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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健 通讯员 徐凯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25日，“沭水东调”应

急调水工作正式启动。综合考虑日照市当前水
情和用水需求，计划从12月25日至明年3月25
日实施应急调水，调水量为4000万—5500万立
方米，调水流量保持7立方米/秒左右，历时3
个月。同日上午，日照市水务集团召开新闻发
布会，对“沭水东调”的建设情况、应急调水
方案及后续工程的建设进行了解读。

“沭水东调”工程既是日照现代水网规划
的骨干工程，也是全省雨洪水资源化利用的重
点工程，已列入全省雨洪水资源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并作为2014年度优先实施项目，加以重
点推进。

对于工程的总体方案，日照市水务集团董
事长、党委书记韩立明介绍说：“工程利用现
有河道将沭河水系的青峰岭、小仕阳、峤山三
座大中型水库地表水送至莒县沭河莒州橡胶
坝，经明渠、暗管接隧洞，输水至东港区三庄
河，由三庄河输水至日照水库，调水线路全长
88 . 325公里，其中明渠0 . 444公里，暗管3 . 913公
里，隧洞18 . 368公里，利用天然河道65 . 6公
里，设计调水能力30万立方米/日，最大调水
能力86 . 4万立方米/日，批复概算投资6 . 98亿
元，设计工期3年。”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日照市首次提出从莒
县调水的设想，到今天开始实施应急调水，
“沭水东调”工程历经17年，终于从构想变成
现实，正式肩负起向市区调水的使命。“特别
是去年以来，日照市连续遭遇枯水年，“沭水
东调”工程实现应急调水，对于解决当前以及
长远城区供水水源不足，提高城市供水能力，
保障明年城市用水安全和全市经济社会健康稳
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韩立明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沭水东调”工程已完
成计划投资约5 . 12亿元，全线共完成土石方开
挖74 . 8万方；浇筑混凝土2 . 81万方；消耗炸药
897吨。

会议现场，记者了解到，隧洞施工标段，
是整个“沭水东调”工程重要控制性节点工程
之一，也是工程难点之一，整个输水隧洞工程
（含支洞）全长22 . 908公里，打破了我省单体
最长的地下深层长距离输水隧洞工程纪录。

据了解，12月21日，日照市召集“沭水东
调”工程应急调水专题会议，研究确定了工程
应急调水方案。对于调水的具体方案，韩立明
介绍：“先从小仕阳调水4000万立方米，调水

过程中根据天气形势、日照水库需水量、城市
用水需求等动态变化情况，适当调整用水量；
同时加快实施墙夼水库向小仕阳水库调水工
程，如需增加调水量，从墙夼水库向小仕阳调
水1500万立方米，再通过‘沭水东调’工程调
至日照水库。实施调水后，小仕阳水库剩余水
量2600万立方米左右，基本满足莒县用水需
求。”

对于水价方面，参照日照市其他大中型水
库调水原水价格，“沭水东调”工程原水价格
暂定为0 . 2元/立方米。水资源费按0 . 4元/立方
米的标准执行，按照引水闸取水点引水量计量
收费。

考虑到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一些企业经营面临不少困难，日照市政府为支
持企业发展，经研究决定，本次“沭水东调”
工程应急调水因输水损失以及从墙夼水库调水
增加的调水成本（0 . 49元/立方米），由市财
政进行补贴，工业用水价格暂时不作调整。待
“沭水东调”工程竣工并正式投入运行后，由
日照市物价部门据实审核确定工程建设和运行
成本，实行工业用水综合水价。

为保障应急调水顺利进行，日照市政府已
经成立了应急调水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应
急调水相关事宜的组织协调，东港区、莒县、
五莲县政府负责各自境内相关协调事宜，组织

沿线各乡镇进一步加大环境治理、污染防治和
水源保护力度，确保应急调水期间水质安全。
同时，应急调水期间，全市将加强应急调水期
间输水河道、管线安全管理和防护，确保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工程安全。

截至目前，整个“沭水东调”主体工程已
成完成，后续还将进行引水渠节制闸基建设备
安装和装饰工程、地下输水隧洞二衬后施工、工
程钢筋混凝土管顶进工作井封口等续建任务。

此外，日照市水务集团将于应急供水结束
后对剩余工程进行开工，预计明年8月底前全
面竣工，届时基本建成日照区域水网骨干网
络，打通城市供水大动脉。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23日，记者从日照市国

土资源局不动产登记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日照市区市民可于12月28日起，到日照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颁发《不
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明》。

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全面
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
能转变方案的重要内容。2014年11月21日，市
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日照市人民政府职能转
变和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将土地登
记、房屋登记、林地登记、海域海岛登记等不
动产登记职责整合到市国土资源局。11月13日
市政府印发《日照市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方
案》，明确了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目标、原则、
范围和实施步骤及时间安排。

为提高效能，从体制上推动不动产登记工
作，今年11月30日，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印发
《关于市区不动产登记职责和机构整合的通
知》，在市国土资源局单独设置不动产登记管
理科，负责指导全市地籍地政管理、不动产登
记管理工作；组建不动产登记中心，整合市级
与市辖区国土、房产、农业、海洋、林业主管
部门现有不动产登记机构和职责，负责具体办
理市区各类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

日照市不动产登记分“过渡发证期——— 数
据整合期——— 正式运行期”三步走的技术路
线，即2015年底实行过渡期发证，2016年底实
行数据整合发证，2017年以后正式运行。

目前，日照市区（含东港区、岚山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山海天旅游度假区、日照国际
海洋城）市民可于2015年12月28日起，到日照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各类不动产登记业务，
颁发《不动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证
明》。

据了解，不动产统一登记实施后，原各类
不动产权属证书停止发放。在12月28日之前依
法颁发的各类不动产权属证书，按照国家规定
的“不变不换”原则继续有效，权利不变动，
证书不更换，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转移登记
等登记时，更换为新的《不动产权证书》和
《不动产登记证明》。

另外，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小产权房问
题，发布会上也予以了明确解答：不动产登记
是依法保护不动产所有人权利的法律行动，不
可能登记任何不合法的东西，所以小产权房不
能予以登记。

整合国土、房产等部门的不动产登记职能，2017年后正式运行———

日照启动不动产登记

1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直属业务部：日照
市政务服务大厅二楼，咨询电话：8717058；
2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东港业务部：日照市东
港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咨询电话：8222923；
3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岚山业务部：日照市国
土资源局岚山分局，咨询电话：2611179；
4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发区业务部：地矿鑫
园，咨询电话：8360209；5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山海天业务部：日照市山海天政务服务中心，
咨询电话：8316327；6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海
洋城业务部：日照国际海洋城办税服务厅，咨
询电话2950079。

17年后，解渴的沭水来了
◆12月25日“沭水东调”工程正式启动应急调水

◆计划调水量为4000万—5500万立方米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宋百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农业部第五次农产品地理

标志登记专家评审会结束，日照市申报的莒县黄
芩、莒县丹参、五莲小米顺利通过评审，加上今年
第四次评审会评审通过的莒县南涧小米，今年日照
市共有4个产品通过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专
家评审。目前，全市农产品地理标志10个，登记面
积70万亩。

通过政府主导、部门推动、政策引导、市场拉
动、企业参与等措施，日照着力培育特色农产品产
业发展。经过近几年的不懈努力，全市果茶菜烟桑
中药材等特色农业生产总面积突破150万亩，东港区
和莒县被授予食用菌“全国优秀生产基地县”，西湖
镇（食用菌）、小店镇（绿芦笋）被评为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乡镇，后村镇（茶叶）、果庄镇（油桃）、峤山镇（大
姜）被评为山东省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在参照国家标准和地方行业标准的基础上，结
合日照实际，组织专家先后制定了日照绿茶、绿芦
笋、丹参、滑子菇等41个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操
作规程。同时，依托农业技术推广系统、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搞好农产品质
量标准技术的推广服务，将生产标准应用到实际生
产中，2015年新认定省级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40
家，全市瓜菜果茶食用菌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148
个，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达到70%以上。

依托资源优势，采取“政府搭台、企业唱戏”
的方式，加快推进农产品产销对接。今年4月，市政府
组团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茶业暨茶艺博览会，并举
办了高规格、大规模的“日照绿茶”宣传推介活动，现
场签订购销合同、协议、意向3360余万元。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22日，日照市新建8个泊位

通过省专家组验收，正式对外开放。8个泊位岚山
港区7处、石臼港区1处。其中包含30万吨级泊位一
处，10万吨级、7万吨级泊位各两处，4万吨级、2
万吨级、5000吨级泊位各一处。

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复苏放缓、国内经济形势
下行压力加大、周边港口强势竞争的形势下，日照
市围绕港口转型升级，聚力“一带一路”配套建
设。在巩固港口联盟、组建集装箱发展公司、设立
综合保税区、中韩自贸区日照片区、设立中亚物流
园区和通关中心的基础上，先后与新疆乌鲁木齐、
喀什、阿拉山口等口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重点
发展海铁联运、拓展集装箱外贸航线。

“港口口岸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带动日照市临
港工业、加工贸易和物流业的快速发展，而且对鲁
南地区以及路桥腹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进
作用。建设大型专业码头为钢铁、石油产业的发展
搭建了平台，为建设和打造江北原油进口基地奠定
基础，同时也为港口转型升级创造了条件。”日照
市政府副秘书长汪运鸿说。

据悉，2014年，日照口岸完成货物吞吐量3 . 52亿
吨，居全国沿海港口第8位，世界第12位。今年1—11
月港口吞吐量完成3 . 3亿吨，同比增长1 . 62%，集装箱
完成261 . 1万标箱，同比增长15 . 7%。预计全年港口吞
吐量将突破3 . 8亿吨，集装箱将完成280万标箱。

日照新增8处

对外开放泊位

特色农业生产总面积

突破150万亩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12月26日，日照市图书馆

（新馆）正式开馆，面向大众
开放，众多市民涌进新馆开始
了自己的体验之旅。

据悉，日照市图书馆（新
馆）按照国家一级馆标准建设，
总投资3 . 5亿元，2015年建成启
用。馆舍面积3 . 2万平方米，地
下一层、地上三层，是一座设备
先进、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大型
综合性公共图书馆。馆内设置
了少儿借阅区、老年借阅区（视
障阅览区）、学术报告区、报刊
阅览区等20个服务窗口，阅览
座席1200多个，馆藏文献60万
册（件）。该馆全年免费对外开
放，免费办理借阅证。实行全开
架借阅，通过外借、阅览、检索
咨询、讲座报告会等形式，为广
大市民提供高效优质的公共文
化服务。图为一名市民在向志
愿者咨询图书借阅相关事宜。

日照图书馆

（新馆）正式开放

6处办理地点：

□栗晟皓

西湖烟雨是莒县莒州八景中莒州外八景之
一。据记载，在莒城西郊，明代之前，这一带是
湖水碧波连天的西湖，南北长约6公里，东西宽5
公里的水面，在阳光的照耀下，水波荡漾、波光
闪闪；在雨雾笼罩下，西湖周围迷迷茫茫，若有
若无，非常奇妙。西施无论是浓施粉黛还是淡描
娥眉，总是风姿绰约；西湖不管是晴姿雨态还是
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元末于钦在《齐乘》中
写道：“莒之西湖，名闻齐鲁。”后来，由于地
震和大水，昔日的西湖大部分已经变成了良田。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西湖旧址附近的柳青河一度
被化工企业排放污水污染，沿岸居民苦不堪言。
2013年，城阳街道决定对柳青河进行综合整治，
结合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特点，打造国家4A级旅
游景点，重现当年西湖烟雨胜景。12月24日，笔
者来到莒县城阳街道对柳青河综合治理开发情况
进行了采访。

不出县城体验都市农业

感受田园生活

农业公园是利用农村广阔的田野，以绿色

村庄为基础，融入低碳环保循环可持续的发展
理念，将农作物种植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一种
生态休闲和乡土文化旅游模式。

近日，笔者来到柳青河畔的柳青垂钓园，
虽然进入冬季，但仍然有10多位钓鱼爱好者在
池塘两边垂钓，不时有三五斤的大鲤鱼被钓上

岸。购票入园后，在规定时间内钓的鱼都属于
垂钓者本人。如果不想要可以市场价格卖给垂
钓中心。为让钓友们玩得更开心，垂钓中心还
提供鱼类深加工服务，让游客第一时间品尝到
自己的劳动果实。

在不远处的大湖农业示范园内，火龙果树
整齐地种植在大棚中，翠绿的枝叶鲜红的果实
娇艳欲滴。一进大棚，一股温暖潮湿的暖流扑
面而来，放眼望去火龙果挂满了枝头，满目的
红果绿叶一扫冬日的严寒，让人感觉仿佛来到
了一个春天世界。从去年开始，景区开展了火
龙果采摘游活动，让北方人不仅见到南方的热
带植物，还吃到了最新鲜的热带水果。市民在
城里就能感受到田园生活，享受采摘乐趣。现
在，来农业公园采摘、垂钓已经成了莒县市民
生活的一种时尚。

综合整治

臭水河变成了香水湾

柳青河位于日照市莒县城西，当地居民也
忘记了从何时起，过去清澈的河水开始由清变
浑，气味越来越重，河里鱼虾绝迹，一到夏季
蚊蝇成群臭气熏天，周围居民苦不堪言。不用

说是来河边玩耍了，就算是行人路过也会快马
加鞭。

2 0 1 3年开始，城阳街道决定着手治理柳
青河，把绿水清河还给市民。经过两年的努
力，现在的柳青河已是今非昔比。河水清澈
透明，河边绿树成荫，居民以前避之不及的
臭水河现在成了周末休闲旅游度假的旅游胜
地。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城阳街道还
有更大的“野心”，计划锦上添花，把柳青
河打造名为“西湖烟雨”的国家4A级农业主
题公园。

为此，城阳街道投资40余万元，聘请具有
省级资质的河北纳迪旅游规划设计院进行规划
设计，已编制完成西湖烟雨农业公园开发修建
性详细规划。项目区规划总面积2380亩，其中
陆地1600亩、水域780亩，共规划建设“一带、
五区”，即柳青河滨水景观带，综合服务区、
葡萄文化体验区、西湖烟雨休闲区、特色果疏
采摘区和精品农业游赏区。

跳出农业做农业

打造4A级国家旅游景点

西湖烟雨农业公园将按照国家4A级景区建

设标准，建成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将项目打

造成为以休闲农业为特色的日照市首家“农味

儿”十足的郊野休闲农业公园。

近年来，农业采摘游、农耕体验游等农业

旅游业态蓬勃发展，农业公园作为休闲旅游农

业、文旅农融合的综合体，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追捧。围绕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致

富，城阳街道立足柳青河优越的交通区位、丰

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文化底蕴，本着保护与

开发并重，文化和旅游结合、农业与旅游并进

的思路，凸显生态自然，准确定位、高端规

划、分步实施，努力打造集现代农业、采摘体

验、科普示范教育、生态景观、乡村旅游于一

体的农业公园。

公园一期工程将在2016年底完成，园内部

分设施现已对游客开放。目前，志昌葡萄采摘

园、火龙果采摘园和休闲垂钓园已初具规模，

先后组织举办了“葡萄科技观光采摘节”、

“浪漫七夕节”、“迎中秋、共团圆”、垂钓

比赛等活动，2 0 1 5年接待游客人数达2 . 8万余

人。二期工程2020年完成。届时，景区游客接

待能力将达到50万人次。

从臭水沟到国家级旅游景点的华丽转身
莒县城阳街道打造国家4A级旅游景点

莒州八景之一西湖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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