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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强

（0531）85193550

大众日报聊城分社、《聊城新闻》法律顾
问：山东永圣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又强。

广告

□ 本报记者 李梦 孙亚飞 杨秀萍

2月26日，聊城市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听
取关于创建国家森林城市进展情况及2018年国
土绿化工作计划的汇报。“生态文明建设，绿
化是抓手，创建国家森林城市，是重要目标也
是重要载体。”聊城市市长宋军继说。今年是
“创森”的验收年，聊城市将坚定信心，把目
标责任落到实处，高质量、高标准实施规划，
确保完成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任务，改善生态环
境，改善空气质量，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
感。

大地披绿 心中播绿

晨光熹微，聊城公园里晨练的身影健步如
飞，绿树成荫的跑道上洒下一片曙光。风和日
丽，徒骇河畔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呼吸着清新
空气，畅享闲暇时光……

这是聊城的绿色魅力，也是“创森”以来
取得的实实在在的成果。

“创森”以来，按照《聊城市国家森林城
市建设总体规划》，围绕森林进城、村镇绿化
美化、绿色通道、农田林网、生物多样性、森
林质量提升等“六大工程”建设，聊城市广泛
开展国土增绿行动，截至2017年底，全市已完

成国土绿化面积36 . 9万亩，占全市创森计划任
务44 . 2万亩的83 . 5%。

“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从内容看有两大任
务，一个是‘大地披绿’，一个是‘心中播
绿’。”聊城市委副书记陈平表示。聊城市着
力提升生态建设理念和生态文明素养，不断增
强全社会爱绿、护绿、植绿的文明意识，让绿
色理念走入全市人民心中。据此，聊城市厚植
绿色发展理念，以城市公园、森林公园、自然
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为载体，建设了一批森林
文化主题园、森林科普教育基地。同时，开展
“创森”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创森”摄影
展、中小学生“我参与‘创森’、我爱美丽新
水城”书画比赛、作文比赛等活动，增强了市
民对“创森”的认识和感受。

为提升森林景观，聊城市大力推进森林公
园、湿地公园、城市公园建设，2017年大力推
进凤凰苑植物园、周公河湿地公园、九州洼月
季主题园、茌平普济沟“慢生活体验区”等建
设，新建森林公园1处、湿地公园3处，推进28
个森林乡镇、129个森林村居建设，建成省级
森林乡镇5个、省级森林村居30个，建立国家
级休闲体验基地3处。与此同时，大力发展花
卉产业，建设观赏百合基地1000亩，五彩菊、
波斯菊基地2000亩，白芷、杭白菊等药用、观
赏花卉基地3000亩。

增绿又增收

在东阿县陈集乡茌东大道两侧，材果兼用
的美国黑核桃树已成行。按照规划，这里将打
造国内首个美国黑核桃高档木材储备林种植示
范基地。

“基地规划面积10000亩，一期种植面积2700
亩。2017年10月我们流转了8个村庄的土地，核桃
间距种植常绿白皮松，中间培育美国黑核桃幼
苗，沿路种植美国红柳，可形成春冬红色、四季
常绿的多彩观赏效果，把茌东大道装扮成聊城
东大门的万米绿荫景观长廊。”聊城市爱林现代
林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郝利介绍。

核桃基地不仅让路边田野变成了绿地，还
打造出一个聚宝盆。聊城市爱林现代林业发展
有限公司大力推广的材果兼用核桃，是集高档
木材战略储备、重要木本油料、高效经济林、城
市绿化观赏于一身的优良树种，核桃果可以食
用、药用及提炼多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核桃
木适宜制作各种高档家具、名车内饰、建筑材料
等。同时，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公司将核桃苗发放给贫困户，由贫困户负责种
植管理，劳务用工主要吸纳区域内320名贫困人
口，每人每年可增加劳务收入6000元以上。

“创森”增绿又增收。聊城借力“创森”，促进

林业产业大发展，进而促进了生态的保护与建
设。2017年，全市新建特色经济林5 . 1万亩，市级
以上经济林示范园达到68家，省级龙头企业50
家，市级以上示范社196家，规模以上企业160家，
林业产值达到190亿元。

绿色气质提升城乡颜值

“按照市政府要求，2018年全市计划新增
造林面积15万亩，新建农田林网44万亩，新育
苗2 . 4万亩，森林抚育15万亩，义务植树1280
株。”聊城市林业局局长丁东明介绍。

2018年，聊城将继续推进庭院绿化、四旁
绿化，广泛增绿扩绿，应绿尽绿、见缝插绿、
庭院添绿。其间，聊城将对28个市级森林乡
镇、129个市级森林村庄进行改造提升，丰富
树种种类，增植花灌木和常绿树种，全部完成
4行以上或宽度10米以上的围村林建设。同
时，重点安排主干道路和水系两侧，按照网带
不低于两行的要求和200—300亩森林生态网格
标准打造高标准农田林网，消灭农田大空挡。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2018
年，聊城将全面完成市外环以内2 . 5万亩一般农
用地的改绿工程。目前，东昌府区和市属开发区
按照既要因地制宜，又要谋取高质量的要求，进
一步制订切实可行的高标准绿化方案。

广泛开展国土增绿 提升生态文明素养

“创森”：给百姓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 本报记者 李梦 孙亚飞

“传统产业并不是夕阳产业，用新技术、
新模式对它优化升级可以变出新动能。高质量
发展不是盲目追求所谓高端，要更加聚焦主
业，提供高质量的供给，千方百计培育出‘全
国第一’或‘隐形冠军’的产业。”2月26
日，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
成强，谈起学习山东省全面开展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动员大会精神的体会，感触颇深。

去年，时风集团三轮汽车、大中型拖拉
机、轻卡汽车、低速电动车等主导产业都实现

了转型。时风集团过去以农用汽车为主导产品
服务广大农村市场，近年来市场需求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产品升级、产业转型是当今企业发
展的必然选择。时风集团确定2017年为转型升
级关键年，围绕轻卡汽车产业升级要求，时风
集团购进世界最先进的东久自动化造型线、瑞
典ABB焊接机器人等设备，加快工艺装备升
级，形成年产10万辆的生产能力。

自2015年1月1日起，凡在北京市销售、注
册登记的轻型汽车必须满足国五排放标准，除
了要符合国家环保公告要求外，所有产品都必
须进入北京市环保公告目录，才准予挂牌登

记。2017年，针对轻卡产品排放进一步升级的
现实，时风集团确立了进军北京市场的目标，
研发出风菱汽油版车型、风驰工程自卸车型等
适应北京市场的新车型。列入北京市环保公告
的风菱、风驰系列车型已经通过车管部门核
测，后面还会陆续根据市场需求将更多型号的
产品进入北京市场。

在时风生产车间，记者看到机器人应用很
广泛，这是高端智慧制造平台建设的成果之
一。时风累计引进1000台机器人和3500台数控
钻攻中心、数控加工中心、数控磨齿中心等高
端智能设备，使铸造、机加工、焊装、涂装等

逐步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和机器人化，有力地
保证了新旧动能的持续转换。开发了玫德管
件、蓬翔车桥、汉德车桥、玉柴机油底壳，使
铸造、机加工等车间实现了满负荷。

“2018年，制约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会更
多，发展形势会更加严峻。这其中就有企业与
新旧动能转换工程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刘成强说，“时风集团将坚持‘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战略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打造高端智慧
制造平台’经营理念，以提升供给质量为主
线，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打赢新旧动能
转换工程这场硬仗。”

传统产业老树如何发新芽？

□记者 杨秀萍 报道

本报聊城讯 2月23日，《聊城市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2018—2022年）》（征
求意见稿）专家评审会召开，由来自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中央党校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
家组成的专家组对规划进行了评审。

专家组认为，规划内容较为全面系统，对深入
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中，
提到聊城的重大事项有20多处，涉及聊城的重点
项目有46项。聊城市市长宋军继表示，要充分吸
收采纳各位专家领导的意见建议，明确规划修改
重点，突出“新”、立足“实”，细化量化工作
目标，精心谋划发展布局。要突出体现地方特
色、产业实际和发展需求，明确新兴产业发展方
向，加快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实现产品高端化、
产业集群化、技术高新化、模式新型化、业态融
合化、管理精细化。强化支撑，深化人才体制机
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以实招、新招、硬招，
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科技和智力支撑。

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规评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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