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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 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仉佃方

3月9日，在寿光弥河东坝路绿化工程现场，一
台小型挖土机正在作业，工人们则在平整路面。

据了解，该工程南起洛新街，北接金光街，全
长2公里，总绿化规划约9万平方米，预计4月底前
完工。工程完工后，该处将成为小型湿地景观，景
观旁栽种绿化苗木。

据介绍，开工前的弥河东坝路，左侧为杨树林
带和河岸生态观光园，并有2米左右高差；道路右
侧为杂草丛生空地，凹凸不平，设计范围线外围分
布有住宅区。

“经勘察研究，我们最终确定了‘一轴、两
带、三节点’的绿化设计框架。”寿光市住建局园
林处主任杨大伟告诉记者，“一轴”为弥河东坝路
通过行道树的种植，形成贯穿道路全段的规整、统
一的轴线序列，“两带”为西侧杨树林带、东侧生
态林带，“三节点”为城市道路洛新街、纬四路、
金光街北与弥河东坝路交接点。

“设计打造疏密有致、自然野趣的生态林带，
加强绿地景观与周边建筑景观的相互渗透。”园林
处规划设计院工作人员张丽说，“用杨树、白蜡和
雪松作为纯净背景，色叶乔木、开花灌木作为前
景，湿生植物和观赏草类植物与生态凹地相结合，
形成自然野趣的景观。”

“面积较宽处补种花乔木，局部增加组景，形
成过目不忘的道路绿化景观。不同色彩的野花地
被，通过有节奏的重复出现，凸显热闹活跃的气
氛。”张丽说。

2010年，寿光启动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工
作。2016年1月，寿光获得“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称号，成为山东省唯一、全国首批7个成功创建的
城市。

“园林绿化作为城市唯一具有生命的基础设
施，在改善城市生态质量、提升城市形象、改善
人居环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杨大伟说，近年
来，寿光以创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
突出品质、民生、生态主题，大力推进生态园林
建设。

“寿光地处滨海平原，南部人多地少，北部土
地盐碱，立地条件差。”杨大伟说，近年来，寿光
围绕“树往哪里种、钱从哪里出、种后怎么管”的
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按照因地制宜、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对道路、河渠、
林网、村镇进行了高标准绿化美化。

据了解，按照集中开发、组团绿化、生态优先
的原则，寿光组织实施了双王城环库林场、小清河
生态林场等为主生态林场和荣乌高速、羊青路等绿
色通道建设，3年累计完成成片造林10万亩，总植
树株数达到2000万株。

“造林工程全部实行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包栽
包活3年。”寿光住建局园林处副主任侯庆元说，
“从规划设计到施工，全部选择有资质、有实力的
造林绿化公司，采用专业操作规程，确保成活率和
保存率。”

“城区绿化方面，老城区和新城区分别架起
‘一环、八园、九点、三横、八纵’和‘一带、四
园’的绿化框架。”侯庆元说，整个市区形成了
“500米服务半径”的绿化格局，让全民共享绿化
红利。

据了解，2011年，寿光开展了“城市绿荫行
动”，探索城市绿荫的立体化、互动式、多功能应
用，形成了林荫路、林荫公园、林荫庭院小区、林
荫停车场和立体绿化为一体的城市绿荫系统，减少
了城市“热岛”效应，方便了市民生活。

为让城市绿地不受破坏，更好地发挥载体功
能，2013年，寿光通过了首批永久性保护绿地和古
树名木资源分级保护两项决议，将仓圣公园、人民
广场等34块绿地、188株单株古树和2处古树群纳入
了分级保护范围，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破坏，对违
反规定者追究责任。

“以前，这路两边哪有树，都是钢筋混凝土，
连树荫都很少见。”在仓圣公园游玩的寿光市民魏
强说，“现在的市区，走到哪都是满眼的绿色，让
人心情舒畅。”

据了解，截至目前，寿光城市绿化覆盖率达到
44 . 89%、绿地率39 . 9%，人均公共绿地面积23 . 46平
方米，市区公园、游园数量达到60余处，形成了以
人为本、生态宜居、和谐互融、绿色共享的生态格
局。2016年，寿光计划投资4 . 14亿元，建设弥河上
游西岸滨河绿化、益羊铁路城区段景观一期工程、
羊临路绿化等38项绿化工程，新建、改建绿化面积
493公顷。

□ 本报记者 戴玉亮 石如宽

今年新学期一开学，在寿光市区上班的李
晓明、吕丽霞夫妇，就把女儿萌萌送到古城街道
弥景苑幼儿园就读。因为吕丽霞发现，在市区幼
儿园上了一学期的萌萌，并没有明显进步。而春
节回老家时发现，邻居家与萌萌一样大的孩子，
在弥景苑幼儿园学会了唱儿歌、表演小节目等，
变化很大。

“农村幼儿园再好，还能有城里的好？”带着
疑惑，吕丽霞走进弥景苑幼儿园，观察每间教室
和老师，和园长郑素荣交流。“我们被幼儿园的
办学条件和园长‘爱’的办园理念打动了，当场
决定让孩子在这里就读。”吕丽霞说。

来弥景苑幼儿园之前，吕丽霞已经考察了7
家市区和农村的幼儿园。吕丽霞说：“楼房、草
皮、教室、钢琴等，这些硬件和城里没有什么差
别，办园理念也更胜一筹。在农村就读，也没啥
担心的。”

记者了解到，古城小学、羊口中学、留吕小
学等，也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关键是农村的
教书育人质量提高了。”古城街道教育管理办公
室主任吉孟国认为，以前家长巴不得孩子去市
里上学。现在学生回来得心甘情愿，这是寿光高
质量均衡教育的体现。

特色项目成教学名片

3月8日，寿光洛城街道留吕初中电脑课上，
八年级二班的张瀚文做了一个1分钟的动漫，用
微信发给了妈妈。动漫上有妈妈洗衣服、采摘黄
瓜的照片，配着《世上只有妈妈好》的背景歌曲，
结尾处张瀚文用文字打出：妈妈我爱你。

“没想到孩子送给我这么别致的礼物。孩子
竟然会制作动漫了。”张瀚文的妈妈徐兰说。

虽然是一所农村初中，2012年留吕初中电
脑课就实现了学生人手一台电脑。“电脑课上，
没有一个学生打盹。”信息技术教师张金丰说，
得益于良好的硬件支撑，留吕初中七年级就普
及了动漫课。从2004年至今，该校年年有作品在
全国学生动漫大赛中获奖。其中，《小蚂蚁的故
事》获全国二等奖，《疯狂赛车》获全国一等奖。

“动漫教学已成为我校的名片。”留吕初中
校长李东旭说。

不仅动漫，留吕初中还有五子棋、足球、皮
划艇等30多个社团。2015年，留吕初中获得寿光
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素质教育实施先进单位
等称号。

校舍由平房改为楼房后，古城小学六年级
二班班主任王伟觉得，学生们各项活动都有了
场地。“48个座位的实验室有2间，还有2间科学

仪器室、准备室。学生想做的实验都可以亲手做
了。”王伟说。古城小学校长郑法军回忆：“以前
学生只能在教室做实验，最紧张的时候，甚至是
6室合一。”现在，古城小学不仅有专门的校史陈
列馆、德育展览室，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大教学提升教师素质

去年10月 , 在寿光市里上学的王旭回到
古城小学五年级一班。“上学放学有校车，中午有
午餐，还有大图书馆，我觉得这里很好。”王旭说。
王旭的班主任王红玉说：“最初家长担心王旭不
适应农村学校，结果他很快和同学熟悉了。”

如今，古城小学图书馆再次扩容，有2万册
藏书。记者在留吕小学看到，学校有多媒体教
室，音乐、美术、实验等器材配备齐全。硬件设施
达到省级示范学校的标准，留吕小学校长郎咸
民正谋划着教学质量的再次提升。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要做大语文、大数学、

大英语，同时整合小科目。”郎咸民说。
据了解，大语文涵盖语文教材与传统文化，

以及写字、阅读、手抄报、日志等。大数学涉及数
学教材，以及速算、巧算、七巧板活动等。心理健
康与环境科学融合起来，体育、安全和卫生整合
在一起，音乐、舞蹈、戏曲、美术等糅合起来。

“通过整合科目，每位教师要通晓多门知
识，因此必须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而学生也可
以掌握到更多的知识。”郎咸民说。

大年初七，节后上班第一天，古城初中就把
原来在教学楼两头的教师办公室放在学生教室
的中间。古城初中校长王云龙说：“方便学生找
到老师，老师也方便管理学生。”

去年底，古城初中与文家中学、田柳中学成
立教学共同体。七年级生物教师张美霞认为，通过
听评、调研，同行之间互相学习，提升教学水平。

办学理念得以张扬

“硬件可与城里学校媲美后，学校的办学理
念得以充分张扬。”吉孟国说。

刚入幼儿园时，总有孩子不想午睡。“老师，
我不想午睡。”“恩，那你来当监督班长好不好？
看看谁没有睡。”看着看着，这个班长就睡着了。

“老师，我想去中班，跟着姐姐一起学习。”
“好啊，你来吧。”在中班待了2天后，小朋友发现
自己不会玩儿，又要求回到小班了。

针对幼儿的入园教育，弥景苑幼儿园向老
师征集了100条锦囊妙计。“这都是老师细心观
察得来的经验，没有爱心，做不到这一点。”郑素
荣说，有了爱心，孩子们才有了愉快的幼儿园生
活。

留吕小学更注重育德树人，通过学生的自
主管理，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在该校，打
扫卫生、等候校车、上下楼梯、吃饭等，学生都有
小组长带头。郎咸民认为，自主管理调动了学生
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合作与独立能力。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 艳

“现在 ,儿子经常过来看我，还给我送饭
吃。”寿光市孙家集街道三元王村70岁的王成龙
说。前几年，王成龙从家里被撵出来，住在田间
搭建的一个简陋棚里。儿子不管不问，王成龙伤
透了心。

变化源自寿光去年开展的乡村儒学活动。
“大家都去学，回来都比着看谁更孝顺，他也坐
不住了，对我也好多了。”王成龙说。

去年12月27日，寿光市儒学讲堂开学典礼
在孙家集街道三元朱村开讲。“以‘孝道’为主题
的宣讲活动进村，贴地气、聚人气，让村民很受
教育。”孙家集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帅说。

“我以前就知道给老母亲买点东西就算尽
孝道。听了演讲后，才知道这只是尽孝的一个方
面。老师讲的养亲、敬亲、谏亲等都应该做到。”
孙家集街道彭家庄村的彭有社说。

3月6日，听完乡村儒学志愿讲师团的讲座
后，彭有社当天就叫回了在市区工作的儿子开
了个家庭会议，把对孝道的重新认识讲了一遍。

“儒学思想中的孝亲敬老、仁爱崇善、诚实
守信等理念，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王
帅认为，近些年，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社会
各个层面却面临着文化缺失和道德失调的危
机。特别是在农村，兼爱、忍让、包容、孝敬、诚信
等理念越来越淡漠，迫切需要对群众进行深入
持久的道德教育。

乡村儒学课堂开讲时，三元朱村村主任王

保泉注意到，没有说话的，没有接电话的，也没
有中途离开的，而到了文艺节目演出时，有人退
场。“这说明百姓知道哪头轻哪头重，大家内心
的道德素养被激发出来了。”王保泉说。

最初开讲时，担心没有人来听讲，各个村委
甚至想用小奖励吸引百姓来。“现在只要在村委

喇叭上吆喝一下，大家就自愿来参加。”孙家集
街道党工委宣传委员王兴奎说，孙家集街道范
于村原定42人参加，到场50多人。

在王保泉看来，有些人可能仅仅是听，但有
些人却把听到的作为标准比照着去做。

距离上次乡村儒学课堂学习已有一个月的

时间，三元王村党支部书记王万军还清晰记得
寿光市委党校教授李红讲的木碗的故事。

故事大意是：一对夫妇把年迈的双亲撵到
破旧的小屋，用小木碗送剩饭剩菜给老人吃。一
天，他们看到儿子也在刻木碗，等他们老了用。
这对夫妇幡然醒悟，开始好好孝敬老人，儿子也
转变了对他们的态度。

“宣讲很接地气，所举的例子也都是身边实
事，村民们学到了如何孝敬老人，村风和民风更
好了。”范于村村主任张永刚说。

“我们村王乐义书记经常对我们说，做人先
讲德,家庭孝为先。现在市里来了宣讲团，讲的
也是孝，我觉得让全体村民都来听听很有必
要。”三元朱村的王继成说，“这是对个人、家庭
和社会都有好处的一件大事。挣了钱不能忽视
孝，这样才能‘家和万事兴’。”

王保泉跟着继母长大。“继母一直对我很
好，现在我媳妇对她也特别好，经常给老人买衣
服。如果出差，别人的礼物可以不带，老人的礼
物一定要有。”王保泉说。

有一次王保泉12岁的女儿和小伙伴斗嘴，
气冲冲地回家了。“爸爸，你告诉我，我奶奶是不
是亲的？”女儿问。“孩子，我给你说什么是亲，什
么是不亲。你慢慢想，不要急于回答。好就是亲，
不好就是不亲。你觉得奶奶亲吗？”王保泉告诉
女儿。想了一会儿，女儿回答：“奶奶好，奶奶
亲。”

王保泉认为，道理很容易讲，关键在于家长
要做好，对孩子言传身教，才有说服力。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李 伟

走进寿光市生活垃圾发电厂，看不到烟囱
有浓烟冒出，也闻不到任何异味。

“生活垃圾通过焚烧发电，实现了无害化处
理。”光大环保能源(寿光)有限公司运营部副总
经理何宏立说。

据寿光市环卫处工作人员梁海涛介绍，寿
光城区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有300多吨，2011年
实施城乡环卫一体化之后，全市城乡每天的生
活垃圾达到700多吨。

传统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填埋，既占用土
地，也需较高的处理费用。何宏立认为，垃圾只是
放错位置的资源，利用生活垃圾发电，可以实现
垃圾充分利用，还可以节约填埋土地，一举多得。

2013年6月，光大环保能源(寿光)有限公司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落户寿光。2014年12月21
日，该项目正式投入运营并实现并网发电。现在
运营的为一期项目，总投资3 . 39亿元，日平均处
理垃圾达600吨，年发电量最高可达8000万度。

据介绍，发电厂的焚烧炉是密闭式的，燃烧
过程中不会对外界产生污染。内部温度达到850
摄氏度，保证了垃圾的充分燃烧。“焚烧后产生

的灰渣、烟尘等都经过无害化处理。拿焚烧过程
产生的废气来说，会进行脱硝、脱硫、活性炭吸
附等烟气净化处理，排放指标达到欧盟2000标
准，这是目前国际最高标准。”何宏立说，同时焚
烧时产生的气体、粉尘、炉温等相关数据，都会实
时上传到当地环保部门，由环保部门在线监测。

记者看到，垃圾发电厂还建有一个能容纳
20000吨垃圾的垃圾仓。该垃圾仓长43米深28米
宽23米。“垃圾仓既能存储垃圾，又能保证焚烧
炉物料的供应。”何宏立说。

垃圾焚烧后产生的炉渣怎么办？对于焚烧
垃圾产生约30%的炉渣可以用于路基垫层或生

产道板砖。焚烧产生的飞灰在厂区内螯合固化
并经浸泡试验合格后，使用密闭运输车辆运送
至项目配套的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以确保环
境安全。对垃圾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渗滤液，经过
生化系统及深度膜处理系统达到一级A排放标
准，进而实现回用冷却及景观湖补水。

据了解，生活垃圾发电厂运营以来，寿光垃
圾处理方式由全部依靠填埋变成了现在的焚烧
为主、填埋为辅，每年至少可以节约40亩填埋土
地。目前，寿光的生活垃圾就近运至设置的21座
垃圾中转站，经压缩后再转运到垃圾焚烧发电
厂进行无害化处理。

寿光生活垃圾，一年可发电8000万度

在硬件上消除了和市区的差距后，寿光农村教育发生逆转

去城里读书的孩子，回来了
春来好植绿

全民享红利

群众受教育 争着比孝顺

乡村儒学，唤醒“沉睡”道德

洛城街道留吕小学的同学们正在练习跳绳，准备迎接春季运动会。 □石如宽 报道

□石如宽 报道
孙家集街道在三元朱村青少年德育宫开展起乡村儒学教育活动。图为以“孝”为主题的文艺

表演现场。

□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报道

本报寿光讯 3月15日，记者在寿光市金海路
看到，路边的法桐树树干上绑着黄色的胶带。这是
寿光园林部门及早启动春季病虫害防控预案，对易
发虫害及早采取的措施之一。

据了解，每年的2月下旬至3月上旬，是蚧壳
虫、蚜虫、红蜘蛛等病虫害虫源控制的最佳时机。
这些花卉和树木上最常见的害虫，会吸取植物汁液
为生，破坏植物组织，引起组织退色、死亡，严重
时会造成枝条凋萎或全株死，有些种类还是传播植
物病毒病的重要媒介。

2月上旬，寿光园林部门就组织工作人员对城
区绿化苗木开展病虫害防治工作。寿光市园林处绿
化科科长王素珍说：“就拿蚧壳虫来说，我们园林
部门及早地对城区的法桐、毛白蜡、紫叶李等蚧壳
虫喜欢破坏的苗木，在离地面1米至1 . 2米地方缠上
5公分宽的胶带。蚧壳虫爬到胶带处就没法往上爬
了，然后园林工人用手碾死或喷洒一点低毒药物将
它们杀死。这样既防治了虫害的发生，还减少了药
物的用量，保护了生态环境。”

园林部门启动

春季病虫害防控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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