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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申 红 马桂路
本报通讯员 李云亮

3月13日，家住章丘市明水街道明四村的

刘兰香带着孩子去爬山，家门口的胡山林场郁

郁葱葱，满眼绿色。山脚下的荒坡上，新植的

松树正在逐渐成林。刘兰香告诉记者，胡山林

场是章丘市的重要森林公园，连续几年来一直

在造林，去年和锦屏山、七星台组合在一起成

功申报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造林增绿为城市“颜值”加分

“原来唐冶山的上山道路崎岖不平，除了

树之外都是石头，基本没人来。”3月14日，

家住唐冶西村的房振兴到唐冶山健身，指着修

好的上山路对记者说，“还铺了很长的鹅卵石

路，走起来脚底很舒服，唐冶新区终于有了可

以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近日，记者来到历城区唐冶新区的唐冶山

得知，自2013年唐冶山山体公园绿化建设以

来，2014年3月完成全部绿化栽植，现在已经完

成一期绿化工程，整个工程预计2015年年底完

工。

唐冶山在正在崛起的唐冶新区中心，以前

曾遭到破坏，附近市民缺少一个文化健身休闲

的场所，所以唐冶山在设计之初标准就很高。

包括基本完成的休闲健身区在内，加上预计今

年完工的历史文化及服务区、春季游赏区及管

理区、山体保护游览区、主题景观区、自然游

憩区共六大功能区。今年，唐冶山就将升级为

山体公园，成为东部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2014年3月，济南市委、市政府召开城区山

体绿化专题会议，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城区

山体绿化工作的意见》，山体绿化三年行动开

始启动，将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和长清大学

科技园范围内126座山体建设规划分为2014年、

2015年、2016年和2017-2020年四个阶段。因地

制宜、适地适树、分类规划，确定不同山体绿

化模式和建设方案。

按照规划，济南计划到2016年消除绕城高

速内荒山。济南市财政统筹整合破损山体治理

专项资金、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资金、城市

园林绿化建设资金8000万元，采取以奖代补方

式，专项用于城区山体绿化建设。

记者了解到，2014年度，济南完成城区山

体绿化提升17座、山体公园12处，启动破损山

体治理12处，完成总投资3 . 9亿元，城区山体绿

化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城乡一体打造绿化精品

2014年12月14日，在国家林业局组织的
“2014年度拟设立国家级森林公园专家评审会
议”上，省林业厅提报的“山东章丘国家森林
公园”全票通过专家论证评审。2015年1月9
日，国家林业局作出决定，准予设立章丘国家
级森林公园，定名为“山东章丘国家森林公
园”。

3年创建之路，自此一锤定音。章丘成为
全省为数不多的兼有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级
湿地公园的县（市）之一，森林、湿地公园建
设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章丘市在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活动中，植

树总量一直名列前茅，现在已造林24万多亩，

荒山绿化面积在山东来讲也比较靠前。”章丘

市林业局局长马宪宏告诉记者，章丘作为“小

泉城”，是旅游强市，在国家森林城市创建

上，也秉承打造绿色精品，丰富旅游生态的理

念。章丘成功创建国家森林公园不仅成为章丘

的靓丽名片，也为济南市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提

供了有力支撑。

打造一批规模大、档次高、有特色的绿化

精品，让广大市民共享生态建设成果是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的要求。济南市政府与县（市）区

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分别签订了创建国家森林

城市任务责任书。林业、城市园林、发展改

革、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国土资源、水利等

部门根据各自职能，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推

进创建工作有序开展。经过5年努力，全市新

增城市绿地2226万平方米；整治破损山体30

座；主要交通道路实施高标准绿化；河流、水

库、湖泊等水系周边实施水系生态绿化；推进

南部山区造林、北部平原风沙治理、湿地恢复

与保护等7大林业工程建设，完成新造林107万

亩，建设章丘市国家森林公园等35处，新建济

西、玫瑰湖、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17处。商

河县荣膺“全国绿化模范县”称号。

高标准打造好山好水好风光

利用市民家门口的山体资源，为市民打造

休闲健身的山体公园，是今年济南市园林局的

重要工作之一。而卧虎山山体公园正位于市中

区历阳大街以南，紧邻阳光舜城小区，是周边

居民重要的休闲健身场所。14日，记者看到如

今的卧虎山东侧，已告别过去光秃秃的石崖

面，而是被山体景观所取代。在卧虎山东侧主

入口向上几十米处，济南市园林局林场还修建

了一个占地近1200平方米的小广场。广场上栽

植了法桐、柿树、五角枫等树种，满足市民游

客的休闲健身需求。

记者了解到，今年济南市还将进一步加大

城市绿地、山体绿化和绿色廊道建设，大力开

展城市绿荫行动，加快裸露土地绿化、街道绿

化、庭院绿化和公园建设，建设绿色生态隔离

带，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统筹推进重点区

域、重点部位绿色通道建设和水系绿化，实施

科学绿化、高效造林，打造一批规模大、档次

高、有特色的绿化精品，让广大市民共享生态

建设成果。

经过5年的努力，济南市已基本搭建起城

市森林生态体系的基础和框架。济南市政府出

台了《关于加快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创建工作的

意见》等政策文件，5年来共投入创建资金140

亿元。其中市级投入资金50多亿元，县（市）

区安排创建资金10多亿元，争取国家和省支持

资金5亿元，引导社会资金投入70亿元以上。

今年，济南市财政统筹整合国土、林业、

园林资金1 . 2亿元用于山体绿化工作，其中8000

万元作为市级奖补资金。计划安排完成山体绿

化26座，其中山体绿化提升10座，绿化面积
6000余亩；建设山体公园16处，绿化面积5000

余亩。总投资约3 . 7亿元。将进一步加快荒山

造林绿化步伐，提高南部山区保持水土、涵养

水源等生态功能。

5年投入140亿元创建资金，今年将迎接国家林业局核查验收

济南年内冲刺国家森林城市
自2010年以来，章丘市已经累计山区造林14 . 2万亩，作为济南市创建国

家森林城市的重要一环，山体绿化在整个济南都作为一个重点工作，2014年
度济南完成城区山体绿化提升17座、山体公园12处。

记者从济南市林业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济南市森林覆盖率、城区（含
县市）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分别达到35 . 2％、40 . 2%和11 . 3平方
米，各项指标均已达到和超过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的要求。济南市已被国
家林业局列为今年国家森林城市核查验收的城市。

□记者 牛远飞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3下午，济南市槐荫区张

庄路广友茶城一家经营台湾茶的商户忙活起来，

老板黄朝宏来自台湾省南投县，他高兴地把“文

明诚信商户”的牌子摆在店面显眼位置，还仔细

地擦着牌子，他告诉记者：“得到这个奖项我感

到非常光荣，对我们经营商户来说，这就是活

‘广告’，牌子要亮堂得勤擦，最重要的还是靠

行动。”

据了解，从2012年开始，该区在广友茶城启

动“文明诚信商户”和“工人先锋号”评选活

动。活动启动以来，受到了600多家商户的积极

响应和热情参与，“文明诚信商户”已经评出了

131户。

槐荫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评

选活动依据日常巡查记录、月度计分、顾客投诉

等情况，经活动领导小组研究，确定了40家“文

明诚信商户”和10家“工人先锋号”。

槐荫40户商家

获评文明诚信商户
目前共有131家获此殊荣

□记 者 牛远飞

通讯员 冯文花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3月9日从济南市槐荫区园

林部门了解到,为防控城区扬尘污染,改善城区环

境，今年将对党杨路、220国道、担山立交、腊

山立交等交通干道，以及老屯小区、桃园北区、

匡山东西大街等小区的裸露土地“见缝插绿”。

据了解，今年槐荫区围绕国家森林城市创

建、大气污染防治“十大行动”等重点工作，将

实施11项城市绿化行动，打造生态城区。这11项

绿化行动涉及山体公园建设，裸露土地绿化，道

路绿化建设提升，城市出入口、街头绿地、节点

建设提升，屋顶绿化，打造城市美化花卉立体造

型，开放式社区整治提升，绿化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

其中，将在腊山公园山下再建4万平方米游

园，铺设山路2000米，对山体西侧断崖提升整

治。据悉，去年，该区已经将腊山东入口处原来

破旧的房屋全部拆除，建起了4万平方米游园。

为了给附近居民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该

区将对这一游园西侧部分房屋进行拆除，再建4

万平方米新游园。

槐荫启动11项

城市绿化行动
腊山公园山下再建4万平方米游园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黄佳杰 报道
如何教育孩子是很多家庭十分关注的问题。3月15日，历下区图书馆“尼山书院”邀请著名文化学者张嵚在该区文化中心对古代国学大

师们的家庭教育经进行讲解，吸引了不少家长及孩子前来听讲。张嵚从大师们的家庭和教育为切入点，围绕着“悦国学”话题，从孟子的成
长到汉明帝的童年，再到王通的寒门生涯和“熊孩子”王阳明，讲述不同家庭和不同大师的成长经历，许多家长均表示示受益匪浅。

“悦国学”课堂历下开讲

□记 者 申 红 马桂路

通讯员 周中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3月15日，记者从济南市政

公用事业局获悉，济南市将申报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济南市规划选定大明湖兴隆片区作为试

点片区，在两年内实施43项整治项目，并将玉

符河济西湿地片区作为推广片区。2020年实现

调蓄雨洪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少于70％、试

点区不低于75%，对应控制设计降雨量为23 . 2

毫米，控制径流总量为951万立方米，初步建

成“海绵城市”。

据了解，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

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

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

城市建设主要包括城市水系统、城市园林绿地、

市政道路、绿色建筑小区及能力建设五大系统。

济南因“泉”而生，济南名泉已入选中国

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中国唯一，世

界著名”，是济南乃至国家的名片。正是这座

与水结缘的城市，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

五龙潭四大泉群，赋予了这座城市海绵一样的

特质。济南通过建设海绵城市，就是要构建现

代雨水控制利用系统，解决泉水枯竭、洪涝多

发、水源不足、水质污染的问题。

近年来，济南市委、市政府通过不断提高

城市防洪排涝减灾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缓解城市水资源压力工程建设，积极打造以修

复自然水生态体系为重点内容的工程建设，最

大限度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

化，促进雨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也为

全力争创海绵城市试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天降甘霖要留住更要用好，有效利用雨水

解渴泉城。

济南城区属于北方坡地与平原构成的复合

型城市，典型的季风性气候，年降水量只有

600—700毫米，人均水资源只占全国人均水平

的七分之一，为典型的资源型缺水城市。随着

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市水资源

管理面临严峻挑战。建设海绵城市，是济南客

观现实的迫切需要。

据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工作人员介绍，济

南市将选定大明湖兴隆片区作为海绵城市建设

试点片区。该片区总面积39平方公里，北到经

十路，西到英雄山，南到南部山区分水岭，东

到佛慧山一带。济南市计划利用两年时间，主

要实施河道整治、公园绿地建设、透水路面改

造、小区综合提升、地表水转换地下水、危旧

管网改造等43项整治项目，全面建成后，污水

集中处理率、再生水利用率分别达到98%和

25%，供水管网漏失率下降到10%，为全面铺开

海绵城市建设积累经验。

济南市还将62平方公里的玉符河济西湿地

片区作为推广区，进一步推广海绵城市的理念。

目前，由市长挂帅、分管市长为副组长、

各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组织领导机构现已成立，

办公室设在济南市政公用事业局。为保障海绵

城市建设，济南市将从财政收入中，专门拿出

专项资金，并与财政收入同步增长。同时，加

大市场运作力度，采取PPP模式，着力解决资

金筹措难题。值得一提的是，与海绵城市相关

的城市水系统、园林绿地系统、道路交通系统

等专项规划已编制或修编完成，为海绵城市建

设提供政策支持。

调蓄雨洪水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少于70％，控制径流总量951万立方米

2020年初步建成“海绵城市”
□记 者 马桂路

通讯员 袁致甲 曲晓明 报道

本报章丘讯 3月13日，章丘市工业经济工

作会议召开，记者了解到，章丘市今年在全市组

织开展“工业转型发展攻坚年”活动，组织实施

传统产业提升、新兴产业壮大、成长性企业培

育、科技创新引领和企业素质提升“五大”工

程。在提升工业规模效益、优化产业结构、增强

创新能力、品牌建设等方面进行重点突破。章丘

市委书记江林说，章丘市要力争年内新登记市场

主体5500户，新增规模企业45家以上，力争3年

内培育销售收入过300亿元企业1家，过百亿元企

业1家，过亿元企业350家。

2014年，章丘市实施了“个十百”和“小进

程”工程，加快企业梯次培育、错位发展。2014

年，章丘市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58家，总数达

到564家；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到282家，利税

过千万元企业达到300家。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

现销售收入1522亿元、利税171 . 2亿元、利润96 . 5

亿元，超额完成年度任务。2014年章丘市全年实

施工业项目147个，完成工业投入209 . 8亿元，同

比增长23 . 9%，华云机电、三齐能源等52个项目

竣工投产。其中，实施技改项目82个，完成技改

投入119 . 2亿元，工业发展后劲明显增强。

与山东省内外先进地区相比，章丘市无论总

量规模、还是企业单体规模，差距都比较大。主

导产业中尚没有“千亿元产业”，而龙头企业中更

是缺乏“百亿元企业”，“群山无峰”现象较为突出。

“2015年章丘将把培育市场主体作为工业经

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章丘市委常委、副市长王

斌说，2015年，章丘市将实施传统产业提升、新

兴产业壮大、成长性企业培育、科技创新引领和

企业素质提升“五大”工程，更加重视科技引领

和市场培育，并将在政策服务上给予更有力扶

持。

章丘力争3年内

培育350家过亿元企业
年内新登记市场主体5500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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