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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孙孟建 隋春蕾 报道
本报广饶讯 6月1日，广饶街道敬老院内

座无虚席，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一场
由省歌剧舞剧院带来的充满浓浓爱心的文艺演
出在这里上演，给老人们带来了欢声笑语和温
暖关怀。老人们一边吃水果一边看表演，绽放
出开心的笑容。

“年龄大了身边没有家人陪着，有时感到
很孤单。今天能看到这么热闹的表演很高兴，
心里也感到热乎乎的。”敬老院的李长荣老人
感激地拉着演员的手说道，“盼着你们能常

来。”
演出前，广饶县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已将演

出通知发到了朋友圈，一传十，十传百，来看
演出的村民比敬老院的老人还多。“看到朋友
圈的演出通知，一早我就过来了。”弓手刘村
的刘彩霞笑着对记者说，“我平时就喜欢唱喜
欢跳，这样精彩的演出可不能错过”。

结合群众实际文化生活需求和欣赏习惯，
省歌剧舞剧院特地遴选了群众耳熟能详的舞蹈
和歌曲。洋溢着艺术美感和喜庆氛围的舞蹈，
旋律优美的歌曲，深深地吸引了现场观众，博

得了观众热烈的阵阵掌声，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这些平时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演出，今
天能近距离观看真是太过瘾了。”观看演出的
宋爱菊说。

“现在政府越来越重视群众的文化生活，我
们敬老院这些孤寡老人不仅能看到文艺演出，
电影放映队每个月还来放一场电影，一看电影
好像就回到了年轻时候，老人们很高兴。”广饶
街道敬老院院长徐红芳笑着对记者说。

“是啊，我们村建起了乡村剧场，干净、
敞亮，平时我们这些姐妹就是在那里跳广场

舞，文化馆的老师每年还给辅导，我们跳得更
带劲儿了。”刘彩霞满意地说。

“每年五场戏，每月一场电影，一出家门
口就能看。平时还可以去农家书屋看看书、上
上网，可快活了。现如今，我们的生活不像以
前那样单调，只会打扑克、看电视。政府让咱
老百姓的文化娱乐越来越多，咱这日子越过越
滋润了。”听到大家在讨论文化惠民政策，宋
爱菊赶忙插嘴跟记者说道。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文化惠民政策带来
的变化，爽朗的笑声回荡在敬老院的每个角落。

□通讯员 樊京龙
记 者 魏 东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谈及今年春季的植树黄金时
期，东营弘力祥安园艺公司负责人孙吉锋说他
比以往还要忙。老孙在东营市垦利区经营了一
家园艺公司，他苗圃基地的第二批200万株耐
盐碱白榆苗已经有了模样，这两天他和工人们
整天忙着察看苗情，并准备培育下一批新苗。
据了解，目前孙吉锋的苗圃基地年可繁育1000
万株耐盐碱白榆苗，苗木成活率达到90%以
上。

垦利全境土地系黄河填海造陆形成，土壤
含盐量较高，地下水矿化度高，适生植被较
少，给造林绿化、改善生态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因为白花花的盐碱地上寸草不生，常住居
民都习惯地称之为“白地毯”。为了破解这一
难题，垦利区成立了组培良种繁育中心，通过

引进上海苗木研发、组培技术，实现本地扩
繁。近年来，该区先后引进并培育了冬枣、冬
红白蜡等树种20余个，丰富了全区造林绿化树
种的多样性，提高了造林的生态稳定性和景观
效果。而随着该区不断加大“水气土”污染整
治力度，因地制宜大力推动改碱植绿工作，大
力开展“三年增绿”美化家园活动，全方位、
高质量、高标准打造“绿色长廊”，一条条绿
色的林带镶翠，一片片茂密的林场泼彩，让昔
日的“黑白照片”被绿意盎然所覆盖。

垦利区林业局副局长刘光明给记者算了这
样一笔账：“原来在盐碱地上种一棵树，光换
土的成本每棵需要100元左右，加上种树，每
棵的成本大约在150元左右，现在种我们的耐
盐碱白榆，不需要换土，每株的成本大约在十
几元左右。”

如今，汽车穿行在垦利大地上，路两旁动

辄三排以上的林带如威猛的守卫护在两侧，这
种景象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据了解，垦利区
历来植被构成单一，1999年以前，全区森林覆
盖率一直在7%以下徘徊，“电线杆子比树多”
曾是这里的真实写照。2007年至2012年，垦利
区实施了为期5年的“三网绿化工程”，打造
路域林网、水系林网、农田林网为主的生态林
业，建设了长达180公里的绿色生态廊道，形
成了长83公里的水系生态保护带，实施了12万
亩的农田林网建设，生态垦利的根基自此打
牢。

2015年底，该区部署实施“三年增绿计
划”，按照“一环、两带、三网、四片”的总
体布局，全面实施全区生态环境治理，围绕城
区，重点建设环城大型防护林带，扩充环城区
绿量，形成了森林环城格局。沿黄河大堤、南
展大堤建设长81公里的沿黄生态景观带和沿海

岸建设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重点打造用材
林、经济林、林苗一体化、林下经济等产业基
地，实现增绿与增收并举。截至目前，全区7
个镇街、3个办事处已实施增绿7万亩，完成投
资6 . 42亿元。

林业能长久发展，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
航。垦利区深入推进集体林改制度配套改革，
通过确权到人、到户，让林农吃上“定心
丸”，有效消除了“公家林”和“无主林”，
为农民林下淘金提供了保障。去年以来，该区
在杜屋村以南、荣乌高速路西侧的林带台田
上，示范创建了林下生态食用菌种植示范基
地。充分利用当地较为丰富的棉皮、棉柴和玉
米秸秆作为食用菌生产原材料，生产纯天然口
感好的无公害菌菇，同时将可废弃的菌棒转化
为有机肥，为林木抚育循环利用，达到了经济
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李明 董醒儒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了解到，新《行政诉讼

法》施行两年来，在全国、全省行政应诉案件
数量激增的大背景下，东营市行政应诉案件数
量保持平稳，2016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达
到55 . 14%，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5月23日上午，东营市政府法制办组织全
市两级有关行政机关法制工作者到市中级人民
法院现场观摩了一起行政诉讼案件的庭审。72
个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分管负责人、法制工作
机构或负责行政应诉工作的机构负责人，以及

5个县区政府法制机构负责人等共170余人参加
了此次庭审观摩活动。

观摩人员先参加了“法院开放日”活动，
并参观了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楼。接受司法审
判教育后，观摩人员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
对一起行政案件进行了旁听。

行政机关领导干部承担着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职责。“组织此次庭审观
摩活动，旨在通过典型案件庭审观摩的警示和
引领作用，使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了
解法庭庭审流程和规则，提高行政应诉能力水
平，提高行政机关领导干部和行政应诉人员的

法治意识和应诉能力，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
庭应诉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实现行政机关敢于
‘出庭应诉’、善于‘出庭发声’。”东营市
政府法制办副主任黄继东表示，通过庭审观摩
活动，能够帮助行政机关主动反思依法行政中
存在的不足之处，从而实现从源头上有效预防
和化解行政争议，严格规范行政行为，提升依
法行政水平，加强政府自身建设的活动初衷。

“这次现场观摩庭审，对于我们行政机关
增强法治意识、服务意识和风险意识‘三种意
识’，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纠纷调处能力、复
议应诉能力‘三种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东营市工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郝易表
示，2016年市工商局行政诉讼案件13件，每个
案件庭审市工商局负责人都出庭应诉，全部案
件胜诉。“这次活动能够帮助我们准确把握法
院审查行政行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及时发现
和主动纠正行政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增强今后
工作中依法行政的能力和自觉性。”

目前行政应诉工作仍然存在行政机关应诉
人员答辩技巧不足等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
东营市将进一步推动各级各部门强化责任意
识，强化责任担当，切实加强行政应诉能力建
设，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再上新台阶。

□记者 魏 东 李 明
通讯员 尚凡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5日，记者从东营市海洋

与渔业局获悉，日前该局组织5名专家，对胜
利油田桩西采油厂“桩斜139块老区产能建设
工程”进行了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对海洋工程
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在东营市尚属首次，这也
标志着海洋工程从以前“重审批、轻监管”向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上转变。

近年来，海洋经济发展在逐渐成为经济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海洋生态，加强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也提上日程。东营市积极开展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围绕国家级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区创建，编制完成了《国家级海洋生态
文明示范区申报书》《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
范区建设规划》和《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区建设达标自评估报告》。

同时，东营市组织实施《山东省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规划》中的黄河三角洲海洋生态建设
试点项目，在东营现代渔业示范区东侧，紧邻
防潮大堤，占用海域700亩，开展翅碱蓬为
主、柽柳和芦苇等为辅的湿地植物现场种植试
验。为保障全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有序开展，
全市还编制完成了《关于推进全市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及《东营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规划》，将于近期印发实施，稳步推进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

严格实施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东营市
2013年划定了海洋生态红线区，生态红线区涉
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
护区5处，总面积2651 . 34平方公里，其中禁止
开发区648 . 38平方公里、限制开发区2002 . 96平
方公里。红线区占东营市管辖海域面积的
44%，红线区面积占比远超国家海洋局、省厅
要求，排在全国首位。

海洋保护区是提高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有
效手段之一。东营拥有全球重要的滨海湿地和
河口-海洋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海洋资源
丰富。为此，该市在1992年建设了黄河三角洲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于2008-2009年又选划建立
了东营河口浅海贝类、东营黄河口生态、东营
利津底栖鱼类、东营莱州湾蛏类、东营广饶沙

蚕类等5处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总面
积达1721 . 3平方公里，约占全市海域总面积的
30%，各类保护区面积占全市海域总面积的比
重超过40%。

为将海洋环保工作落到实处，东营市将此
项工作率先纳入市委市政府综合考核，对海洋
污染责任事故、陆源排污、海洋污染、海洋生
态红线等要素进行量化考核。与此同时，海洋
环保监管力度也不断加大。东营市在国家莱州
湾、黄河口生态监控区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省
厅在我市挑河与潮河间浅海贝类增养殖海域设
立省级生态监控区，补上监管短板；在用海项

目审批中，严格落实“三同时”制度并突出抓
好石油勘探开发环境管理。

此外，该市还在海洋环境监测工作上下足
了功夫。每年年初制定《东营市海洋生态环境
监测与评价实施方案》，按照监测方案和任务
书要求分别于3月至11月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监
测、海洋环境监管监测、公益服务监测、海洋
环境风险监测、河流等陆源调查监测等，每年
组织出海近500人次，分析获取数据57000余
组，撰写东营市海洋生态环境评价报告等25
份。2016年度，东营市近岸海域水质等级以第
二类、第三类水质为主，冬季、春季、夏季和

秋季符合第一、二、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的海域
面积分别占全市近岸海域面积的5 4 . 4 6%、
86 . 08%、77 . 97%、92 . 55%。

东营市地处黄河三角洲，粉砂淤泥质海
岸，广阔的潮间带滩涂，生态环境脆弱，近年
来，全市累计投资2亿余元加强了海域海岸带
整治修复力度。该市已在广饶县海域进行人工
岸线的生态化改造试点，并加强了保护区能力
建设与生态恢复，同时加强海岛修复力度，开
展了东营区广利岛综合整治修复项目等。为有
效恢复渔业资源，全市还开展了增殖放流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2017年山东省知识产权

示范企业名单揭晓，东营市东营广兴石油装备有
限公司、东营百华石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东营
市天正化工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获“山东省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荣誉称号。

此次认定是根据《山东省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培育实施细则(试行)》的要求，从全省通过《企
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国家体系认证企业名单中
择优推荐产生，遴选出一批示范企业。这些企业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着力于把知识产权管理置于
公司管理的重要地位，将知识产权工作贯穿于企
业运行的主要环节，经过近几年的发展，知识产
权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企业都建立有完备的知
识产权制度，能够自觉运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企
业的自主创新成果，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较强
的辐射带动能力。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带动东营市
专利申请量大幅提高，有利于地区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实现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李明 刘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5日，记者从东营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获悉，全省首家直通场站——— 华泰进口
废纸直通场站改造工程正式通过了山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专家组的验收批复，开始正式运行。

针对华泰集团等大型企业进口量巨大、进口
产品固定且诚信度高的特点，东营出入境检验检
疫等部门探索实施了便利化通关模式，设立直通
场站将口岸查验业务转移到企业所在地实施。华
泰进口废纸直通场站自2004年运行以来，累计检
验检疫进口废纸800万吨以上，为企业节约通关
成本1亿多元。

为适应日益增长的通关需求，自去年5月
起，场站投资1800万元，实施改造工程，新建场
站面积3 . 5万平方米。场站的改造提升更好地提
高了检验检疫工作效率，实现打造“速度最快、
费用最低、服务最好”“三最”旱码头的目标，
更好地促进地方外经贸事业快速发展。

垦利区投资6 . 42亿元实施增绿7万亩，打造生态宜居区

“白地毯”上织就“绿色梦”

省剧团送戏到乡镇敬老院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过半

严格实施渤海海洋生态红线制度 海洋生态红线区占管辖海域面积44%

东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广设“雷池”

□周广学
李广寅 报道

6月2日，在东营市河口区新
户镇新芹果蔬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种植基地内，工作人员在葡萄大
棚内采摘刚刚成熟的夏黑葡萄。

基地内相关设施配套完善，
可日接待游客千余人次，并可同
时提供200余人就餐；立体种植
大棚年可收获一茬葡萄和三茬蔬
菜，年销售收入300万元。东营
市大力发展“旅游+农业”，实
现现代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融
合，引导村民因地制宜发展农家
乐、采摘园、休闲农庄等旅游业
态产品，促进当地农民通过发展
旅游增收致富。

5家企业获评
省知识产权示范企业

直通场站改造工程
通过验收批复

□李明 杨振坤 陈晓辉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5日，记者从东营市林业局

获悉，自去年11月1日，东营市进入2016—2017年
度森林防火期，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市未发生
森林火灾，确保了森林资源的安全，东营市已安
全渡过2016-2017年度森林防火期，连续实现第17
个无重大森林火灾年。

据了解，东营市各级各部门、单位和森林经
营单位，依照《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有
关规定，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部门分工负
责制、森林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制、森林防火责任
追究制，从领导到护林员都规范和细化了工作制
度，确保责任落实到位，全市共签订森林防火目
标责任状836份。东营市森防指办先后11次组织
召开全市森林防火专题工作会议和调度会议，及
时下发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通知16份，科学指
挥和调度全市森林防火工作。

此外，全市把宣传教育作为森林防火工作的
第一道工序，贯穿于工作的全过程，共发放宣传
资料9万余份。森林防火是抢险救灾性质的工
作，必须有一定的基础设施设备和机具装备储存
作保障，全市共投入森林防火资金2600余万元，
新购置装备机具1200余件。

东营连续17年
无重大森林火灾

□李炳忠 李成滨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东营市海容公司HR-

EPS建筑节能系列模块在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顺利完成备案工作，标志着东营建筑节能产品
成功进入河北建筑市场。

据了解，近年来东营海容新材料有限公司采
取“走出去，请进来”和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合
作等措施，着力打造和培育自己的技术产品，先
后研制投产了250型、100型、170型，I型插板
型，以及顶板型等五大系列46个“海容建筑节能
模块”品种。该系列产品具备抗震防潮、隔音保
温等优点，具有建设周期短、施工简单方便、节
省使用成本、抗震性能强等特点，实现了在新型
节能一体化建筑方面的突破。

建筑节能产品
顺利进入外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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