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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八大产业
深耕蓝色海洋
早报 12 月 10 日讯 12 月 10 日上

午，海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青岛）成
立大会在青岛召开。大会由青岛市人民
政府主办，市海洋发展局、市科学技术
局、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海洋产学
研协同创新联盟（青岛）章程》，选举产生
了第一届海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青
岛）理事会单位，举行海洋产学研协同创
新联盟（青岛）启动仪式，青岛海洋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海洋产学研协同创新联盟（青岛）按照
“协商共建、开放共享、互利共赢”的原则，
由青岛市内的海洋装备、海洋药物和生物
制品、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
海洋电子信息、深海开发、现代渔业、海洋
化工8个产业的相关企业、高等院校、科研
院所、科技金融法律服务机构，以及与青
岛海洋产业建立重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市外企业、社会团体等，自愿组建优势
互补、利益共享的专业性、非营利性、非实
体性合作组织。联盟将致力于推动科技
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协同联动，促
进科技成果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会议举行了青岛海洋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揭牌仪式。青岛海洋发展集团将定
位为“创新型、外向型、链主型海洋产业
投资运营集团”，打造“海洋资源整合平
台、海洋产业发展平台、海洋科技创新平
台、海洋开放合作平台”，构建以“现代海
洋渔业、海洋生物医药、航运物流”为支
柱产业，以“海洋装备和新材料”为培育
产业，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中国海
洋工程研究院（青岛）为创新支撑的“3+
2+2”产业架构。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杨博文）

早报12月10日讯 为进一步检
验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强
化应急实战能力和协同配合能力，有
效防范化解各类突发环境风险，日
前，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以

“实战实用实效”为导向，联合公安、
住建、交通等多部门开展了多场桌面
推演活动。

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

12 月 5 日下午 3 时，在青岛市生
态环境局即墨分局应急指挥中心，
随着总指挥宣布“即墨区 2024 年重
污染天气应急演练现在开始”，一场
考验、检测多部门协调联动保障能
力的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拉开序
幕。本次演练主要分为模拟预警发
布、模拟应急响应、模拟预警解除三
个阶段。模拟根据市空气重污染应
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的空气重污染
应急黄色预警指令，启动空气重污
染Ⅲ级应急，并依据应急预案和应
急减排—派件督办—按时整改—结
果反馈—现场复核的监管过程，强
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演练
达到了预期效果。

废机油泄漏应急演练

“王厂长，危废暂存车间内的 2
号废油罐破损，发生泄漏，已有部分
废机油流出车间，下这么大的雨，废

机油可能会被雨水冲刷排入雨水管
网，请求支援。”12 月 6 日下午 3 时 15
分，在青岛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
法支队即墨大队智慧指挥中心，一
场模拟某危险废物收集单位废机油
泄漏的应急桌面推演正在紧张有序
进行。

演练中，巡检人员发现厂区内 1
座油罐罐体破损，罐内废机油外溢至
车间外，严重威胁河道、地下水安全。
工作人员立即电话通知公司应急值班
人员，并寻找可围堵材料，同时向生态
环境部门报告事故情况请求支援。青
岛市生态环境局即墨分局接报后，立
即向即墨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部
报告突发环境事件的信息，启动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四级响应，并成立
应急处置组、事故调查组、应急监测组
迅速赶赴现场支援。

演练现场救援有条不紊开展。应
急处置人员、监测人员、管理组与应急
专家赶赴现场后，共同研究制定应急
处置方案，应急处置人员关闭雨水管
网，向周边企业调配吸油毡、围油栏、
消防沙等应急物资，对事故雨水进行
加高围堵；将事故池内的已泄漏废机
油进行抽取转移，将雨水管网截止阀
前含油废水全部导入事故池；对应急
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进行有效收
集，判定固废类别后分别合理处置。
应急监测工作人员对厂区门口内、门
口外、雨水管网截止阀前废水，进行
COD、石油类物质检测，经检测均未

检出石油类物质。至此，本次演练圆满
结束。

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演练

“响应速度要快，要第一时间查清
是否存在污染源泄漏，了解实时水质、
水文情况，并根据现场情况采取针对性
应急处置方案。”“要先确定泄漏污染物
规模及扩散速度，采取拦截、封堵、导流
等有效措施。”“要核算提前量，第一时
间封堵污染源进入水源地闸坝，保障供
水安全。”……日前，在青岛市生态环境
局即墨分局组织开展的一场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中，
将情景设置为“某路段发生柴油运输车
侧翻，导致柴油流入某集中式饮用水水
源地上游的河道支流内”，主要采取桌
面推演的方式，以全景视角展现应急响
应整个流程。

演练开始后，青岛市生态环境局即
墨分局迅速启动区级应急预案，成立区
现场应急指挥部，并下设综合协调组、
应急处置组、应急监测组、新闻宣传组
等十个工作组。各工作组迅速集结人
员，配备通讯、应急监测、应急处置设备
和应急救援物资、车辆，第一时间赶赴
模拟泄漏的事故现场，参与应急处置。
通过各参演单位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
和密切配合，演练达到了预期效果，取
得了圆满成功。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袁超 通讯员 刘海豹）

早报12月10日讯 无人机充当“搬
运工”、疫木就地粉碎后摇身一变成“肥
料”……近日，崂山区城市管理局积极推
进浮山森林公园疫木处置工作，以有效
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保障公园生态
安全。

无人机成山间“搬运工”

12月10日，青岛早报记者来到浮山
森林公园，只见一架大功率无人机在林
间飞行，用绳索吊起被切割分段的疫
木。无人机操作员手持遥控器，全神贯
注地盯着屏幕，精准地操控着无人机的
飞行路线和高度。随着无人机机翼高速
旋转，疫木被一一吊起，然后稳稳地放在
半山腰的指定区域。早已等在地面的工
作人员立即上前将绳索解开，将疫木码
放好，准备后续统一运送处置。

“这架无人机能拉起 50 公斤重的
疫木，工作效率是人工的20倍，特别在
深远山区或陡峭山坡，无人机的效用
更加显著，能到达许多工人所不能到
达的区域。”崂山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
员介绍。记者了解到，从山顶到堆放
疫木的指定区域直线距离大约有一公
里，如果换成人工登山搬运木材，至少
需要 40 分钟的时间，而无人机来回运
输仅用了不到两分钟。整个过程行云
流水，既高效又安全，大大节省了人力
和物力成本。

疫木处理后变废为宝

被无人机运出的疫木不在少数，这
些疫木后续将如何处理？记者了解到，
它们并没有成为废弃物，反而摇身一变，
成为还林护林的“宝藏”。疫木在浮山森
林公园定点就地粉碎，经过一系列处理
后，变成了优质的有机肥料。这些肥料
被广泛应用于森林抚育、栽植育苗等，可

为树木的生长提供充足的养分。
在粉碎作业区，一台台粉碎机轰鸣

不断，将疫木一一粉碎成细小的木粉屑
或薄木块。薄木块经高温杀菌和染色后
做成染色木片，可用于城市环境美化
等。木粉屑经消杀和发酵后可以作为有
机土的主要原材料之一，制备成人工土
壤基质，改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肥力，
对多种植物生长均有促进作用。

“我们将疫木运下山后，在公园内就地
就近进行粉碎，粉碎后的木粉屑经过高温
发酵，再加上有机质，最后就形成了有机肥
料。肥料目前有两个用途，一是用于育苗，
另一个是用于还林，促进林木的健康生
长。目前园区做了个试点，计划明年开春
之后进行大面积推广，可以实现疫木的就
地就近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同时也降
低了运输和生产成本。”崂山区城市管理局
浮山保护管理分中心主任崔孝平说，此举
不仅可以降低松材线虫病在外运途中扩散
传播的风险，还能降低林下可燃物蓄积量，
消除森林火灾隐患，增加树林通透性，有利
于林木生长。

累计处置疫木3458株

在此次疫木处置行动中，崂山区城市
管理局组织专业队伍，深入浮山森林公园
林区，严格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和要求，对染
疫松木进行精准识别与砍伐。砍伐后的疫
木被迅速运往指定地点，采用粉碎或无害
化等方式处理。崔孝
平告诉记者，从10月
23日开始，浮山森林
公园已累计处置疫木
3458 株，无人机普查
3次，实现动态清零。

（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记者 姜丹宁 通讯
员 王雪松 摄影报道）

无人机“上岗”搬运疫木下山
崂山区在浮山森林公园探索森林抚育可循环新路径 疫木就地粉碎变“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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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当“搬运工”。
▶疫木处置变废为宝。

连开三场应急演练
即墨区以演练促实战 全力守护环境安全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