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程芃芃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杨永杰 刘鲁敏

马踏湖位于桓台县东北部，方圆96平方公
里，现有湿地核心区10平方公里。去年，马踏湖
国家湿地公园正式通过验收并对外公布，这是
淄博市首家国家级湿地公园。

景美了 重新成为鸟儿乐园

位于我省中部的马踏湖，相传是齐桓公号
召诸侯会盟时马踏而成，历史上水域辽阔，物
产丰饶，曾经是鸟类的天堂。桓台县起凤镇鱼
龙村村民巩本忠从小在马踏湖边长大，最大的
爱好，就是拿着相机到马踏湖边拍鸟。5月24
日，记者在马踏湖边见到了他，他告诉记者，过
去湖里鸟很多，像那种大尾鹰，在芦苇上用草
做窝。“我小时候只要到苇子里去，每次都能找
到三五个窝，那时候也不知道保护它们，拿个
鸟蛋就回去煮煮吃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生产队先是在湖里
种藕养鸭，又大面积围湖造田，马踏湖面积减
少近8成。上世纪80年代起，大量工业及生活污
水顺上游河道排入湖中，飞鸟一度销声匿迹。

近年来，桓台县下大力气对马踏湖流域进
行综合治理，实施了马踏湖湿地生态修复蓄
水、自然保护区湿地恢复等项目，对地形进行
塑造，通过栽植苗木、封湖育草、退养还湿，解
决湖区枯水期缺水、湿地面积逐年减少的问
题，提高了马踏湖防洪蓄水、补给水源、净化水
质的能力，促进了湿地公园多种功能的有效发
挥和可持续发展。

同时，桓台县实施马踏湖湿地鸟类救护、
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等项目，湖区内的生态系统
和动植物栖息环境得到有效保护，野生动植物
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马踏湖再现当年的秀
美风光，重新成为鸟儿们的乐园。

“现在湖里的鸟儿非常多，春天有凤头麦
鸡；夏天有白鹭、苍鹭等五六种鹭鸟；到了冬

天，连号称是‘鸟中的大熊猫’的震旦鸦雀也来
这里越冬。”巩本忠告诉记者，目前，湖区鸟类
有170多种，他实际发现过的就有127种。

鱼多了 传统技艺得以传承

夏天清晨的马踏湖，碧水蓝天，生机勃勃，
成片的芦苇簇拥着水面，摇曳生姿。12只鱼鹰
毋庸置疑地成为这片水域的主角，它们以放鹰
人的“小溜子”为中心，不断穿梭于水中，阵阵
涟漪渲染出一幅优美的鱼鹰捕鱼水墨画。

放鹰人叫宋述智，起凤镇华沟村人，已是
古稀老人，每天清晨，他都会划着被当地人称
为“溜子”的小渔船，载着自家的12只鱼鹰在湖
上捕鱼，一只只鱼鹰昂首立于船沿，犹如一个
个即将开赴前线的战士。“吆嗬嗬”“吆嗬嗬”，

伴随着放鹰人的一声声悠长的号令声，一只只
鱼鹰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宋述智从16岁开始放鱼鹰，他说前些年，
放鹰这个行当在马踏湖区差点彻底消失。“上
世纪八十年代，马踏湖周边有上千只鱼鹰，后
来因为污染影响了水质，鱼也很少了，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很少再有人愿意干
这个差事了。”宋述智介绍，马踏湖畔就只剩下
宋述智弟兄三个还依然用这种古老的捕鱼方
式，近几年老二身体不太好，只有他和76岁的
大哥宋述信还坚守着这个行当。

近年来，随着马踏湖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湖区水质明显提升，鱼也越来越多。虽然相比
在外打工，放鱼鹰是个苦活、累活，但宋述智老
人还是乐观地看到了希望，“现在放鹰的就剩
我和我大哥了，如今水好了，鱼多了，咱这个手

艺不能就这样失传了啊！”
宋述智的侄子今年50多岁，一直在外工

作，前几天回来告诉他，再干几年就回来接他
的班。听了侄子的话，宋述智感到一丝欣慰。

民富了 绿水青山变

“金山银山”
起凤镇华沟村紧邻马踏湖，为确保流入马

踏湖的水质安全，桓台县对华沟村200多家养
殖户的鸡舍、鸭舍集中拆除。养殖产业不能干
了，今后该如何发展？县里倡导村民把自己家
闲置的房子改造成农家乐，向游客开放。为了
避免旅游对水质的破坏，政府还给予相应补助
资金，对农家乐的厨房、厕所设施及污水管道
进行改造。

如今，华沟村已经有100多农户改行干起
了农家乐，今后，像华沟村这样的区域还将获
得省里的生态补偿资金。湖区群众越来越尝到
了吃“生态饭”的甜头。

马踏湖湿地保护区管理局湿地保护科科
长刘书永说：“生态环境的改善，除带来物种更
多样化，其经济效益也会逐渐体现出来，生态
红线附近的群众，不仅不会因为保护湿地而吃
亏，而且能通过绿水青山获得‘金山银山’。”

盛华园酒店旅游度假村董事长宋振涛是
华沟村人，原本只做印刷生意的他，2014年投
入七百多万元，在湖区做起了集美食、住宿、垂
钓于一体的餐饮项目。“俺看中的就是咱马踏
湖生态的持续改善，有了好环境，不愁生意不
红火。”宋振涛说。今年五一节，宋振涛的盛华
园仅4月30日一天，营业额就超过了5万元。

据了解，马踏湖湖区人口约有6万，良好的
生态环境让这里洋溢着富庶祥和的市井风情。
湖区有“渔屋子”、农家乐等特色餐饮160家，
2016年各类住宿餐饮企业总收入2．1亿元，在马
踏湖生态改善的带动下，今年1—4月，规模以
上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982．5万元，比去年同
比增长10．59％。

让碧水蓝天释放生态红利
桓台马踏湖湿地公园建成“国”字号，加速推动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肖璐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腾讯双创小镇是北方第一

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园区、街区、社区三区融合
新型小镇；联东生命健康产业国际小镇填补了
国内生物医药行业产城融合新型社区的空白。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青岛高新区不但找准了方
向而且已经抢先行动，日前，一大批签约项目
的落户彰显出青岛高新区产业新动能的活力。

1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田。“在上世纪70
年代，盐场因机械化生产树为全国标杆，然而
到后期，随着成本更低的竞争产品出现，盐场
产值开始下滑，渐成落后产能。”东风盐场厂长
兼党委书记吕良宏亲历了盐场几十年的发展

过程，也是青岛高新区建设发展的见证者。
2008年，青岛高新区开始建设，第一件事

就是淘汰盐业这一落后产能，着手发展富含
科技创新的新产能。经过9年的艰苦创业，昔
日的盐田荒滩已完成精彩蝶变。目前，全区
累计引进重点产业项目935个，总投资2176亿
元，成为全市创新创业的发展高地和宜居宜
业的投资福地。“当下，我区80个优质项目
集中落户，投资总额532亿元，这些项目完全
契合全区主导产业方向，引领性、创新性和
成长性都很突出。”青岛高新区工委书记王
作安如是说。

在北京联东集团常务副总裁梁环宇看

来，项目是体现战略目标的具体抓手，红岛
经济区确立的环境优美、创新创业两个目标
已经完全融入到联东这个项目里来。“我们
的核心就是培育生命科技企业，通过开发配套
打造一个功能形态完整的城市功能组团，而不
是过去单一的区块。”梁环宇介绍，项目总投资
约150亿元，总建筑面积400万平方米，以精准医
疗、生物医药研制、医疗器械、高端科技研发、
高端制造等为核心产业形态，配套建设生活居
住、商业、办公等业态形式，充分体现宜居宜
业、产城融合的小镇特色。

同样选择青岛红岛经济区的腾讯，除了
看中青岛先天的自然环境和产业基础，还认

为这里创新创业的大环境大氛围很好，不论
是区位优势还是产业空间上都有更大的潜
力，宜业更宜居。高新区管委副主任褚晓明
告诉记者，通过打造一个产业生态链来促进新
动能的形成是他们正在探讨的新模式，正如去
年引进高新区的华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12
家华为的生态伙伴来高新区考察，目前已有6
家签约，5月17日集中签的中软国际、大连金惠
也都是华为的生态伙伴。所以褚晓明相信，随
着腾讯双创小镇(青岛)项目、中兴研发中心、

“中国制造2025”青岛示范园等一批龙头项目
落地带动，青岛高新区将以此形成新动能的

‘项目库’，绘就新动能的‘施工图’。

抢先行动挖掘新动能

青岛高新区打造一流双创先导区

□记者 姜言明 郑莉
通讯员 付刚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7日，位于泰山经济开

发区的海天智能机器人研发生产基地及智能
康复体验中心项目，正在紧张建设。该项目
总投资8 . 65亿元，目前一期的实验室、研发基
地、生产基地已投入使用。

“我们致力于脑控医疗机器人等智能康复
产品研发，目前已在十几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
应用。”项目负责人说，“下一步，项目的二期将
规划建成康复辅具研究分中心、智能医疗设备
检验检测中心等四大中心。”

同“海天”一样，一批智慧医疗产业项

目已经陆续在泰山区超前布局。旨在建设全
国细胞储存中心库的诺莱再生医学项目由诺
莱生物(北京)有限公司，投资5亿元建设，以
组织细胞库、医疗大数据等为主营方向，开
展基因检测、癌症早测、细胞储存等业务。

“‘精准转调’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准确把
握产业发展趋势。”泰山区委书记赵斌说，“今
年，围绕实施‘服务业强区、工业兴区、农业特
区’三大行动，泰山区推行‘一压、两优、五增’，
即压缩房地产业，优化城市经济和工业经济，
增加金融保险、智慧医疗、乡村旅游、科技文
化、精品农业的规模和税收占比，形成产业多
样化支撑的新局面。”

泰山区进一步优化工业经济，延伸智能
制造、新材料等创新型、研发型产业链条，
加速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填补传统优势产业
的下滑“空缺”。目前，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研发生产项目、骏鸣新型建材装配研发生产
项目、鲁普耐特科技产业园(二期)项目、盛源
粉体高端低压开关柜体项目、高档毛纺染整
智能化车间改造升级项目等一大批项目快速
推进。其中，鲁普科技产业园项目运营后，
将成为国际先进的新材料绳网研发中心和亚
洲最大的高端绳网设备制造基地。

泰山区把金融保险业发展作为加快转型
升级的重要引擎，构建起配套齐全、布局合

理、功能完善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泰山宝
盛大酒店暨华安证券公司项目集金融保险、
总部经济、楼宇经济于一体，对于加速泰城
现代服务业发展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增”产业除了超前布局智慧医疗产业、
巩固发展金融保险产业，泰山区还凭借得天独
厚的自然和资源优势，在乡村旅游、科技文化
和精品农业产业方面先行迈步。高标准编制乡
村旅游规划，推进碧霞湖文化项目、绿城泰山
漫谷、石敢当小镇等重点项目，推动全域旅游
战略实施。投资150亿元建设绿城泰山漫谷项
目，以旅游度假、养老养生为主题，打造辐射省
会都市圈的泰山小镇。

高端产业项目发力精准转调

泰山区推行“一压两优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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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白晓 通讯员 杨举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9日，青岛市崂山区举行“市级

专家工作站”授牌仪式，青岛协同创新金融研究院等18
家企业获批成立青岛市专家工作站。目前，这18家工作
站已引进各类专家学者86人，研究方向涉及金融科技、
虚拟现实、生物医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专家工作站的考评中，青岛双瑞海洋环境工程
股份有限公司和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两家分获市
优秀专家工作站称号，依据相关政策，分别一次性获
得10万元资金补助。

自2014年开展专家工作站考核评估以来，崂山区
已有5家企业获批市优秀站点，2个企业获批优秀项
目，共获得市扶持奖励资金60万元。截至目前，崂山
区已建立市级专家工作站81家，引进各类专家学者486
人。专家工作站形成了“引来一个人才，带动一个项目，
吸引一个团队，催生一个产业”的格局。

崂山区新增18家
市级专家工作站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林世军 翟成新 报道
本报阳信讯 近日，中国畜牧业协会向38家具有

代表性的企业和区域扶贫模式，授予其“中国畜牧产
业扶贫优秀模式”的称号，旨在促进畜牧业企业在扶
贫攻坚中的带动作用。其中，阳信肉牛产业扶贫获
“中国畜牧产业扶贫优秀模式”殊荣。

发展特色畜牧养殖业是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之
一。“唱响阳信牛肉品牌，打造中国第一牛县。”阳信县
作为全国畜牧百强县、全国农业标准化肉牛示范县、全
国肉牛养殖暨畜牧科技入户示范县，肉牛产业在“真扶
贫，扶真贫”的脱贫攻坚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年来，阳信县通过“粮改饲”种养结合方式，
大力发展特色肉牛产业推动精准脱贫工作，打造产业
扶贫阳信经验，探索实施了“肉牛产业六大扶贫模式”，
即：土地流转脱贫模式(贫困户将土地流转给肉牛龙头
企业发展“粮改饲”养牛，农户通过土地出让金增收，实
现脱贫)；订单种植脱贫模式(贫困户与肉牛养殖场签
订订单农业种植回收协议，贫困户通过种植专用青贮
玉米实现增收脱贫)；企业务工脱贫模式；合同养殖脱
贫模式；买牛托管脱贫模式；合作养牛脱贫模式等。

阳信肉牛产业扶贫成

畜牧产业扶贫优秀模式

□马景阳 报道
碧水蓝天下的马踏湖风光旖旎。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梅花 武海廷 报道
本报曲阜讯 5月23日，曲阜市城乡客运有限公

司10路公交被评为全国新能源公交示范线路。本次评
选全国共评出10条线路，曲阜是全国唯一县级市、全
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

曲阜10路公交于2016年4月1日运营，共24辆公交
车，车型全部为山东省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6 . 6米纯电动汽车，由曲阜汽车站发车，终点站到周公
庙，全长16公里，共22个站点，日客流量1500余人次。每
辆纯电动公交每月平均行驶里程3600公里，可节约燃
油612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 . 46吨，每辆纯电动公交
每百公里充电费用仅34元，比同类型汽油车辆节省68
元，全线路24辆纯电动公交每月可节省费用5 . 8万元。

除节能环保外，该线路还对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
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及特殊群体实施半价优惠，凡参
加“背论语免费游三孔”活动获得《荣誉证书》的市民、
游客也可免费乘坐。线路站点设置可直接对接公共自
行车和共享单车网点，并可通过“公交e出行”APP软
件，实时查询公交车辆运行信息，实现智能化出行。

曲阜10路公交获评

全国新能源公交示范线

□张环泽 吉喆 报道
5月28日，枣庄市峄城区阴平镇胡庄村村民在休闲

广场树荫下打扑克牌。近年来，阴平镇在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中，依照各村自然环境、传统文化和乡村民俗而
建，形成一村一特色、一村一风景的农村新景观，极大
改善了农村基础设施和村民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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