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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安宏昌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仲夏时节，站在张店区最

高峰黑铁山放眼看去，周围全是郁郁葱葱的
各类苗木，争奇斗艳的各种花卉。张店区林
业局局长石业军告诉记者：“这里以前是大
大小小十三家铁矿遗留的废矿坑，矿渣遍
地，满目疮痍。借助区里三年实现‘森林围
城’规划，我们对周边被破坏的山体进行生
态恢复，每年造林4000亩以上，让张店形成
‘林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个性
和特色城市景观。”

黑铁山生态修复绿化工程围绕自然、人
文等主题，以花木繁茂为主要自然景观，以
商山孝文化为主要人文景观，规划总面积达
2230亩，投资3280万元，目前已完成地形整
理45万平方米，拆迁采矿、化工等污染企业
20余家，栽植绿化苗木10万余株，逐渐成为
富有特色的城市近郊风景区。

“现代人居环境，绿色和森林是很重要
的指标，是城市文化品位的重要符号，我们
将通过‘森林围城’工程的实施，从根本上
改变张店的环境质量。清新的空气、养眼的
绿色，可以让市民心情愉悦、身体健康，提

升对张店的自豪感和在张店居住的幸福
感。”张店区委书记王咏说。

为打造生态文明城市，进一步提升空气
质量，张店区委、区政府自去年开始实施三
年“森林围城”计划，在城区周边密织林
网，以发展“精品林业、特色林业、效益林
业”为突破口，突出抓好重点区域生态恢
复、主干道路沿线绿化等工程，对连片发展
经济林、用材林、围村林50亩以上的，按照
发展都市农业的优惠政策给予资金奖励，树
木采伐和经营收入归经营者所有；通过省级
“绿化示范村镇”验收的镇村，分别给予5

万元、1万元奖励。力争到2011年底，实现
80%的乡镇建成省级生态乡镇。

仅有屏障还远远不够，为从根本上改变
居住环境，张店淘汰转移建陶、机制砖、缸瓦
窑等落后生产线171条(支)，彻底告别了粘土
缸瓦、立窑水泥和露天矿山生产加工时代。去
年完成造林面积4510亩，植树50余万株，森林
覆盖率增长1 . 23个百分点。今年将组织实施
中心城区大环境绿化工程，通过3年左右的努
力，新增造林8万余亩，把城乡接合部周围的
山体、路域、水系全部高标准绿化起来，形成

“绿带隔离、森林围城”的格局。

林在城中 城在林中 人在绿中

张店城区周边构筑生态屏障

□通讯员 隋全洲 耿军 王美健 报道
本报惠民讯 多年来，惠民县石庙镇杜家

村因为村中道路无钱硬化，群众吃尽了苦头。
曾经有群众自发提议捐款修路，但当时预算
了一下，得60多万元，对于这个仅有500多口
人的村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反复10多年，该
村群众也没有完成这个心愿。

而5月16日笔者再次来到杜家村时，先前
村内坑坑洼洼的街道已经没有了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平整的水泥路面和两排绿色白蜡
树，曾经仅能跑拖拉机的街道跑起了小轿车，
村东的土场成了文体广场……县基层财政管
理局办公室孟桂芹主任告诉笔者，这得益于
该村借助国家的“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修
成了村内道路。

惠民县有1163个行政村，农村人口54 . 77万
人。国家实施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有所减轻，
但乡村集体收入大幅减少，无力兴办村内的公
益事业，一些村一度出现“无人办事、无钱办
事”的状况。

2010年7月，国家出台了“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政策，规定村级组织从事村内道路建设、
绿化等公益事业，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
后，省、县财政将以该村筹资筹劳总额50%的额

度补贴资金，以帮助解决村级公益事业资金不
足难题。该政策出台以来，惠民县14个乡镇、街
道办事处中有318个村街“闻风而动”，共申报
村内道路硬化、绿化、安全饮水等项目278个，
目前已完工项目61个，在建项目135个，全县共
筹集资金6296 . 7万元，省财政拨付奖补资金600
万元，县级配套资金1250万元。项目已惠及93个
自然村，19910户，受益人口54687人。

杜家村支部书记康和平感慨地说：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就像一场及时
雨。看到政策文件的当晚，我就打开村委会
办公室的大喇叭，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群
众，仅仅两天时间，群众就自发筹资筹劳35
万余元。”该村74岁独身老人于洪金是低保
户，拿出自己平常省吃俭用的600元，送到了
村委会。村里不收他的钱，老人怎么也不同
意。全村200多名在外地打工的群众，也纷纷
回村帮助修路，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全
村1978米水泥路宣布竣工。县基层财政管理
局副局长陈伟介绍说，“一事一议”财政奖
补政策的实施，发挥了财政资金“四两拨千
斤”的作用，构建了政府资金引导，农民筹
资筹劳、社会捐赠赞助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
新机制，破解了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难题。

■创新社会管理新探索

惠民巧用“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

破解村级公益事业
资金短缺难题

□吕光社 李寿山 报道

6月3日，梁山县黑虎庙镇于楼村王秀云（左二）老两口和吴楼村的吴玉春（右一）高兴地
住进了镇敬老院。为解决计划生育家庭户进入老年后生活养老问题，黑虎庙镇自去年8月起决定
对计划生育家庭户年满60岁的老人实行入住敬老院政策，只要老人自愿来，就可免费在敬老院
养老，所需费用全部由镇财政负担。

□朱殿封 贾鹏 报道
本报乐陵讯 日前，全国首个马铃薯博物馆在北

京建成。马铃薯博物馆由乐陵市农民企业家梁希森投
资百万元兴建，位于北京延庆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
建筑占地面积3000平方米。

从2005年，梁希森先后投资20多亿元，买断中国
马铃薯核心技术企业“北京中联”，在乐陵建起全球
最大的脱毒马铃薯种薯繁育中心和国家马铃薯技术工
程研究中心，在内蒙古、青海及延庆设立了脱毒马铃
薯育种企业和种薯繁育基地。目前，年可繁育优质脱
毒马铃薯种苗7000余万株，微型薯2 . 5亿粒，种薯
262 . 5万吨。

土豆种植起源于7000年前的南美大陆，如今中国
种植面积最大。

农民企业家梁希森投资百万元

建成全国首个
马铃薯博物馆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付刚 马琳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28日，在泰山区邱家店镇的蓝莓

庄园内，来自济南、莱芜等地的3000多名游客，或忙于
大樱桃采摘、或在待熟的蓝莓前合影留念。

而在泰山区的另一农业乡镇--省庄，泰山花样年
华景区游人如织：“未来田园”里，西瓜上树，蔬菜上柱，
令人大开眼界；“梦幻花都”里，通过声、光、电、影等高
科技手段打造花的世界，让游客流连忘返……泰山区
委书记宋洪银告诉记者：“为促进农业持续增效农民持
续增收。近年来，泰山区积极推动一产向‘科技化、二产
化、三产化’迈进，打造了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样本。”

工作中，当地加强与中国农科院、山东农业大学等
科研院校的交流合作，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力度，规划建
设了有机蔬菜科技示范园，综合运用国内最先进的无
土栽培、有机基质栽培技术，培育打造农业科技成果试
验示范及转化基地。同时，该区大力发展城郊型旅游服
务业，将生产基地赋予休闲、观光、旅游功能，实现以旅
促农、以旅助农。

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是加快“一产二产化”的重中之
重。目前，泰山区逐步形成了以苗木花卉、奶牛养殖为
优势产业，泰山女儿茶、中药材、泰山蓝莓等特色产品
为主的特色高效产业发展模式。2010年，泰山区新发展
农业企业10家，新增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家，规模
以上农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62 . 5亿元。另外，新发展农
民专业合作组织30家，合作社覆盖率达到35%以上。据
统计，在“一产三化”的引领下，泰山区特色种植面积现
已发展到10 . 3万亩。去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489
元，比上年增长14 . 2%。今年一季度，全区实现农业增
加值1 . 41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3196 . 1
元，比上年增长18 . 8%。

“一产三化”打造

泰山区农业发展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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