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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安站记者 刘 涛
潍坊站记者 石如宽

日照站见习记者 秦 洋

青云湖畔曾像“战场”

东濒青云湖畔，一座占地180余亩的新广
场跃然湖滩之上，孩子们在这里玩耍，老人
们在这里听戏，就连难得清闲的年轻人也跟
随着音乐扭动身姿跳跃在广场之上，这里就
是2013年竣工的滨湖广场，一个极具人气的
地方，现已成为新泰有名的地标之一。

然而这繁华的背后，你一定没想到这里
曾经的面孔。几年前，一个名叫管家洼的村
庄还盘踞于此，村子不大，仅有226户人家，
人们依水而居，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生活。

可就是这种生活方式却让紧邻的青云湖
遭了殃。村子建在斜坡之上，人们日常的生
活污水大都顺势流进湖中；人们为谋生计，
在湖中采用网箱养鱼的方式生产，可未料到
鱼的粪便、残饵会对水体产生较大污染；这
还不算什么，更可怕的是上千家餐馆饭店环
绕湖四周，饭店的污水排放对水质的影响可
想而知；如果再倒推二十年，这里曾石灰窑
遍地，黄烟弥漫，湖岸周围坑坑洼洼，新泰
市建设局副局长鲍怀增形容当初治理时的情
形，“就像战场一样”。就这样，这片原本
清澈的湖水一点点被蚕食。

废旧河滩变公园

“现在好了，一切都变了。”鲍怀增
说，通过十多年的努力，青云湖周围环境正
趋向变好。现在管家洼226户村民全都搬离原
址住进了楼房，湖周围的饭店不见了踪影，
曾经网箱养鱼的湖泊变成了水源保护地，就

连历史遗留的坑洼也用土填充了起来。现在
人们在原址上兴建了滨湖广场，绿树伴红
花，你连过去的一点踪影都找不到。

“这既利用了滩涂，又美化了城市，一
举两得。”鲍怀增说，这种将滩涂变绿地的
绿化方式，是新泰近年来较为推崇的一种造
林模式，且在现实中应用广泛。

从滨湖广场向南几里，有一座占地960
亩，投资2 . 4亿元的清音公园，这是目前新泰
最大的公园，已成为当地有名的景点。

由于景色怡人，许多年轻人选择在这里
拍摄婚纱照，不少父母带着孩子选择来这里
游玩，据工作人员介绍，高峰时，公园每天
接待游客量达4万人次。

但你依然想不到这个风景秀丽的公园曾
是一片废旧河滩。据了解，当年横亘于此的
是一座溢洪道，在青云湖修建时，溢洪道向
东改建，这里便成了废弃的河滩。鲍怀增回
忆说，当时河滩上有大小不等的水坑，是渔

民用来养鱼的鱼池，后来鱼池废弃了老百姓
又栽上了树，废旧的河滩一直没有得到有效
利用。

2010年，清音公园开始破土动工，经过
一年多的建设，公园终于在960亩的河滩原址
之上被建成。

据了解，公园保留了河滩上原有的树
木，并将原先的废旧鱼池改造成一座座现代
浅水池，甚至连园中的奇形怪石也是从工地
上的废石料改造而来，可谓将废旧物品的再
利用实现了最大化。

一河一景新景观

这边是围绕一片湖的改造，那边是关于
一条河的整改，一河一湖交相辉映，相得益
彰。这一河指的就是平阳河。平阳河贯穿新
泰南北，沿岸是修葺一新的绿地公园，从南
往北，依次是平阳河滨水景观带、罗马广场

和平阳河公园。其中，平阳河滨水景观带属
于新建，总投资7000万元，包括滨水广场、
体育之星广场、儿童乐园三大主题广场，香
木榭、青莲阁、云云亭等主要景观，区内各
种乔木、灌木、花草数以万计，游之令人忘
返。

新泰市园林局副局长张敏介绍说，将平
阳河两岸的空间充分利用起来，将原先光秃
秃的滩涂栽上树，种上花，形成“一河一
景”的景观布局。

现在的新泰已成为国家园林城市，城区
光大型公园就有十多处，形成了山、水、城
自然融合的城乡绿化体系，到2014年底，建
成区的绿化覆盖率已达到45 . 5%。

与此同时，为了提升绿化率，全市46家
具备通透和绿化条件的沿街单位实施拆墙透
绿，使庭院绿化变成了街道景点。截至去年
年底，全市已有143家单位被评为花园式单
位，位居全省县级市前列。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20 . 4平方米 花园式单位居全省前列

脏乱滩涂成绿地 废旧河滩变公园
◆走在新泰的街道上，你会

有一个感受，想不到一个县级

市居然能把绿化搞得这么好，

截至去年年底，新泰的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已达到20 . 4平方米，

形成了“人在画中游，车在绿

中行”的道路绿化景观。

□ 潍坊站记者 都镇强
济南站记者 马桂路
淄博站记者 程芃芃

垃圾沟成景观池塘

“我们村现在多干净，有树有水不比城
里差。”5月17日，新泰市翟镇柳家庄村村民
朱树青告诉记者，63岁的他一直在村里住，
村子之前环境很差，雨天泥水路晴天扬尘
路。柳家庄的变化得益于新泰市推行的乡村
文明行动。新泰市将乡村文明行动、城乡环
境综合整治、生态文明村创建三线并进，乡
村文明行动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7月份
全省群众满意度调查中，新泰提高了20个名
次，位列全省第8位。

当日近中午，记者又来到翟镇柳家庄
村，映入眼帘的是一处宽阔的文体广场，以
及一片载着各式绿化树木的小树林。村党支
部书记朱树武告诉记者，文体广场、小树林
以及池塘所处的位置原先是村里最脏乱的地
方，池塘更是原先村里的垃圾池。

“村子脏乱差，村民有意见，但此前村
上没钱，没有能力带领大伙整治环境。”朱

树武说，在新泰市“双千双万”连心工程帮
扶下，村子下定决心整治卫生环境，一条街
一条街地修排污沟，将垃圾沟治理成了景观
池塘，将废弃地建成了5000平米休闲广场。

村村建有主题广场

柳家庄村的变化，是新泰市开展乡村文
明行动的一个缩影。在乡村文明行动中，新
泰市确定了确定了“十化、六有”建设内
容，即：实施道路网化、街道亮化、乡村绿
化、河塘净化、墙面美化、庭院街道整洁
化、休闲娱乐广场化、污水排放集中化、垃
圾收集长效化、村规民约制度化“十化”工
程，推进有好班子、有好产业、有好设施、
有好秩序、有好载体、有好风尚“六有”建

设。
随后，记者来到了新泰市泉沟镇乡村文

明建设示范区。这一示范区是由东刘村、西
刘村等8个村组成，每个村都建有主题广场。
记者穿行于这8个村的大街小巷中，街道两侧
多是鲁中南地区典型的青砖红瓦结构民居，
部分房屋飞檐翘角，颇具特色；而且昔日堆
放村民家门口的柴禾堆等都难寻踪迹，村内
街道虽不宽但都已硬化。

环境好不好，垃圾处理很重要。新泰市
逐步建立了“户分类、村收集、镇清运、市
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目
前已实现全覆盖。同时，新泰市先后投入
5400余万元，配置了垃圾压缩转运站、运输
车、垃圾箱等设施，完善了日常管护机制，
城乡生活垃圾实现了即产即清、日产日清。

文明育民是重中之本

村庄环境变化仅是乡村文明行动的一部
分，文明育民更是重中之本。新泰市广泛开
展“我学习、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实施“书香新泰”工
程，推行中华经典诵读、行为箴言传诵、道
德行为评议和“讲孝道、讲诚信、讲节俭、
讲互助”系列教育活动，组织“新泰好
人”、“道德模范”评选，开展“最美农
家”、“师德标兵”、“文明机关”、“诚
信企业”创建活动，着力培育“德润平阳、
文明新泰”道德文化品牌。

“我们目前33个村全部建起了道德讲
堂，设立了“四德”榜，共计评选出村级“四
德”模范500名，好媳妇、好婆婆等320名。”
泉沟镇相关负责人说。柳家庄村也连续五年
开展咱村好人及好媳妇好婆婆评选，并将当
选的好人事迹制作宣传片在该村广场播放。
同时，一直坚持节假日期间每晚在广场播放
爱国主义影片及道德教育片。

“看到好人事迹上了大屏幕都很羡
慕。”朱树青说，她们晚上跳广场舞之前，
都会认真观看大屏幕上播放的好人事迹。

街道整齐划一 “三大堆”难寻踪迹

新泰农村面貌“新”了

□ 泰安站记者 刘培俊

5月17日，新泰市西张庄镇东白沙村，
千亩苗木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三五成群的
工人正在苗木下除草。

“苗木种植除了对土壤条件要求苛刻，
还要求土地集中连片成规模。我跑了好多地
方，唯独西张庄镇能给我提供这么好的条
件。”谈及土地流转的好处，新泰市鑫泉园
林工程有限公司基地经理赵庆亮告诉记者。

“全村有1120亩土地，目前百分之九十
的土地已经流转出去了。不仅每年为村集体
增加30万元的收入，还能带领村民致富，实
现了村集体与村民的共赢。”东白沙村支部
书记范清川说，流转一亩地，村民可获得
900元至1000元的土地流转费用，另外，还能
返回自家土地当工人。

“俺村百十口人在这里当工人，一年大
约有1万多个工时，每位工人每月工资收入

1000多元，这比以前强多了。”东白沙村一
村民告诉记者，以前在他们地里不管怎么
刨，一年也没刨出几个钱，遇到天旱绝收，
成本都收不回来。

而更让东白沙村村民高兴的是，该村在
西张庄镇区的新楼房马上要交房了，用不了
多久，农村人就会转变为城里人。“旧村改
造腾空的土地用于流转，我打算承包下来，
扩大苗木种植规模。”赵庆亮说，借助交通
便利的优势，他计划将苗木基地改造为苗木
观光基地，发展绿色旅游。

流转土地后，当地村民获得了大田管理
红利，进而实现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
生产，提高了产值。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当地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土地流转为基础新型
城镇化建设，西张庄镇走出了一条居住社区
化、设施功能化、产城一体化“三化”联动
的发展道路。

农民进了城，居有定所了，但靠什么生

活呢？此问题的突破点就在于西张庄镇产业
园区的建设。西张庄镇依托新泰市经济开发
区新区，将腾空的建设土地用于发展新型工
业。

在住友富士电梯项目基地生产车间内，
鲜见工人忙碌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百十台
工业机器人。“数控激光切割机、数控冲床
等加工设备都是全自动的，只需要专业人员
设置好程序即可。”住友富士电梯项目负责
人说，作为全市首家电梯制造研发中心，泰
安市首家生产制造载客、载货电梯的骨干项
目，可实现年产各类电梯6000余台，实现销
售收入5 . 6亿元，利润3200万元，税收5000万
元。

“跟住友富士电梯项目一样，西张庄镇
目前多达15个项目，5000多名村民就地转化
为产业工人，实现了离土不离乡、就地城镇
化。”西张庄镇党委副书记牛长征告诉记
者。

“流转”出来的富民经

□日照站见习记者
秦洋 报道

清音公园由废旧
的河滩改造而成，总
投资约2 . 4亿元，总
占 地 面 积 6 2 . 8 6 公
顷，其中陆地占地
48 . 39公顷，水域面
积14 . 47公顷，绿地
占地39 . 03公顷。

如今，公园集文
化娱乐休闲景观为一
体，是新泰市仰山观
水的最佳去处。

图为5月17日，
市民在休闲游玩。

□泰安站记者 刘培俊 报道
▲鑫泉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基地经理赵庆

亮(中)，正在查看红叶小檗长势情况。

□日照站见习记者 罗从忠
本报新泰讯 “我刚刚开除了一名职工。”5月

17日，在占地7000亩山东泰茶“良心谷”产业生态示
范园内，负责人刘孝平目光坚定。为什么？原来这
名员工是来自周边村庄的农民，他自行在园区边缘
上种了一排小葱，为了除虫喷洒了农药。

“我们的茶叶种植生产流程都是按照‘欧盟双A
认证’标准,是绝对不能施用化肥、农药的。”刘孝
平解释说，“再过几天，欧盟签发的有机转换产品
认证书就能拿到了。”

5月16日上午，在产业园中央广场附近，停靠着
来自内蒙古赤峰市的三辆卡车，羊膻气夹杂着干草
味飘溢而出。卡车中装载的牛羊粪便和大豆杆将会
成为茶叶肥料的原料。“我们采取套种大豆连秧粉
碎后拌上有机粪发酵施肥，同时推广使用太阳能杀
虫灯、性诱剂、生物农药等绿色防控技术，保证产
品达到生态有机标准。”刘孝平介绍说，“一句
话，‘良心谷’的目标就是要中国的老百姓吃上
‘良心茶’！”

“经过对全国茶叶种植产区及产品研究分析，
农药残留等问题成为我国茶叶发展的瓶颈。”刘孝
平谈及种植“良心茶”的原因，并介绍道:“我们在
2013年成功种植705亩基础上，2014年又发展4700亩，
计划截至2016年发展茶叶种植面积1 . 7万亩。这么多
茶叶都同样采用有机化生产。”

山东泰茶“良心谷”产业生态示范园内，白
茶、黄茶等有机名茶长势喜人。“不仅是常见名
茶，我们还规划无性繁育正山小种、冻顶乌龙、龙
井43等有机品种茶叶。”除了茶叶种植，示范园内配
套建设茶博园、茶艺园、茶叶加工厂，形成完善的
茶叶产业链。在产业链下游开展精品制茶、旅游观
光、休闲品茶、欣赏鉴茶，“值得一提的是，还要
同步建设300亩茶叶猪养殖区。”

“我们引进了日本茶叶猪饲养技术。”据刘孝
平介绍，“良心谷”将茶叶采摘发酵，再添加有机
粮食作物制成饲料。这些饲料将用于饲养优良品种
的猪。“肉品口感良好、品质上乘，质量超过欧盟
双A级质量标准，填补了我国茶叶猪市场的空白。”
刘孝平自豪地说，“2015年进行实验性养殖，2016年
形成3000头-5000头存栏量。根据有机茶叶生长周期
及市场品牌建设，达到万头存栏量规模。”

良心谷：让老百姓
喝上“良心茶”

◆2013年以来，新泰市坚持乡村文明行动与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生态文明村创

建同步推进，提出了“十化六有”具体实施标准，按照“点线面结合，连点成

线，联线成片”的思路，先行打造以生态文明村、乡镇驻地村为重点的示范村、

达标村，让各村学有榜样、赶有目标；以205国道、蒙馆路、济临路等14条干道为

轴线,连线打造乡村文明长廊；以相对集中的8-10个村为片区，连片打造乡村文明

园区。

特别报道

□东营站记者 李广寅 淄博站记者 杨淑栋
泰安站记者 曹儒峰 报道

本报新泰讯 “能制造这种500KV电缆产品的企
业国内仅有三家，我们在整个电缆市场中的竞争优势
是不言而喻的。”5月17日，在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
山电缆有限公司(鲁缆公司)的生产车间内，一条比胳
膊还粗的电缆线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企业副总
经理王彦春在介绍这款产品时也显得格外有自信，嗓
门都比之前大了许多。

在新泰当地人眼里，鲁缆公司是一家老企业，也
是一位“新朋友”。1966年，该企业的前身山东电缆
厂在新泰市成立，自那时起，企业便一步步加快走上
了创新路，以致于跻身110KV以上高压交联电缆市场
占有率行业前三位。2014年，鲁缆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35亿元，同比增长15%。对于快速壮大的原因，王彦
春说，除了企业加快国内外市场布局、调整营销模
式、市场结构外，最关键的还在于他们不断创新，推
动了产品升级，让企业牢牢“锁”住了市场竞争力。

在新泰，创新的活力随处可见。在山东新巨丰科
技包装有限公司，一个小小的液体食品包装却蕴含了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吸引了伊利、完达山等多个国内
知名乳制品企业签订供货合同；在山能重装集团新汶
分公司，有波兰支架研发基地、瑞典掘进机研发基
地、德国半导体激光器研发基地等合作研发团队的支
持，让山能机械成为了国内唯一一家可独立装备千万
吨作业面的煤机企业……一个个创新企业的迅速崛
起，让新泰市戮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理念也逐渐浮
出水面。

面临资源枯竭的危机，发展脚步不能停滞。以城
市转型为主线，新泰开始培植壮大接续替代产业、加
强生态环境建设，以期改变“一煤独大”的产业结
构。为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新泰市立足现有产业
基础、发展背景和转型方向，确立了培植煤电化、高
端装备制造2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和现代物流、战略新
兴产业2个500亿级产业集群的目标。

新泰以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为平台，启动实施了
总投资60亿元的等量替代180万吨冶金焦项目，新上
续建宏胜化工固化剂、科塞尔催化剂等一批绿色化工
项目，初步形成了“煤-焦-电-热-化”多企联产、
全网循环的千亿级煤电化产业集群；建设实施了岳
华、天宝、东都三大煤炭物流基地，年动态煤炭物流
5000万吨，实现了煤炭产品买全国、卖全国，这让新
泰成为了全省煤炭储备基地、全国煤炭调剂枢纽，并
成功将煤炭资源的传统优势转化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新泰市加快了以输变电设备产业、矿山设备制造
再制造产业、起重机械产业为重点的高端装备制造业
发展，以创新精神引领，该市发展起51家规模以上输
变电设备企业，培育了67家规模以上矿山设备制造再
制造企业及46家规模性起重机械企业。

2014年，新泰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793 . 1亿
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341 . 7亿元，同
比增长了9 . 93%，并培育起2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
家省级以上专利明星企业，建成院士工作站7家、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2家，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9个。

创新成新泰转型
发展“永动机”

▲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内，工人正在操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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