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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义 宫 梅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李建忠 孙明

沿寿光西外环一路北行，双王城生态经济
区的怡人景致扑面而来：芦影婆娑的巨淀湖、饱
经沧桑的盐业遗址、浩瀚的林海生态博览园和
万亩生态林场、一望无际的中国海洋湿地候鸟
摄影基地……令人目不暇接、流连忘返。

近年来，寿光的工业、农业、城市建设等方
面都实现了重点突破，但生态旅游业一直是发
展的“短板”。为进一步整合寿北生态旅游资源，
提升生态旅游开发档次，全力打造精品旅游聚
集区，去年12月，寿光市决定在渤海莱州湾南畔
成立双王城生态经济区。新区面积190平方公
里，将近寿光总面积的1/10，发展定位为“生态、
旅游、文化”。区域内新的工业项目一个不批，原
有工业项目全部关停。

10月31日上午，记者在双王城生态经济区
巨淀湖畔看到，新扩建的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
纪念碑广场一期工程已经竣工，巨淀湖革命历
史纪念馆拔地而起，木栈道在秋水长天间蜿蜒
远去……作为潍坊市最大的天然湿地，这里正
悄然进行一场美丽“升级”。

由织女河、阳河、益寿新河、张僧河汇集而
成的1 . 5万亩的巨淀湖湿地，风景秀美、水域辽
阔，芦苇婆娑、水鸟啁啾，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生
态；另外，这里还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抗
日战争时期，由马保三领导的八支队在此打响
了寿光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枪，

烙下了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双王城生态经济区党工委书记燕黎明说，

巨淀湖生态旅游开发区作为双王城生态经济区
开发建设的四大重点区域之一，开发之初就坚
持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的原则，结合
小清河流域生态经济示范区规划，对巨淀湖实
施湿地引水、湿地水网、退耕还湿、湿地保护、治
污减排等五大生态治理工程，对河流实施拓宽、
清淤、绿化等生态修复，最大限度地对巨淀湖湿
地资源进行保护和提升，争取将湖面恢复到3万
亩。景区打造方面，则参照沙家浜景区开发模
式，对马保三故居、牛头镇抗日武装起义纪念碑
进行修缮，扩建纪念碑广场，新建基层党员干部
实训基地、芦苇荡湿地文化长廊和风情渔村、湿
地文化运动公园等项目，力争用二三年的时间，
集中打造一处以生态休闲、红色文化、湿地文化
为核心的旅游景区，建成为北方的“沙家浜”。

巨淀湖的嬗变，正是双王城生态经济区蓬
勃发展的生动缩影。由此往北，占地1 . 1万亩
的双王城水库已累计完成土方850万立方米，
6000亩的现代国际农场正在进行方案设计，
2100亩的海洋湿地度假中心建设全面启动，1
万亩的环库生态林场已经完成，2万亩的林海
生态博览园提升功能改造加速铺开，1万亩的
芦苇湿地保护开发正式启动。目前，沿寿光西
外环路从南往北，整个新区已经开发和有开发
作业面的区域达7万余亩，落实项目24个，总
投资38亿元，其中，政府主导项目投资15亿
元，招商项目23亿元。

寿光:工业大县的生态经
拿出近1/10的面积设立生态经济区，区域内所有工业项目全部关停

□记者 姜言明
通讯员 王伟强 肖根法 报道
本报新泰讯 11月7日上午，记者来到全国黄花菜

第一镇——— 汶南。当地仅新都社区种植面积就达到
2000多亩，往年这个时候，黄花菜干货堆积不少，今年
却早已销售一空。新都社区网络管理员牛伟告诉记者，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泰山幸福e家园”网络平台。
社区网站随时刊登和更新黄花菜产量、质量、价格等信
息，吸引了大批客商纷至沓来。

自今年3月份起，新泰市开展“泰山幸福e家园”网
络文化惠民工程，截至目前，全市700多个社区、行政村
均设立“泰山幸福e家园”网络服务办公室，配备联网电
脑及相关设备，累计投入资金400多万元。

新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毛炳辉介绍说：“网络文化
惠民工程架起了村民与社区、社区与世界联系的桥梁，
村和社区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网上网下互动活动，把
网络虚拟社会管理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服务和管理，
打造出网上、网下两种和谐社区。”截至11月初，全市各
社区、村网站累计发表各类网民留言39000多条，答复
留言37400余条，办结答复率96%以上。

新泰七百多村居

建起惠民网络平台

□杨林 赵尉 张倩 报道
本报肥城讯 仪阳镇近年来以新兴产业为招商引

资的主攻方向，扶持和鼓励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方向
发展。目前，全镇已有鲁变电工等高新技术企业15
家，落地新兴产业项目10个。

据介绍，该镇鲁变电工有限公司生产的非晶合金
配电变压器入选“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省技术创新
计划项目。落户于仪阳镇工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碳
纳米管及磷酸铁锂汽车动力电池项目，承担全国纳米
技术标准制定，是国内唯一一家批量制备纳米级磷酸
铁锂企业，也是全球首家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电池正极
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

15家高新技术企业

落户仪阳

□学宝 喜进 王翔 报道
本报高密讯 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批

准、山东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批复，近日，山东晟绮
疏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进口棉花直通式检验检疫场站
在高密市正式启用，这在潍坊市属于第一家。

该场站面积17000平方米，其中，检验检疫查验
区占地10513平方米，建有监管仓库、检疫处理区、
媒介生物实验室、熏蒸处理库等场所设施。场站内设
视频监控系统，每年可查验进口棉花30万吨，可大大
缩短通关时间，有效缓解进口棉花滞港问题。

高密启用30万吨

直通式棉检站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刘国贤 任现辉 报道
本报乳山讯 时值初冬，正是旅游淡

季，而大乳山景区游客仍人来人往。“我们
把景区当作文化项目来打造，先后规划建设
了母爱千年文化苑、古代四大贤母雕塑、二
十四孝石刻浮雕以及各种展示母爱的仿甲骨
文雕塑，让每一位进入景区的游客心怀母
亲、心念母恩、流连忘返。景区还获得了
‘山东文化产业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大
乳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董事长刘新利自豪地
说。

旅游景区主打文化牌，是乳山文化产业
发展“一揽子计划”出台带来的新变化。

乳山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大乳

山为代表的大地圣母、三圣母姐妹拯救众生
的神话、乳山作家冯德英“三花”中的文学
圣母、抗战时期用乳汁抚育千名八路军后代
的300多名人间圣母等母爱文化资源最为突
出；以胶东育儿所、胶东军区司令部遗址为
代表的红色文化资源；以杜家岛宋煊文旧
居、南司马庄于氏故第、南唐家清代古建筑
为代表的非遗资源等也独具特色。但与之不
相适应的是，乳山重点文化项目推进较慢，
资源保护与产业开发脱节，文化产业创意与
城市品牌创树结合不够。为此，乳山出台了
《关于推动文化产业十大领域繁荣发展的意
见》，重点推进母爱文化、养生文化、休闲
文化、海洋文化等十大领域，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

乳山制定出台文化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设立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对优势文化产业项
目进行奖励扶持，加大对非遗文化产业的扶
持力度；对著名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地方民俗专家等给予扶持和奖励；
出台优惠政策，引进高端文化产业经营管理
人才和文化创意人才。与此同时，乳山积极
鼓励旅游企业实施文化植入工程，以文旅结
合的形式，打造一批优势文化项目。大乳山
景区围绕休闲旅游、休闲运动等养生文化元
素，今年投资 4亿元加快建设国家海洋公
园、热带雨林休闲谷等。总投资20亿元的福
如东海文化园对文化核心区进行提升设计、
更加注重养生文化的融入。投资2亿元建设
伏羲、鲁班、李时珍等古代名人为题材的雕

像群、弘扬造福文化。今年以来，全市10大
重点景区累计投入8亿元建设各类文化旅游
项目。

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一批非遗项目得
到保护性开发。非遗项目乳山大喜饼因零散
生产、利润较低、对外知名度不高，该市从
制作、生产、营销等环节对其进行包装和整
合，使乳山大喜饼走工业化生产、品牌化营
销之路。总投资5000万元的老胶东古玩字画
城原先只经营古玩、字画、奇石等项目，乳
山对其提升改造、融入创意经营理念，将其
打造成“创意乳山产业园”，引进了礼品设
计、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高端文化创意企
业和创意机构，打造成一处文化创意产业聚
集平台。

发力十大领域 推动集群发展
乳山端出文化产业发展一揽子计划

□张环泽 张严新 报道

11月5日，在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道庄村顺欣服饰有限公司车间，河湾村村民于新凤正
在忙着加工海尔集团工作服。冬闲时节到来，台儿庄区农民就业办及时组织全区60多名优秀来料
加工经纪人，远赴义乌、青岛等地，接下了3000余万元的加工订单，让全区农民坐在家门口打工
挣钱，变冬闲为冬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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