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近年来，泗水县委县政府将“生态

立县”全面贯彻“泗水实践”之中，把

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走出了一条经

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绿色

崛起之路。

坚定“生态立县”不动摇

泗水县是济宁市唯一的沂蒙革命老

区县、唯一的纯山区县、唯一的无煤炭

资源县，由于历史、资源等原因，经济

基础差、底子薄，长期欠发达。正是由

于经济欠发达，工业污染少，生态保存

完好，农产品、矿泉水等资源优势十分

明显。“绿水青山”成为泗水的比较优

势和后发优势。

力求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

得，是泗水县“生态立县”实践过程中

的重要探索。2011年12月，该县在充分

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在山东省率先提出

了“生态立县”战略和“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两大理念，努力建

设“现代产业发展集聚

地、绿色有机农业示范

区、文化生

态旅游新高

地 、 山

水 园 林

生态宜居地”，全力普写“生态泗水、

活力泗水、幸福泗水”新篇章。

泗水咬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不放松，立足生态立县，变生态资源为

经济资本，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

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绿色崛起之路，

带动了县域经济发展。2012年以来，全

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始终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位居济宁市前列，地方财政收入

基本实现3年翻番；在山东省县域科学发

展综合考核中，一年就上升24个位次，

上升幅度在全省各县市区中列第11位；

在济宁市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中，泗水县

由2011年的第12名跃升到2015年的第4

名。

除此之外，泗水还先后荣获全国食

品工业强县、全国绿化模范县、国家园

林县城、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

县等29项国家级奖牌和称号。“三品”

认证基地达到82个，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达到21个。2014年6月，山东省确定

泗水为全省两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县之

一。

坚持“生态立县”战略，泗水县努

力做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齐头并进，

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融合，创造了“泗水速度”，被山东

省委办公厅总结提炼为“泗水模式”。

绿色发展永远在路上

2017年1月，泗水新一届县委、县政

府站在更高的政治角度和更广阔的经济

视野，对“生态立县”战略赋予了更加

丰富的内涵，牢牢把握生态文明理念，

致力绿色发展，坚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协调，推进绿色循环低碳的生产方

式，保护和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实现经

济社会与资源协调发展，全力谱写“生

态泗水、活力泗水、文化泗水、幸福泗

水”新篇章。

打造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创新

区。强化生态环境建设，造林绿化水

平大幅提升，到2020年森林覆盖率达

到57%；加强城乡环境保护，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把实

施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作为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动力，争创全国循

环经济示范县。

打造全国健康食品产业示范区。

按照“高产、优质、高效、安全”的

思路，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依托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稳定粮食

产量和产能，巩固发展瓜菜、林果、

畜禽、药材等绿色有机农产品，大力

推进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强化食品

监管，积极创建“全国县级食品安全

检验检测资源整合试点县”，谋划建

设 “ 鲁 南食品 ( 农 产 品 ) 检 验 检 测 中

心”；做大做强做优食品工业，推动

食品工业与现代农业、生态文明融合

发展，打造“全国健康食品产业示范

区”。

打造全国绿色生态宜居城市。坚

持“山水园林、生态宜居”城市发展

理念，强化城市设计，突出文化与生

态特色；大力实施城市扩容提质战略

和“中心突破、城乡统筹、梯次推

进”的新型城镇化追赶战略，科学谋

划城镇区域布局、产业空间布局和生

态区间布局，完善综合交通、市政配

套、能源和信息化等现代基础设施体

系，推进绿色生态、产城融合，增强

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和竞争力；积

极融入济宁大都市圈，着力打造集

“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生态园林城

市、人居环境城市”为一体的“全国

绿色生态宜居城市”。

打造高品质休闲养生度假旅游目

的地。坚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以山

东省旅游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以历

史文化、民俗为灵魂，以泉水、乡

村、生态为核心资源，重点规划发展

高品质乡村休闲度假游、田园乡村度

假游、乡村特色经典游、经典美食餐

饮游、泉乡经典游、修学研学游、东

方圣地游、养生养老游等 8大旅游产

品，办好“赏花汇”等节庆文化活

动，建设完善旅游交通、游客服务、

度假酒店、旅游驿站等旅游设施，努

力把泗水打造成以文化寻根、泉乡休

闲为核心，集文化体验、修学研学、

精品观光、健康养老、山地运动等特

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目的地，创建全

国旅游强县。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姚树华 鲍清华

“包书记帮俺村建设的5个葡萄和樱桃大棚，就像两辆致富小火
车，村民可以随时上。”秋日的泗水，景色迷人，在圣水峪镇东仲都村
北果树大棚建设现场，村民王长春一脸的自豪和幸福，“等示范基地
建成后，大伙在家就能致富，再也不用到外地打工挣钱养家了。”

今年4月初，泗水县委外宣办主任包庆淼到圣水峪镇东仲都村
任第一书记。他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的事儿不陌生。驻村
后，他和驻村工作组成员李鹏在调研的基础上，与村支“两委”达
成共识：发展产业是第一要务，先建设几“辆”让村民可学可乘的
“致富列车”。上昌乐，下鱼台，跑沂源，开视野，引项目，学经
验，一个月完成3个项目的考察论证。

3个项目让这个库区移民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
眼下，投资64万元的葡萄和樱桃大棚正在建设；一期投资100

万元的木耳栽培项目已与鱼台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达成技术合作协
议，土地流转后项目即可启动。林果大棚建成后，将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示范基地”的模式运营，从技术经验传授到产品开发包装，
再到市场拓展营销均作了“顶层设计与规划”，计划利用2至3年，推广
发展大棚50个。木耳栽培项目则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
式，从良种培育推广到产品加工，实行“扎口式”管理，预计2至3
年，可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木耳栽培，年产值达数千万元。

目前，泗水县100多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正站在时代的前
沿沿，，围围绕绕““生生态态立立县县””的的发发展展主主题题，，立立足足本本村村特特色色，，发发挥挥部部门门优优
势势，，融融合合各各方方面面力力量量，，卯卯足足干干劲劲，，谱谱写写美美丽丽乡乡村村建建设设篇篇章章。。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尤明文 宫腾

8月16日一早，泗水国有黄山林场副场长陈超带领4位
护林员上了山。植树、养树、护树是他们要做的事。

黄山林场位于泗水最南部山区，是一所生态公益型林
场，山水辉映，景色秀美。林场总面积达3950 . 5亩，森林
覆盖率达95 . 4%，有刺槐、赤松、黑松、板栗等各类植物67
科230多种。

林场护林员的主要职责是封山育林、护林防火。虽仅8
个字，却责任重大，因为一次火情就有可能将几百年绿化
起来的林场毁于一旦。

一年365天，巡山护林，每日不怠，如履军令。林场护
林员天天和这片山打交道，对每一座山头的高度、坡度、
土层结构、有哪些树，都了然于心。三四月份栽树加防
火，5月至9月雨季造林，10月底到来年5月底是重点防火
期。

在装备室，森林灭火器、对讲机、割草机、镰刀、斧

头、锯子、铁锨、镢头等设备摆放整齐有序。出发前，陈
超招呼护林员把需要巡山携带的设备认真检查一遍，确保
设备不出任何问题。

“林场植被覆盖浓密，山路复杂。以前没有上山的
路，只能徒步翻山越岭，一个山头下来得一个多小时。现
在修了一条巡山路，汽车能开到山顶，巡山效率大大提高
了。”陈超对记者说。

虽已立秋，但天气依然炎热，护林员们顶着太阳的炙
烤，用割草机清理荒草，一会功夫后背就湿透一片。清除
杂草能防止起火，又能在起火时隔断火的蔓延。干累了，
他们就找片树荫，坐着聊聊天；饿了，就吃随身带着的
饭。偶尔，巡山结束后开个小灶，回到伙房炖个菜，吃个
馒头。别看吃得简单，工作繁累，但是护林员哥儿几个天
天在一起同吃同劳动，是他们认为最幸福的事。

每天到山上转转，看看树木情况、有没有火警，置身
于青山绿水中，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这些年来，黄山林
场在他们的看护下，树木越来越茂盛，没有发生一起火
情。

生态立县，泗水的坚守

绿水青山守护神

第一书记：双脚趟出致富路

□ 本 报 记 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姚树华

古树、石墙、小溪……清晨，走进泗张镇王家口村，
看到的是画卷般迷人的山水，听到的是天籁般的鸟叫虫
鸣；站在街头，感受着那丝丝缕缕纯净的空气，闭上双
眼，听不见一点嘈杂。

沿着由碎石铺成的小路前行，路边有一间茶社，石头
砌成的墙面，木质板材门，门上匾额写着“杏福时光”，
门前有一棵大杏树，静静地立在藏龙山脚下，这里绝对称
得上是王家口村里的一个“小洞天”。

村中古槐广场老槐树下，坐着81岁的邵理席老人。
“做梦也没想到俺村会变得这么美。”老人说，他每天早

上起来都围着村子溜达一圈，吃过午饭再来老槐树下坐坐，
与游人拉拉呱。现在，他每天享受着这样的闲适时光。

王家口村是泗水县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随着美丽乡村
建设的不断推进，这里成了旅游新热点。如今的王家口村，三
季有花、四季有绿，山青水秀，宛若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改造前的王家口村连一条像样的进村公路都没有，村
民的居住环境非常简陋，经济来源单一。2015年初，在推
进美丽乡村建设中，泗水县将王家口村列为重点打造对
象，专门聘请有关专家对村庄进行规划设计，依托村里果树
品种多、山石古树资源丰富的特色优势，确定了“品滋味乡
村，赏古槐人家”的定位，按照“一廊、一轴、六区”的空间布
局，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对村庄进行了集中整治。

在保持石头民居原貌的基础上，村里还建了一条商业
街，打造了养蜂人家、幸福时光茶社、粉皮坊、豆腐坊、
百年记忆、古槐广场等旅游点，发展特色农家乐35家。一
批批的游客来此体验做粉皮、吃农家饭，感受“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

泗水把保护生态意识融入旅游发展，在建设中力求
“景在村里，村即是景”。通过“小规模、组团式、微田
园、生态化”的做法，保持“房前屋后、瓜果梨桃、山清
水秀、鸟语花香”的原始田园风光和农村风貌，先后建成
泗张镇王家庄民俗村、泉林镇青龙庄菊花村、金庄镇水泉
庄影视村、星村镇南陈庄梨园村等30余个“个性村”。

王家口：“个性村”的美丽蜕变

④泉林是泗河的源头，因泉多如林而得
名，被称为“山东诸泉之冠，享有“中国
泉乡”美誉。” □侯伟宏 报道
⑤每到春天，梅花、杏花、桃花、梨花、
槐花竞相开放，举办“泗水赏花汇”。

□苏杰 报道
⑥泗水的美丽不仅体现在生态建设上，更
体现在城市发展理念上。 □魏良 报道
⑦省内外游客到泗水乡村旅游已成为一种
时尚。 □种杨斌 报道

⑦⑦

⑥⑥

①①

③③

②②

④④

⑤⑤

①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桃花水母已在泗水生活了数亿年。 □陈洪平 报道
②生态良好的泗水成为鸟儿的乐园。 □陈洪平 报道
③在“生态立县”理念的推动下，泗水处处风景如画。 □祝 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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