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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云峰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海砂是一种宝贵的海洋资源，过量开采海砂，会改变自然条

件，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破坏。据省海洋与渔业厅监测，因近海滥采海
砂行为，青岛近海二号锚地海水深度已由上世纪的-7米下降为-30米，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文昌鱼濒临灭绝，全省受侵蚀海岸线超过1200公里。

记者从全省涉外渔业暨海砂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2010年全省共计查获
非法采砂案件40起，查封扣押非法采砂船17艘，采砂机械、车辆4台，公安机
关先后对84名非法采砂主要涉案人员实施刑事拘留，有力地打击和震慑了非法
采砂者。

据省海洋与渔业厅负责人介绍，我省海砂资源富集，砂质好，易于采挖。
主要分布在日照至青岛、丁字湾至威海苏山岛、桑沟湾至烟威交接的双岛湾、
养马岛至莱州湾、东营黄河口至滨州5个近浅海区域，潜力资源量约170亿立方
米。

近年来，受沿海经济建设步伐加快、对海砂需求量激增、采挖海砂暴利等
因素影响，一些不法分子频繁盗采海砂，屡禁不止。过量开采海砂，会改变自
然条件，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失衡和破坏。据监测，因近海滥采海砂行为，青
岛近海二号锚地海水深度已由上世纪的-7米下降为-30米，海洋生物环境遭受
严重破坏，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文昌鱼遭受灭顶之灾。

滥采海砂严重侵蚀了海岸沙滩。海砂采挖导致海底地质地貌和水动力环境
发生改变，加剧海岸泥沙冲淤活动，不仅使海岸线遭到不同程度的侵蚀，甚至
造成港口淤积、岸堤坍塌、海堤溃决等严重后果。1986年至1991年，蓬莱登州
浅滩采砂作业，造成海岸被侵蚀、土地被冲毁、房屋倒塌等严重后果。据调查
统计，近年来我省沿海地区海水入侵程度不断加重，目前受侵蚀海岸线长度超
过1200公里，占全省海岸线总长度三分之一以上，滨海地形地貌和旅游景观受
到严重影响。

中国海监山东省总队负责人介绍,采挖海砂船舶多为外省“三无”船舶，
经常跨海域作业或停泊，一般无特殊情况不靠港，极易造成海上安全事故。非
法采挖海砂不办理任何手续，不缴纳任何税费，造成了国有资源和税费的流
失。

□记者 李文明
吕光社 报道

本报兖州4月24日讯 山东镇域
经济发展迅猛，已经成为全省经济的
一支重要军团。记者在今天召开的山
东镇域经济论坛上了解到，我省工业
产值超过100亿元的乡镇已经接近30
个。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山东镇
域经济曾经是经济短板。省发改委县
域经济办公室主任包自民介绍，改革
开放以来，我省省、市一级的经济得

到了充分发展，涌现了海尔、海信、
兖矿、重汽、潍柴等大个头的经济
体，但相比广东、浙江、江苏等省
份，县域尤其是乡镇一级的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制约了我省经济总量的提
升。为此，今年我省提出要培育一批
有一定产业基础、辐射带动能力强、
特色鲜明的经济强镇、区域重镇和文
化名镇，并着力抓好140个重点镇的
产业集群建设。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已拥有
工业产值超过1 0 0亿元的乡镇近3 0

个，而在5年前，过百亿的特色产业
镇不到5家。在“十一五”期间，我
省涌现出了兖州市新兖镇、广饶县大
王镇、章丘市新寨镇、邹平县魏桥
镇、昌乐县营丘镇等重量级的工业强
镇。

前来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发改委
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乔润
令介绍，目前，发达省份经济增长面
临新挑战，在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
高，国家要求节能减排，能源成本上
升，土地成本上升的形势下，大力发

展县域、镇域经济是一个明智的选
择。山东发展镇域经济应当抓住专业
化、抓住特色产业这些要素，找准自
己的产业，形成特色产业链。要抓住
新兴产业的发展机遇。

山东省经济学会会长卢希悦认
为，镇域经济发展要做到特色化，要
因地制宜，做到宜中有变，宜中有
新，要靠品牌参与市场竞争。

有关人士分析，山东小城镇经济
发展空间广阔。目前山东有1100多个
建制镇，城镇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

分别达到4480万人、7170平方公里，
2009年有95个小城镇跨入全国千强镇
行列。但目前百强镇中山东只有两
个，而且排名在后十位，全国千强镇
平均财政收入过两亿元，我省“千强
镇”中的财政收入仅1亿多元。

我省应当充分利用大城市、大企
业的带动作用，形成与大城市、大企
业的产业链接，这样既拉长了大企业
的产业链，又解决了大企业的劳动
力、土地紧缺等问题。如果我省能够
有100个以上的乡镇工业产值超过100
亿元，全省经济总量则将会增加25%
以上，突破5万亿元大关将不是梦
想。

有关资料显示，2 0 1 0年，山东
G D P达到 3 9 4 1 6 . 2 亿元，广东为
45472 . 83亿元，江苏是40903亿元。

□赵小菊 董廷杰 王玉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

省总工会、省工商联日前联合开展了“就业与社会保障
先进民营企业”表彰活动，在全省范围内评选出100家
为就业与社会保障作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旨在通过
先进典型的带动，进一步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定和扩大就
业中的积极作用。

5年来，全省民营经济以年均超过8%的速度增长，民
营企业攀升至63万家，吸纳了约3000万从业人员。为充分
发挥民营企业在稳定和扩大就业中的作用，我省各级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真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小额
担保贷款力度，开展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全面加强就业
专项服务，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持。2010年，
全省认定商贸企业、服务型企业546户，减免税收1913万
元，吸纳失业人员10585人。今后5年，全省民营经济吸纳
就业占整个社会新增就业总数的比重将达到85%以上。

山东镇域经济渐成气候

滥采海砂使文昌鱼濒临灭绝
全省超过1200公里海岸线受侵蚀

100家就业与社保先进民企获表彰

□杨均义 毕建广 滕韶华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在多重因素的

影响下，我省钢铁行业一季度实现利润25亿元，同比增
长29 . 9%。但长期看，形势不容乐观。

据财政企业信息网统计，纳入网络统计范围的全省
183户钢铁企业，一季度完成营业收入811亿元，同比增
长32 . 4%，实现利润25亿元，增长29 . 9%，上缴税金28
亿元，增长9 . 3%。

有关专家分析，国家近期出台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等
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长期来看不
会给钢铁、建材等行业带来增长动力。但是，打击房地
产开发企业囤地行为和严格控制开、竣工时间，又会刺
激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快开发进度，短期内拉动了钢铁、
建材行业增长。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也为钢铁行
业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因此，一季度钢材市场有所上
升，钢材售价同比大幅提高。

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转方式、调结构步伐加
快，房地产调控力度不断加大，铁矿石、煤炭等原材
料、燃料涨价态势不变，国内钢企产能逐渐释放并出现
降价趋势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今年钢铁行业的经营形
势不容乐观。

钢铁行业盈利大幅提高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王刚 报道
4月22日，小学生们在济南市历城区仲宫镇稻池村的红豆杉种植基地参观。据基地负责人介绍，目前这

里试种的100亩红豆杉已经成活，准备以行业合作社为载体在周边村里推广种植。红豆杉是一种名贵植物，
每亩年可以创经济效益1万元以上。

□记者 代玲玲 通讯员 吴富成 报道
本报龙口讯 记者从龙口海关了解到，一季度该关

税收入库18 . 92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增长84 . 6%，实
现首季开门红。

其中关税1 . 7 5亿元，增值税1 1 . 2 9亿元，消费税
5 . 88亿元，分别增长142%、86 . 5%和69%，均创历史同
期新高。

龙口市外向型企业注重转方式、调结构取得了明显
成效，进出口一直保持3成以上的速度增长，特别是铝
行业、汽车零部件等重点工业企业生产形势良好，以及
重点税源商品燃料油、煤炭、矿砂、大豆、石油焦和沥
青等大宗资源性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扬，直接拉动
了海关税收增长。

首季龙口海关税收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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