护合法权益的法
制意识。

截至目前，质监局共检查生产
单位2家，经销商40余家，从检查结
果来看，全区农资产品质量状况良
好，但也存在个别产品包装不规范
等问题，对此，执法人员责令经销
商进行了下架整改。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质监局就
下一步工作，将针对发现的问题将
开展打假“回头看”活动，加强对农
资获证企业和经销商的后续监管，
通过不定期的抽查，彻底消灭部分
单位的侥幸心理，确保农资打假取
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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