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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网记者 朱仙娉

绿色是乡村的本色，如何将乡村生态优
势转化为生态经济，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
的重要一环。近日，大众网记者走进济宁田
间地头、乡间大棚，感受乡村振兴过程中济
宁农业发展的新气象。

塌陷地变良田水塘

生态美描绘乡村画卷

浅塘鱼游，瓜果飘香，接连成片的人工
湖上碧波荡漾。济宁市任城区的喻兴生态园
技术人员侯忠斌看着眼前如画的景色满心欢
喜。淡水鱼工厂化养殖基地、有机水稻种植
基地、有机果蔬种植基地、多功能休闲观光
园，生态园规模化发展吸引了当地大学生返
乡就业，侯忠斌就是其中之一。“回到家
乡，我感受到了生态园在现代农业和生态农
业项目的飞速发展。”侯忠斌说。

说起这片生态园区，侯忠斌用“一城青
色半城湖”形容了眼前的景色。然而，曾几
何时，这里是一片煤矿塌陷地。而如今，这
里土地复垦，水塘养鱼，开启了“上农下
渔”的良性生态循环模式。

生态振兴离不开环境宜居，还要让村民
拥有更好的生活配套设施。距离此处不远的
任城区大流店村，白墙红瓦，水路纵横，人
在景中如身在画里。

“我们村家家都装了壁挂炉，政府免费
给装的，厨房灶台干干净净，再也不用怕烧
炭熏得到处黑漆漆的。”说起气代煤这个
词，很多大流店村民还有些陌生，可是谈起
去年政府给装的壁挂炉，村民们个个喜笑颜

开。
去年下半年，当地政府推进气代煤、天

然气入村通户工程，每户补贴8000元，调动
了村民安装天然气的积极性。大流店村530
户全部开通了天然气，用于做饭、取暖，改
善了村庄人居环境。

美丽生态孕育美丽经济。大流店村内的
美丽经济产业园里一片春意盎然。2017年，
美丽经济产业园项目实施土地流转300亩，
由村集体统一发包给农户，由农户自主管
理，村集体收取租金，并负责统一种苗、统
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包装，以村集体注
册公司的形式全权管理草莓种植产业。村里
通过探索草莓种植技术、销售、深加工等产
业链，实现了科技带项目、项目带公司、公
司带基地、基地带农户的良性发展。

村里的负责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
草莓大棚1 . 2亩，每亩投资种苗5000元左右，
有机肥800元，人工成本10000元左右。收入
方面，每亩收获3000斤至4000斤，平均价格
10元至12元。每年每亩纯利润2万至3万元。

荒山披绿 花开遍地

农民吃上“生态饭”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在汶上县
白石镇夏村，放眼望去一片碧绿，零星绽放
的小花颜色各异，不远处的昙山上郁郁葱
葱，广阔的乡间绿意盎然。

夏村是典型的山村，靠天吃饭，种下的
粮食几乎年年没有收成。如今，荒山上种了
300亩茶园，山下种满了果树、百合，就连
山沟里都种上了核桃。村民们说，放在10多
年前，谁也不敢想象，这片土地会有一天变

得如此繁茂。
村里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并通过合理

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土地分别流转给懂
技术及会经营的种植大户、龙头企业及合作
社，发展特色农业种植，形成连片规模，每
年增加集体收入15万元。

“村里种植的百合花可以做成百合花
茶、食用百合等产品，通过电商销售出去，
核桃、石榴也可以做一些加工产品往外
销。”成功迈出了生态添绿的第一步后，村
党支部书记吴进军带着村两委班子成员大胆
开拓思路，开始将村里的土特产往外销。

一座荒山变成了金山，江北茶园、百合
基地、昙山氧吧……乡村旅游景点和特色旅
游产品悄然而生，生态效益带来了经济效
益，带动了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吴进军告诉记者，2017年以来,夏村先后
接待游客3万余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0余万
元，村集体实现增收5万元，而且解决了30
名贫困群众就业问题，每名贫困群众获得分
红1200元。

生态宜居增福祉

筑巢引凤富古城

在荣子故里，郕国故都，世外桃源般的
景色和古国遗址文化吸引了各地游人。看着
络绎不绝的外来人，村民李召运满心欢喜。
几年前，还在城里打工的他看到村里环境发
生了变化，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他抓
住时机，回乡开了一家农家乐，年收入20多
万元。

古城村位于汶上县郭楼镇，也曾是污水
横流、垃圾围村，晴天出门一身土，雨天出

门一身泥。为改变古城村面貌，当地政府从
改造乡村旧貌入手，改造河道，治理坑塘，
村里的水变清，环境更整洁了。古城村两委
也抓住机遇，修路搭桥，危房改造，修复了
护城河，打造了观景台，结合儒家文化的内
涵打造了三乐岛、景观桥、仿古街等景观，
古色古香的小桥流水人家跃然眼前。难怪当
地村民告诉记者，家乡这么美，出门都是
景，生活在这样的农村，谁还愿意去城里？

筑巢引凤来，古城村的历史文化遗产和
生态环境得以提质后，南方企业纷纷抛出
“橄榄枝”，村党支部经过筛选，与上海一
家公司达成合作意向，重点发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产业，着力打造田园综合体。

随之，一座高效观光玻璃大棚拔地而
起，大棚集农业示范、育种、无土栽培于一
体，栽植了200余种南方植物。大棚内以智
慧农业为核心，运用新能源、智能灌溉、农
业物联网控制系统，实现了节水、节能、节
肥和节约用工智能化操作，成为当地农业观
光的一大亮点。

村两委还决定，将通过复垦、河沿整治
新增的近100亩耕地流转出去，为村集体增
收近10万元。村里建设了中药材种植基地，
种植决明子、板蓝根、乌豆、丹参等中药
材，打造专业化发展路径。村党支部牵头成
立劳务公司，组织村民为种田大户及企业提
供劳务，进行统一派工、集中管理，用工单
位支付中介费用，村民不用出村就获得了稳
定收入。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振兴最大的优
势和底气。浓浓的绿意为济宁乡村振兴战略
涂上了生态底色，一幅可望可即的现代农村
绿色画卷已然展开。

济宁：生态美为乡村振兴提底气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8日，记者从济宁市

煤炭行业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会议上了解
到，山东鲁泰控股集团石墨烯产业取得新
进展，新型PVC树脂基石墨烯高分子复合
材料规模化生产装置已在金乡县建设完
成。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总经理李合军说：
“对鲁泰而言，传统产业融合高科技元素
是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途径。”为
此，早在2016年4月8日，山东鲁泰控股集
团就和利特纳米技术公司签订了“石墨烯
改性高分子材料项目”，将石墨烯和高分
子有效结合，对现有高分子产品升级换
代，并建设了全国首家石墨烯高分子复合
材料研发中心。

鉴于行业发展前景广阔，目前企业正
联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积

极推进与利特纳米的整合重组，计划总投
资30亿元，建设石墨烯产业园，加大石墨
烯制备及石墨烯复合材料、涂料、重防腐
材料和超级电容器的开发与推广。项目投
产后，年增销售收入将达20亿元，年平均
利润1 . 8亿元。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前身为山东鲁泰煤
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煤炭、岩盐、化
工、电力、建材、电商物流、管理输出、
资源开发于一体的国有大型现代化企业集
团。多年来，煤炭产业一直是企业的主
业，通过近几年的转型，非煤产业成为企
业主体，煤炭产业目前仅占集团的四分之
一。李合军告诉记者，石墨烯产业园投产
后，集团煤炭产业的比重将下降到五分之
一。

在济宁，非煤产业的崛起不仅体现在
山东鲁泰控股集团。济矿集团梁山煤炭物

流园区一期工程已建设完毕，并正式列入
省级煤炭储备基地，二期工程将于2018年
10月份建成运营。兖矿集团实施“蓝天工
程”，利用本地资源优势，研发的清洁型
煤加解耦炉具生产线已经建设投产；循环
流化床锅炉和链条炉上煤炭清洁高效利用
被列入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库；兖矿新
风光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城市轨道交
通能量回收装置市场占有率超过35%。
2017年，全市煤炭企业非煤累计销售收入
1607亿元，同比增长21 . 86%，非煤销售收
入 占 了 大 头 ， 占 全 行 业 销售收入 的
68 . 2%。目前，济宁煤炭行业初步形成了
以煤为基，煤化工、煤机装备制造、煤炭
物流贸易等多种非煤产业的发展格局。

为推进煤炭行业新旧动能转换的步
伐，济宁市煤炭局制订了《济宁市煤炭行
业新旧动能转换暨推进煤炭资源型城市转

型三年行动计划（讨论稿）》，提出力争
到2020年末，基本形成“1369”产业布局
和新动能主导煤炭工业发展的新格局。并
提出一个目标，非煤产业占全行业的比重
不低于80%。

下一步，济宁将抓好非煤传统产业的
改造升级，鼓励煤炭企业在做好采煤塌陷
地治理的基础上，规划建设一批生态农
业、观光农业项目。鼓励煤炭企业参与各
县（市、区）文化创意、旅游开发，推动
旅游与工业、农业、生态、医养等产业融
合渗透，打造精品项目。鼓励煤炭企业培
育和发展煤炭企业金融投资产业，引导企
业采取入股、参股、开展PPP业务等形
式，投资济宁现有优势企业或重点产业。
重点支持兖矿集团现代物流贸易平台、鲁
泰煤业石墨烯产融一体化等项目。

济宁：煤炭行业非煤产业占了大头
◆非煤销售收入占全行业的68 . 2%◆到2020年末，非煤产业占全行业的比重不低于80%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许振峰 尹丽娜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23日，在济宁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召开的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产业振兴大
会上，经开区对2017年度新旧动能转换作出突
出贡献的企业进行了表彰，山东神力索具有限
公司、欣格瑞（山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山
东瑞祥模具有限公司、济宁运河机械有限公
司、山东光大线路器材有限公司等32家企业，
因支持经济发展、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建设企
业创新平台、进行智能化技术改造等原因，获
得了近900万元的奖励，其中山东神力索具有
限公司获得了最高奖金160 . 6万元。

“区里兑现工业发展动员大会上承诺的奖
励和支持条款，给我们莫大的鼓舞，同时也鞭
策我们在新旧动能转换的热潮中奋勇开拓，不
断创新。”欣格瑞（山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田民格说。

济宁经开区自建区之日起，就清醒地认识
到工业是全区经济的脊梁。经开区牢固树立企
业至上的工作理念，积极开展为企业排忧解难
服务活动，从降成本、促技改、强管理、优环
境等几大方面，研究制定了加快工业实体经济
发展的46条政策措施，按下了新旧动能转换的
“快进键”。今年1至4月份，经开区规模以上
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6 . 7亿元，同比增长
7 . 8%；利润1 . 1亿元，同比增长9 . 6%；利税1 . 93
亿元，同比增长9 . 1%。

济宁经开区：

近900万元重奖

新旧动能转换功勋企业

高质量的发展在于高质量的产业。
经开区将以行业龙头企业、骨干企业为
重点，加大“机器换人”“机联网”
“厂联网”推进力度，每年实施机器换
人项目10个以上，积极打造智能工厂或
物联工厂，年内推进神力、光大、连环

等10家公司进行智能设备改造。加快推
进重点领域产业的智能化，到2020年，
培育数字化智能中心企业1家，数字化智
能化示范改造企业10家。

据经开区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一些企业确定了做大做强的新

目标，比如，山东神力索具有限公司提
出到2022年做到世界80级别以上索具行业
第一，格瑞水务提出到2025年产值突破10
亿元，这将促进全区新旧动能转换向高
质量发展的步伐。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5月23日，济宁经开区对新旧动能转换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进行表彰奖励。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26日上午，济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专题报告会暨“声远大讲堂”首场讲座在声远舞台举行。清
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教授应邀作专题辅导报告。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使命，勇
于担当，提升本领，增强能力，市委决定举办“声远大讲
堂”系列讲座。讲座原则每月安排1场，一般安排在每个
月的第2个周六上午进行，讲座地点相对固定在声远舞
台，并面向社会开放。

首场讲座邀请陈来教授开讲。他以《孔子思想的现代
价值》为题，作了一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论述透彻、
深入浅出的辅导报告，重点从崇德、贵仁、尊义、守中、
尚和等方面阐释了儒家思想道德文化的精髓要义，受到与
会听众的欢迎。

“声远大讲堂”系列讲座开讲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乔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5月24日，记者从济宁市环保局了解

到，为进一步巩固全市去秋至今春取得的环境保护突出问
题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成果，打好蓝天、碧水攻坚战，5月
23日至29日，全面组织开展全市环保执法“雷霆行动”。

本次执法行动将以济宁市核心区域及邹城市、嘉祥县
和汶上县重污染行业企业为执法重点，结合2018年前4个
月全市大气环境质量排名情况，对重污染行业企业，特别
是规模化企业执行贯彻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情况，治
污设施稳定运行情况进行重点排查；检查工业企业固体废
物规范化贮存、处置情况；检查河流断面水质达标及黑臭
水体专项整治情况；检查城区主干道路保洁情况，建筑工
地《导则》落实情况，同时对工业园区道路扬尘、工业企
业大型料堆防尘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行动要求，
对发现的环境问题，坚决依法严厉查处，依法依规从快、
从重处罚，涉嫌环境犯罪的迅速移交公安机关，对典型环
境违法案例及时在济宁主流新闻媒体曝光。

济宁开展

环保执法“雷霆行动”

【释义】求：追究，寻求；诸：“之于”的合成词。

反过来追究自己。指从自己方面找原因。后用以表示严

格要求自己。

【出处】《孟子·公孙丑上》：“发而不中，不怨胜

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孟子·离娄上》：“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反求诸己

画说孟子
成 语 篇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姜海珍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5月23日从济宁市高新区获悉，诺

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项目正式签约落户高新区，为高新区
生物医药发展再添新动能。

据了解，高新区与诺贝尔奖科学家及定向点金合作将
共建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推进生物医药重点项目建
设。同时，通过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平台引进更多的海
内外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人才，推进人才层次提升，吸引
更多的成熟企业、创新创业项目、孵化项目落地发展，实
现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层次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

作为生命科学中心的运营商，定向点金确定将首席科
学家实验室落地高新区，开辟了济宁市诺贝尔奖科学家创
新载体建设的先河，为高新区引进前沿技术，培养国际一流
健康人才，开展国际化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支撑。

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项目

落户济宁高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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