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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章丘丘““小小绿绿””88个个月月节节油油2266万万升升
累计骑行里程可绕地球73圈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王帅）
近日，记者获悉，章丘市人大常委会、
章丘市政府联合召开章丘市十六届人
大五次会议代表议案建议交办会，并
安排今年议案建议办理工作。

据了解，章丘市十六届人大五次
会议期间，共提出议案94件，其中，经
济发展方面18件，城乡规划建设管理
方面25件，农业水利方面9件，道路交
通方面27件，教育文化旅游生态方面
15件。

根据议案审查委员会的审查，代
表提出的94件议案，绝大多数属于政
府行政管理职权内事项，有关问题政
府已经做了研究和规划，正在逐步解
决；有的议案案据不够充分、方案不够
具体，不具备立案条件，因此都转作代
表建议、批评和意见，由市人大常委会
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或组织研究办理
并答复代表。

此外，在章丘市十六届人大五次
会议期间收到代表提出的书面建议、
批评和意见35件，也一并由市人大常
委会办事机构交有关机关或组织研究
办理并答复代表。

据悉，针对交办的议案建议，政府
各承办单位将尽快制定有针对性的解
决措施，并在今年11月前后召开议案
建议落实处理情况的报告会。

代表议案建议

交办会召开
各承办单位将针对议案进行办理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王帅）
近日，记者获悉，章丘市人社局开展以

“创业帮扶进万家，政策助推惠民生”
为主题的创业政策宣传活动，此次宣
传的创业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个体工
商户、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等内
容。

据了解，个体工商户与小微企业
均可申领一次性创业补贴和一次性创
业岗位开发补贴。其中，个体工商户的
补贴标准为，2013年5月1日—2014年6

月30日期间工商注册的，一次性创业
补贴1000元；2014年7月1日后工商注
册的，一次性创业补贴为3000元。个体
工商户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每人
500元。

小微企业的补贴标准为，一次性
创业补贴1 . 2万元，一次性创业岗位开
发补贴2000元/人。

据介绍，个体工商户的申请条件
为，申请者在章丘市行政区域内于
2013年5月1日以后，登记注册领取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并正常经营1年以
上，缴纳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险(以创
办个体工商户社保开户缴费的)、灵活
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的，可申请享受一次性创
业补贴。吸纳失业人员和本市毕业 2

年内高校毕业生,并与其签订1年及以
上期限劳动合同 ,为其（含创业者本
人）缴纳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个体工
商户，可按照创造就业岗位数量申请
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小微企业申请者需首次创办小微
企业，并为2013年10月1日以后登记注
册领取企业营业执照、正常经营并在
创办企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满12个
月的创业者（离岗创业的高校、科研院
所等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原单位
参保的除外）。上述成功创业者招用失
业人员和本市生源毕业2年内的高校
毕业生，与其签订 1年及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并为其在创办企业连续缴纳4

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可申请岗位
开发补贴。

据介绍，去年以来，章丘市人社部
门共为592家个体工商户发放一次性
创业补贴86 . 3万元；为9家符合条件的
小微企业审核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
岗位开发补贴12 . 8万元。

592家个体获
创业补贴86 . 3万元
创业帮扶政策助推个体小微企业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邢振宇 通
讯员 章瑄） 章丘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自
2015年7月1日投入运营以来，深受当地
市民群众欢迎。据统计，截至3月20日，半
年多时间，累计办卡 1 7 8 3 9 张，总骑行
1297363次，骑行总里程达2909902公里，
可绕地球赤道73圈。若开车，按9L/百公
里计算，行驶291万公里需消耗燃油26 . 19
万升，排放二氧化碳590 . 3吨。公共自行车
投入使用带来良好社会综合效益，骑行

“小绿”成为章丘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卡在手，绿色出行轻松实现。章丘

公共自行车卡借助运营公司在全国的建
设布局，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百城互联。市
民手持一张借车卡即可在北京、香港、桂
林、南昌、乌鲁木齐、广州等城市租借公共
自行车，山东省内有包括章丘、东营、日
照、临沂在内的27个县、市实现借车卡通
用。

除了用卡借车，扫码租车也很方便。
用智能手机下载安装APP客户端，有账号
且信用评分在600分以上，即可轻松扫码
租车，从而无需办理租车卡，特别适合外
来出差、回家探亲等骑行频率不高的人群
使用。按照操作步骤扫描公共自行车锁车
器上的二维码，就能轻松租骑“小绿”，30
分钟内免费，超过30分钟，按0 . 5元/30分
钟收费。扫码租车自去年9月中旬试运行
以来，用户平稳增长，扫码租车累计97371
次。

此外，为了增强市民绿色低碳环保出
行理念，该市出台低碳积分兑换奖品的活
动，鼓励市民骑行“小绿”。手机微信关注

“城市公共自行车”公众号或者通过“服务
窗”绑定借车卡，即可查询自己的骑行记
录、低碳积分、兑换奖品。骑行1公里可兑
换23个碳积分，100个碳积分兑换1个永
安碳币，兑换不同的奖品需要数额不同的
碳币，每周四19：00为奖品兑换时间，市民
骑行里程越长越有机会兑换价值较高的
奖品。

不止“小绿”成为章丘市民公共出行
的“宠儿”，近期，该市还率先推广使用公
交银联卡支付系统。运营的163辆公交车

上已全部安装银联刷卡设备。该系统是运
用“互联网+”技术，只要是具备“闪付”功
能的银联卡，通过电子现金圈存业务，就
可实现刷卡支付公交车票款功能，并享有
一定折扣的优惠。

随着章丘公共自行车、公交车等公共
出行系统的不断优化升级，“公共自行车+
公共汽车”的出行模式完美融合，解决了
公共出行“最后500米”的问题，绿色低碳
出行正逐渐成为章丘市民出行的优先选
择。

制制定定国国标标让让““章章丘丘制制造造””走走向向世世界界
乡土企业央视演绎创新之道

48秒，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你能干点什么呢？能走大概100米的路吧。但这对于一家生产高分子树脂材料的企
业，却意味生死存亡的红线。

日前，章丘土生土长的企业山东昊月树脂有限公司叩开了央视《走进科学》栏目的大门。昊月树脂以技术创新
起家，通过制定标准，走出了一条由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转化的成功路子。该栏目以《48秒定乾坤》为题，对该公司
制定国际标准的“前世今生”进行了解读，也为微小企业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提供了一个范例。

“48秒”，是1克高分子吸收5毫升模
拟血液的时间，是高吸收性树脂材料性能
最新的国际标准。这种材料是制造卫生巾
和纸尿布最重要的原料。

而这项标准的制定者，却是一家来自
山东章丘的企业，而且是一家不知名的

“乡土”企业。
十几年前，这家位于章丘市埠村街道

的小企业，遇到了和所有创业公司一样的
困境，产品没有市场，无力与大公司竞争，
企业濒临绝境。回顾起当时的情况，昊月

公司的创始人杨志亮感慨万千，“我第一
次进入这个树脂厂，它的产能是每月十
吨，年产不到一百吨。当时生产纯粹靠人
工，产量是不敢放大的。”

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下，公司才坚定了
独立自主发展技术的决心。一次偶然的机
会给了杨志亮启发，将研究方向放到了吸
水高分子材料上。公司联合高校科研工作
者，在简陋的厂房和设备下，日夜兼程，经
过数千次的实验，终于研制出了符合消费
者需求的、对人体尿液和血液具有超强、

快速吸收能力的产品。
新产品吸收5毫升标准液的时间小于

48秒，并有效解决了侧漏、返渗、粘连，特
别是发黄等问题，同时其下游产品卫生巾
还减少了木浆使用量的70%至80%。

昊月公司研制的新材料，由于性能
优异、价格低廉，受到了国内厂商的青
睐。产品销量节节攀升，公司引进了新
的生产线提高产能，效益也获得了巨大
提高。公司于 2005年 3月申请了国家发
明专利。

技术创新让企业起死回生

本报记者 邢振宇 通讯员 厉晓伟

对高吸收性树脂生产企业来说,产品
标准中一个指标的制定,对市场的震荡是
颠覆式的。

在获得国家专利后，在残酷的市场竞
争中，昊月树脂深刻认识到国家标准的重
要性。公司敏锐发现了过往标准的重大问
题，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机会。在我们的常
识中，血液、尿液中，99%的成分都是水，
因此，通过吸水性能来测试产品的吸收
性，似乎顺理成章。然而通过大量实践，他
们发现吸水和吸血有着巨大差异。一种材

料能够快速吸水，并不意味着它就能够快
速吸收血液和尿液。这不足1%的差异，在
实践中就是天差地别。消费者在使用卫生
巾时，吸收的是血液而不是水，用吸水性
能来作为吸收标准，显然不符合实际。

他们推翻了过去用水作介质的不
合理的检测方法，提出改用模拟人体经
血和尿液作为检测介质。“在主导制定

《卫生巾高吸收性树脂》国家标准中，我
们建议将此类产品吸收标准合成试液
的速度定为 200秒 ,此项指标的改变 ,使

得这个市场实现了利益的重新分配。”
杨志亮说。

随着《卫生巾高吸收性树脂》和《纸尿
裤高吸收性树脂》两项国家标准的实施，
彻底结束了国外产品在中国的垄断暴利
时代，并且从根本上阻断了外国企业对中
国SAP市场技术和价格的肆意行为。标准
对血液和尿液强有力的吸收性和亲和力
的技术推广，大大提升了妇女、儿童和老
年人的卫生健康水平，给终端消费者带来
了实惠。

“小文本”掌握行业话语权

“作为吸收血液的主要原材料,SAP
在全球有着稳定的巨大市场，而目前国际
上尚未有统一标准及检测方法，这背后是
各项国际标准的缺失带来的危机和机
遇。”杨志亮说，在国家标准制定完成后，
公司开始筹划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然而这
一次，他们面临的是更加艰巨的考验。

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发达国家仍
然占据着绝对的优势，需要协调各方利
益，困难重重。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最终

在国际标准委员会组织的投票中，1票反
对，22票赞成，由中国公司主导制定的标
准获得了通过。作为国际标准的制定者，公
司的产品开始走向国际，日本企业在中国的
市场份额由95%以上下降到了60%左右。

标准从技术层面就划定了有资格进
入市场的企业范围。每一项新标准的出台
就意味着产业的一次升级。而对于主导标
准制定的企业而言，则意味着确立了在产
业内的领先地位，各种效益随之而来。

十年间，昊月已经实现了从“卖产品”
到“卖标准”的转变。杨志亮告诉记者：“通
过国际标准的实施，公司将推动全球化和
多元化发展。以国际标准为契机，在人口
和需求大国，像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建设
昊月分公司，真正实现走出去。”杨志亮说，

“我们曾经是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是创新
让我们活过来，拥有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就
更容易在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占据主导权，在
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先机。”

标准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

市民在扫码租骑公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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