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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 5亿元“护湾行动”成效渐现：面积恢复性增加，水质持续改善，经济带升级

海湾生态建设的“胶州湾样板”
青岛首创

海洋经济金融专营机构

□ 本报记者 肖 芳

改革开放以来，被称为青岛“母亲湾”的
胶州湾由于近岸海域迅速开发，滩涂填海规模
扩大，面积由1928年的560平方公里，缩减到
了2006年的362平方公里。全市每年超过3亿吨
生产、生活废水的排入，更让胶州湾水质堪
忧。

面对日益严峻的湾区生态环境，自2010年
起，青岛市启动了胶州湾海洋生态综合整治，
以地方立法形式，对胶州湾实施最严格的永久
性保护。如今，青岛市对胶州湾各项治理工程
累计投入资金超过67 . 5亿元。胶州湾水质状
况得到持续改善，面积恢复性增加约25平方公
里，生态海湾、美丽海湾初见端倪，为全国海
湾生态建设提供了“样板”。

划定保护控制线，

胶州湾不再“缩水”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保护胶州湾，立法

是第一步。自2010年起，青岛市连续出台了多
部关于胶州湾的地方法规。

2010年，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和海洋开
发利用底线。

2012年，出台《胶州湾保护控制线》，明
确胶州湾保护控制线的界址，保护控制线范围
内严禁任何围填海行为，不得进行与生态资源
环境保护无关的各类建设，逐步拆除已有的虾
池鱼塘堤岸，恢复滩涂和水域。

2013年，印发《胶州湾岸线整理保护三年
行动计划（2013—2015）实施方案》，明确了

责任分工和时间进度。
2014年9月1日，《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

例》正式实施，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对胶州湾
实施最严格的终极性、永久性保护，把胶州湾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党委书记、局长于成
璞表示，根据这些地方法规，胶州湾保护控制
线的划定长度为203 . 8公里，围合的水域面积
达370 . 6平方公里。“这是打响‘胶州湾保卫
战’的合法依据。”

以这些法规为准绳，青岛市对保护控制线
内已批实施的跃进河口蓄洪围海工程等4个填
海项目，进行清理，恢复了海域原貌；投入资
金1 . 42亿元，将4000余亩虾池收回，并全部
拆除；拆除养殖网箱4万多个，清理恢复海域
面积1400亩，发放补助资金4911万元……

通过严格的立法控制，胶州湾面积逐年递
减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据统计，围填海面积
由“十一五”期间的11 . 2平方公里，减少到
“十二五”期间的2 . 3平方公里。特别是2013
年划设胶州湾保护控制线以来，通过规范用海
项目、实施退池还海等工程，胶州湾面积恢复
性增加约25平方公里。

海陆统筹治污，

优良水域面积超六成
除了面积的不断缩小，困扰胶州湾的另一

大难题是水体污染。
据青岛市环保局介绍，胶州湾污染物主要

来源于城市生活、工业生产、农业农村和海水
养殖等方面。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青岛全

市共排放各类废水4 . 7亿吨，其中约70%流入
胶州湾；城市生活排放约占废水排放总量的
80%。

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污。青岛市对大沽
河、墨水河等河流进行了综合整治，实施了海
泊河污水处理厂改扩建等17项重点整治工程，
使得污水直排现象得到有效封堵，环胶州湾流
域的尾水全部达到一级A排放。

城市生活污水方面，全市建成污水排水管
网4800多公里，环湾区域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
15座，总处理能力114万吨/日，处理标准全部
达到一级A标准，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到
90%。

工业污染方面，实施46个工业废水污染治
理再提高工程，对41家重点纺织染整企业进行
提标改造，整治规范企业排污口276家，对36
家直排海企业限期接入市政排水管网，转移搬
迁染料厂、啤酒麦芽厂、海晶化工等一批工业
企业，市区工业污染排放对胶州湾的影响逐年
下降。

农业污染方面，2012年以来争取国家资金
4亿元，连续三年开展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示范
试点，已建成乡镇污水处理设施42座、污水管
网364公里，新建改建沟渠39 . 7公里，增加农
村污水日处理能力1万吨。

在上述多重治污举措下，胶州湾水质近年
来得到持续改善。青岛市环保局的监测数据显
示，目前湾内二类以上（即良好以上）海水水
质覆盖面积占比，由2010年的57 . 2%上升至
2014年63 . 4%；四类以下（即较差以下）海水
水质覆盖面从2010年的31 . 1%下降至2014年
17 . 4%。

打造生态海港，

湾区经济带升级
遏制水域缩小、斩断入湾污水，只是胶州

湾综合整治工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环湾区域建绿道、划定湿地保护

区、迁出老港区干散货等行动表明，青岛市正
努力将胶州湾打造成为生态文明新海湾，同时
谋求湾区经济带的转型升级。

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介绍说，早
在2009年，青岛市就在胶州湾内划定3600多公
顷的水域，建立了全市首个海洋特别保护
区——— “胶州湾滨海湿地省级海洋特别保护
区”。多年来，保护区被“精心呵护”，不允
许任何名义的工程建设，力求保护原貌，维护
湿地动植物资源的丰富性。

2011年6月30日，青岛跨海大桥和胶州湾
隧道同时通车，结束了“青黄”不接的历史，
塑造出拥抱胶州湾的大青岛城市框架，湾区经
济带迎来发展新契机。

2014年，青岛市将环胶州湾岸线整治工
作，升级为环湾绿道建设，计划投资102亿
元，建成长度约197公里的环胶州湾绿道。截
至目前，已建成绿道约21公里,累计完成投资
约14亿元，环湾地带生态风貌焕然一新。

去年以来，青岛港将煤炭、矿石等干散货逐
步迁出老港区。今年5月29日，青岛邮轮母港正
式开港运营，满载2000多名游客的天海“新世
纪”号邮轮从这里起航。具有120多年历史、以传
统装卸为主的青岛老港正在华丽转身，湾区经
济带在向邮轮经济转型过程中迈出了一大步。

□记者 李剑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规划（2015-2020年）》（征求意见稿），提
出加强电子商务领域信用建设。推行电子经销
商责任主体、质量声明和先行赔付制度，由电
商主体首先承担商品质量安全责任。严厉查处
电子商务领域制假售假、虚假广告、以次充
好、传销活动、商业诈骗、侵犯知识产权、服
务违约等欺诈行为。

建立健全电子商务企业客户信用管理和交
易信用评估制度，加强对电子商务企业自身开
发和销售信用产品质量监督。

网店将实行实名制度。建立电子商务主体

信用档案，健全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及相关从业
人员信用档案制度，将银行信贷、合同履约、
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相关信用信息纳入电商
信用档案，加强信用信息的交换共享。推行电
子商务主体身份标识和信息公开披露制度、网
店实名制度、网店产品质量认证制度，开展电
子商务网站可信认证服务工作，推广应用网站
可信标识。规范电子商务企业信用信息记录、
披露、采集、共享、利用和存储等行为，打击
内外勾结、伪造流量和商业信誉的行为。对守
信经营的电子商务主体给予支持，对失信主体
予以警告或实施行业限期禁入等惩戒措施。

规范电子商务企业信用信息使用。加强对

电子商务企业开发和销售信用产品的使用范围
和使用权限的监督与规范，依法保护相关用户
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权。

推动信用评价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完
善电子商务信用服务保障制度，推动信用调
查、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保险、信用支
付、商账管理等第三方信用服务和产品在电子
商务中的推广应用。

建立生产经营单位产品安全和质量信用档
案。加强各类生产经营主体生产和加工环节的
信用管理，建立生产经营单位产品安全、质量
信用档案制度、健全质量信用信息收集与发布
制度和质量信用报告发布制度，动态记录、更

新和维护发布企业安全生产、产品质量等方面
的信用信息情况，通过质量信用信息平台依法
及时向社会公布生产经营者质量信用记录，披
露和曝光安全生产和质量失信企业的违法违规
行为。建立质量信用报告、失信黑名单披露、
市场禁入和退出制度。建立产品质量异地查处、
产品质量信用信息异地和部门间共享制度，联
合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经营等失信行为。

加强对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农产
品、农业投入品等涉及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产
品在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信用管理，加大
监督、监测和抽查力度，建立相关责任主体和
从业人员安全信用档案。

我省加强电子商务领域信用建设，建立信用档案

商品质量出问题电商先担责
□通讯员 万鲁岱 任志法 报道
本报定陶讯 去年以来，定陶县进行精准化识

别，多形式开展扶贫工作，加快了贫困户脱贫步
伐。去年全县实现减贫25095人。

2014年，定陶县共识别出重点扶贫村163个，
其中省定重点扶贫村72个，贫困户6 . 3万户，人口
19 . 1万人。识别出的扶贫村、户全部录入了电脑
管理系统。72个省重点扶贫村、20720户贫困户、
47668名贫困人口纳入了国家扶贫开发建档立卡信
息平台管理。编制了贫困人口分布、重点贫困村分
布、扶贫项目实施分布等三张扶贫地图，为扶贫攻
坚工作有效开展奠定了基础。

多形式开展扶贫工作。因村因户精准施策，对
帮扶对象逐户走访，因户制宜开致富方。根据不同
镇村资源优势和农业发展现状，发展畜牧养殖业、
种植业和加工业，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特别
是以规模化为重点，在“一户一法、一村一品、一
乡一业”上求突破，不断扩大种植、养殖业规模，
形成基地化生产、网络化服务、一体化销售的良好
格局。

□ 叶 婧

对马铃薯种植户田伟来说，今年他不必再
为一天一变、忽上忽下的马铃薯收购价格而提
心吊胆了，因为他给自己种的225亩马铃薯买
上了目标价格保险。

记者近日在滕州市姜屯镇见到田伟时，他
正在地里忙着给马铃薯浇水。“自打立春种下
它们，天天都来地里照看着，等的就是上市时
能卖个好价钱。”田伟说。

滕州市是连续多年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全国最大的二季作马铃薯产区，被命名为

“中国马铃薯之乡”。田伟地里的露地马铃薯，因
成本较低、操作较为简便而受到种植户欢迎。

但每年6月中下旬，由于露地马铃薯大规

模成熟、上市带来的价格波动，以及受年景影
响的价格差异，一直让像田伟这样的马铃薯种
植户坐立不安。“打开秤那天开始，一天一个
价钱地变，有时候两个相邻的村，收购价都不
一样。要是挖出来的一天没卖完，隔了夜，价
格就更低了。”田伟告诉记者，去年马铃薯价
格不景气，上市期间平均收购价仅为1 . 1元/
公斤，他平均一亩地亏了2700多元。

但今年，田伟就不再担心马铃薯收购价格
过低会让自己“血本无归”了。滕州市物价局
局长孔凡臣告诉记者，为增强农民抵御市场价
格风险的能力，滕州市今年开展了马铃薯目标
价格保险试点，露地马铃薯种植面积达10亩以
上的种植户和种植基地均可参保。据统计，滕
州市露地马铃薯种植总面积为5万亩，预计参
保面积将达4万亩，约占露地马铃薯种植总面
积的80%。

“根据前三年滕州马铃薯平均收购价格情
况，我们把今年的目标价格定在1 . 7元/公
斤。”孔凡臣说，在春季露地马铃薯集中上市

的6月10日到6月30日期间，市场实际平均收购
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则投保的种植户将能获
得最高800元/亩的保险金。

根据滕州市物价局公布的实施方案，马铃
薯目标价格保险试点的保险费为64元/亩，其
中由政府补贴80%、种植户自担20%，即财政
补助51 . 2元/亩、农户承担12 . 8元/亩。“我
们还在全市各镇街设置了40个马铃薯价格监测
点，确保准确全面了解全市马铃薯价格行情，
提高价格监测质量。”滕州市物价局价格管理
室工作人员唐浩说。

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我国农业保险经营创
新不断加强，已在20个省市启动主要口粮作
物、生猪和蔬菜目标价格保险试点。唐浩告诉
记者，与以往一些农产品价格保险旨在保障供
应、稳定销售价格不同，滕州正在试行的目标价
格保险是以给农民托底、保障民生为目标的。

据了解，自4月27日马铃薯目标价格工作
正式启动以来，仅一周多的时间，滕州露地马
铃薯参保面积已达1万余亩。 (据新华社电)

财政补贴80%，种土豆有了保险
◆滕州试点土豆目标价格保险，规

定：收购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时，投保的种

植户将能获得最高800元/亩的保险金。

定陶精准化识别
多形式扶贫

□徐兆鹏 胥志忠 报道
利津县明集乡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带

动作用，引导群众推动农产品优化升级，发
展品牌农业，全乡已建设标准化蔬菜大棚700
个。图为泰丰农业科技示范园内，村民在包
装刚刚采摘的新鲜蔬菜。

近日，市民在威海市文登区大溪谷婚庆
博览园拍摄婚纱照。

威海市文登区近年来打造集婚俗文化、
休闲娱乐、风情体验等功能于一体的大溪谷
婚庆博览园，吸引各地新人到此举办婚礼或
拍摄婚纱照。

□李静 刘珅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记者从青岛市蓝办获悉，近日浦

发银行蓝色经济金融服务中心在青岛成立，这是国
内金融行业首家服务海洋经济的金融专营机构。该
金融服务中心主要紧密围绕“海洋资源开发”与
“海洋空间利用”两个领域，为蓝色经济区海洋经
济一、二、三产业的重点行业提供产业链上下游全
流程创新服务。

据介绍，蓝色经济金融服务中心将在海洋能
源、海洋生物、海洋装备制造、海洋科技、海洋物
流等细分行业形成特色化产品体系和服务方案，积
极支持海洋经济发展。该专营机构的成立，为蓝色
经济区海洋前沿技术研发投入提供保障，促进我省
海洋经济加快发展，将起到积极的创新推动作用。

□记者 刘 珅 报道
本报莱芜讯 记者从济莱协作区建设办公室获

悉，日前济南大学与莱芜技师学院联合办学签约仪
式举办。根据双方合作协议，以后学生在莱芜技师
学院上学，将有机会拿到济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颁
发的专科毕业证书。

此次联合办学涉及机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
与维修、会计、烹饪工艺与营养、酒店管理与旅游
服务、金融管理与实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专
业。

招生面向初中生和高中生，初中生学制四年，
高中生学制三年。双方共同制订适合社会需求的人
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等。所招收学生
接受济南大学和莱芜技师学院的双重管理，通过修
读济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相关学历教育课程并通过
莱芜技师学院的实践课考核，获取济南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颁发的毕业证书和人社部门颁发的职业资格
证书。

据悉，联合办学协议签订后，将从2015年下半
年开始招生，每届招生名额约300人。

济莱两高校

签联合办学协议

□记者 刘 珅 通讯员 刘昌勇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记者从威海南海新区获悉，日前

威海南海新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已启动建设，位于小
观镇的起步区已初具雏形，率先栽植的100亩大棚
葡萄今年秋天起可收获。

据了解，目前已经种植的葡萄有金手指、夏
黑、红宝石等四个品种。葡萄园已规划建设春大棚
80亩、冬大棚20亩。为将来发展休闲采摘游，园区
内同步硬化了路面，并规划建设了停车场。

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引领示范、群众参与的方
式，威海南海新区正打造集富硒果园、绿色杂粮、
精品蔬菜、农耕体验、休闲垂钓、养生“百草园”
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计划将环海路以北4万多亩
土地，规划成示范起步区、推广培育区、规模发展
区三大区域，采用分阶段开发的方式，用6年的时
间完成现代农业的发展。

具体操作方法上，南海新区采取土地流转的方
式，将农民原本的土地经营权转让出来，引进现代
农业企业进行经营管理，并吸纳当地农民发挥技术
优势从事种植等生产活动，发展规模经营的现代农
业。

威海南海新区

开建现代农业示范区

□刘 珅 魏 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由日照港油品码头有限公

司、中国华信集团合资成立的日照金砖油品储运有
限公司60万立方米油库二期工程已进入土建施工阶
段。

该项目依托日照港岚山港区中区2座30万吨油
品码头、1座10万吨级油品码头及日照瀚坤能源有
限公司油库一期项目，投资额约60175万元，占地
面积约198亩，具有原油和燃料油的仓储、装船、
管输、装火车、装汽车功能，主要用于向腹地企业
提供原油和燃料油的储存、中转服务，设计年周转
量600万吨/年，预计明年6月建成投产。

据了解，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港口仓储
服务功能，推进港口油品仓储、保税等现代物流业
务快速发展。同时，对降低客户物流成本，满足腹
地石化地炼企业的市场需求，促进临港石化产业经
济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日照港60万立方米油库
二期工程开始土建施工

农业龙头项目

带动农民增收

□新华社发

东营9项目

将获省财政补贴

□记者 刘 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日前获悉，东营市9个

项目入选今年我省太阳能集热系统财政补贴项
目建设计划，包括东营市第一中学、垦利县康
利老年公寓等入选项目，年内建成并通过验
收，即可获得资金补助。

据了解，《山东省太阳能集热系统财政补
贴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是我省2014年出台
的一项针对太阳能集热系统扶持政策，扶持对
象主要针对高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基础教
育学校，公共医疗卫生机构和敬老养老机构等
公共领域机构。办法规定补贴标准为基础教育
学校日产热水每吨补贴7500元，其他院校日产
热水每吨补贴4500元，公共医疗卫生机构日产
热水每吨补贴4500元，敬老养老机构日产热水
每吨补贴7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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