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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国乐 尹 彤
本报通讯员 高 石 薛海波

南部126座山头，北部50多万亩沃土。
嘉祥县，因为山青水秀、物产丰饶，自古
以来被誉为“嘉美祥瑞”之地。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有水快
流、靠山吃山”错误认识的影响和经济利益
驱使，南部山区十余万群众上山乱采滥伐、
随处随意办厂，山体满目疮痍，植被遭到破
坏，生态严重失衡，环境日益恶化。

2009年开始，嘉祥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
实施封山禁采。10年来，累计封山68座、拆除
石灰窑97座、封停锯石机5007部，绿化荒山70
座，恢复治理山头16座。

炮声隆隆、粉尘漫天的景象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山峦青翠、河流清澈、空气清新。
嘉祥百姓说到这些可喜的变化，纷纷称赞四
任县委书记坚持“百姓至上”、对“封山禁采、
生态立县”这张蓝图的接力坚守。

封山禁采

——— 闻百姓疾苦勇敢担当

“我小时候，山上到处都是树，还有不少
动物。自从开山采石，山都被‘吃’空了。我们
南部山区的这几个乡镇，那些年就没见过蓝
天，‘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门都得戴
帽子、口罩，即使天气再好，也不敢把洗过的
衣服拿到院子里晒，因为晒干的衣服比不洗
前还脏。”纸坊镇东纸坊村村民刘振亮眉头
紧皱，似有说不完的抱怨。这是时任县委
书记李长胜驻村走访时听到的民声，他在
2009年6月26日的驻村手记中写到：“嘉祥
的山头主要分布在纸坊、马集等南部乡镇，
随着开采工艺的升级换代，开采规模不断扩
大，再加上粗放式管理，目前已有22座山头
消失，有14座山头正在加速消失，有15座山
头处于部分开采之中……如果我们放任不
管，所有的山石开采殆尽，留下的将是子孙
后代的千古骂名。听了村民的呼声，更加坚
定了我调整工作思路，将南部山区进行全面
保护的信心和决心，要通过一番刮骨断腕，
再唤回绿水青山！”

2010年3月20日，嘉祥县委县政府在南部
山区召开十万干群誓师大会，拉开了全面
封山禁采的序幕。成立了由时任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玄志祥任指挥长的南部山区
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指挥部。短时间内集中
突击曲阜机场、曾子庙周边及嘉金线、机
场线两侧可视范围内的20余座山头的封山
育林，全部关闭以上范围内的所有锯石
机、碎石机，全面拆除机场路沿线两侧的
石灰窑；并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宣传封
山禁采；组织千名包村干部深入石塘坑
口、加工厂点，面对面做好群众的思想工
作……从这一年起，嘉祥的山开始变绿，
天开始变蓝，水开始变清。

封治并举

——— 为百姓利益敢拍胸脯

2010年底，李长胜调任曲阜市委书记，
离开嘉祥时他对接任书记秦存华说：“我没
有别的要求，就是南部山区放心不下，它是
嘉祥的一块伤疤，是群众心中的一个痛，请
你务必接着把它抓好。”秦存华动情地说：

“你的工作我的工作都是党的工作，为了87
万嘉祥百姓，我会坚定不移地接过来，封山
禁采绝不会变！”

然而就在秦存华去县委上任的第一天，
100多名采石户就堵在县委大院门口请愿，
要求不再封山。秦存华拍着胸脯坚定地说：

“南部山区是我县的宝贵资源和宝贵财富，
它属于全县人民，我们决不能再延续这种不
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县委只有一个态度，那
就是封山的决心绝不动摇！”

秦存华上任后，立即实地调研南部山区
情况。他意识到，治理南部山区必须堵疏结
合。几十年来，南部山区群众都是依靠采石
或加工石料为生，掌握的技能较为单一，封
山禁采后失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不仅给封
山禁采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也直接影响到
区域的社会稳定。为加快劳动力转移，嘉祥
县做活转行、转产、转地三转文章，通过开辟
下山转型“绿色通道”，出台《嘉祥县南部山
区产业转型扶持办法》，建立了“1+1”帮扶制
度，组织了一系列培训、参观、学习活动，帮
助业户下山转型。投资6800万元，高标准修
建了8公里长的嘉山绿道，为此后的旅游发
展奠定了基础。

济宁茂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永志是昔日的石灰窑窑主，下山后他承包了
关山的700多亩山地种植桃子、核桃等果木，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2016年“关山桃”
成功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市场火爆，供不
应求。如今的关山“山顶覆绿、山体披绿、山
脚围绿”，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游人如织，林

果生态游悄然兴起。据悉，2010年到2013年期
间，嘉祥县下山业户6000余户，顺利转移就
业5 . 3万人，基本实现安全下山，转型发展。

越来越多的矿山被封停，客观上导致石
材价格一路暴涨。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
下，疯狂盗采山石资源的犯罪行为时有发
生。一些不法分子利欲熏心、铤而走险。2013
年12月2日晚上11点多，年仅34岁的嘉祥县国
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队员高德峰在南武
山巡查时，被盗采分子用面包车撞翻在地，
裹挟拖拉了28米，不幸牺牲。今年6月6日，在
高德峰牺牲现场，县国土执法监察大队副大
队长许连捷含泪回忆：“我抱着满身是血的
高德峰不停地喊，然而他再也没有醒来。”好
一会儿，他哽咽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叫日月换新天。为了治理南部山区，我们嘉
祥县的干部付出了无数的精力与鲜血！德峰
同志像一棵松树，永远长在了南武山上。”

禁采反弹，这就是2013年8月走马上任的
县委书记柳景武所面临的危情。柳景武亲自
坐镇指挥，加大对盗采行为的打击：封山禁
采指挥部联合有关乡镇和公安、国土等部门
开展集中行动，形成强大执法合力，建立了
24小时不间断上山巡查、上路稽查、石材来
源倒查动态巡查机制，值班人员吃住战斗在

“一线”，扼杀盗采之风。到2014年年底南部
山区所有矿山全部封禁。

然而，生态修复又成为摆在县委县政
府面前的另一挑战。65座山体破损严重，
破损面积达986万平方米。嘉祥县按照“谁
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对有意向利用废
弃山体转型发展的开采业户，政府优先明
确荒山承包权，优先落实扶持资金，优先
安排配套项目；按照“谁治理、谁受益”
的原则，鼓励并引导农户联合承包荒山复
绿，政府配套修建基础设施，通过修复山
体、植树筑路、打井建池、引水上山，将废
弃荒山打造成种植、采摘、旅游、度假于一
体的生态观光园；采取PPP模式，借用社会
资本共同参与矿山治理，成功将光秃秃的九
顶山变成了一座绿意盎然的“新”山。

绿色崛起

——— 谋百姓幸福当仁不让

自古以来就以开山采石为生的武翟山
村，封山后在采石坑里填土栽下10万棵杏
树，2016年起，纸坊镇在这里办起了杏花
节，平常寂寥的小山村每年都迎来十几万
游客，馒头、大饼、地瓜干等等所有能吃
的东西都被游客抢购一空。七十多岁的杨
玉玲一辈子没赚多少钱，没想到擀了三天
饼，竟然赚了2000多元。

夏纪军是嘉祥县第一个办理采矿证也
是第一个封山停采的人。他包的钻石山如果
继续开采，还能再赚一千万。但是，他把开山
挣的三千多万元反过头又投到了山上，通过
养山、旅游开发，光秃、破败的钻石山成了郁
郁葱葱流水潺潺的“仙山”，有客商出五千万
他都不肯转让。

封山禁采、封治并举，实现南部山区由
荒山破山向绿水青山的转变仅仅是嘉祥县
走出的第一步，如何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
山，这才是他们更高的追求。

2016年8月接棒的县委书记周生宏常说：
“古人讲‘命者名也’，我是县委书记，让全县的
百姓富裕幸福是我当仁不让的使命，是我最大
的责任！”还在公示期的周生宏，调研第一站就
来到南部山区。这位在嘉祥干了5年县长，现又
接任书记的掌舵人，对这片土地情有独钟。他
深切地认识到南部山区的文旅产业对于培育
嘉祥经济发展新动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
大战略意义；感知到嘉祥发展全域旅游、建设

“济宁西花园”的时代已经到来。
2017年2月21日，他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万

人大会，提出了“绿色崛起”的施政理念。去
年6月份召开的省十一次党代会，省委书记
刘家义明确提出“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
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
人民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
发展的支撑点。”这为嘉祥南部山区建设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嘉祥县委、县政府第一时
间召开会议学习贯彻，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加强南部山区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意见、
山长制实施意见、嘉祥县乡村旅游发展总体
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努力做好结合文章。封
山禁采主战场变成了经济发展主战场，嘉祥
开始向绿水青山要金山银山！

常山、青山、樱花大道、临菏四条旅游路
相继修通，与嘉山绿道织成一张网，将所有
的山头与旅游景点由点为线成面，形成了巨
大的磁石效应：城建集团总投资3 . 2亿元兴
建的青山寺景区，试开园当天，就吸引来
十万游客；在北京创业多年的纸坊镇闫村
村民闫明飞，看到家乡的变化，包下破损
荒山，投资4000余万元建设了富山国防教
育基地；对空气与粉尘有极高要求的北京
盈和科技“晶体谐振器”项目主动落户嘉
祥，并已进入省级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
库；上市企业、杭州中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
公司投资10亿元，建设占地150公顷，以文物
展示、文化体验、乡野游憩为主题的武氏祠
景区遗址公园……

经过10年的综合整治，嘉祥南部山区天
更蓝、水更清、空气更清新，文旅产业正在蓄
势崛起。

嘉祥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实施封山禁采生态保护修复，四任书记一支笔，一张蓝图绘到底———

十年“封”出绿水青山

关键词：生态修复 责任担当

□姜国乐 尹彤 报道
绿化后的南部山区。

□本报记者 罗从忠 杜辉升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日照厚植
生态优势，调动城乡各类生产要素积极性，
着力培育“新六产”，如今乡村山野植满
“产业振兴”之树。

在五莲县叩官镇大旺村，万绿丛中的点
点红色，再次将这个“藏”在五莲山南麓的小
村庄点缀起来。随着近期小樱桃和大樱桃的
接连上市，漫山遍野的“绿叶子”，正在为这个
只有59户村民的小山村换来“红票子”。

近年来，大旺村围绕樱桃产业做文章，成
立合作社，打响樱桃采摘乡村游品牌，走出了
一条“党支部+合作社+农户+产业+乡村游”的
致富路，先后荣获省级旅游特色村、好客山东
最美村镇、省级精品采摘园等称号。2017年，
大旺村集体年收入10万元以上，村民仅樱桃

一项户均收入1万元以上。
在山间林树下踩出一条致富路的，还有

与叩官镇相邻的松柏镇凤凰山百果谷。这座
北起寨山流域南至七连山的12000亩林果种植
区，具有三季采摘、四季游玩的乡村田园旅
游优势。“持续多年的生态建设以及近年来
不断加码的林水会战，让我们这些山里人也
找到了致富的门路。”窦家台子村党支部书
记韩玉高说。

在首轮林水会战的基础上，从今年开始
到2020年，日照市开展新一轮林水会战。会战
规划总投资148 . 6亿元，其中，林业会战投资
71 . 6亿元，完成造林40万亩。届时，全市森林覆
盖率将达到26%，60%以上的镇、村森林覆盖率
达到30%以上，湿地保护率达到70%以上；人均
植树20株，保存率达到95%。这令日照生态持
续向好的同时，也让农村老百姓走上致富路。

据测算，到2020年第二轮林水会战结束时，全
市林业社会总产值将达到150亿元。

“我们村在绿丰公司的帮助下发展了100
多亩樱桃，可以搞采摘游，也可以通过电商销
售，绿丰公司还以每公斤10块钱保底收。”五
莲县户部乡高阁庄村党支部书记吴永明介
绍。他说的“绿丰”，是坐落于五莲山风景区南
麓的山东绿丰生态农业公司。

这家国内唯一一家樱桃鲜榨产品生产企
业，围绕小小的樱桃大做文章，研制出樱桃
汁、樱桃果酱、樱桃面膜等6大系列47种樱桃
制品，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和“2016首届中
国樱商大会推荐品牌”。

鲜为人知的是，这家企业的母公司竟是
以生产电动车蓄电池、充电器、控制器为主业
的山东康洋电源有限公司。这个由工业向现
代农业进军的跨界项目，正向旅游产业迈进，

通过延伸樱桃产业链，已带动形成了集樱桃
种植、深加工、休闲采摘游、“透明工厂”观光
游等为一体的产业链。

像绿丰农业一样，同时兼具三大产业“基
因”的项目在日照并不少见。近年来，日照
以国家级产业融合试点项目为抓手，鼓励引
导工商资本携资金、技术、人才、现代经营
方式等要素进军农业、农村，以一产二产带
动发展休闲农业、电商等三产，积极发展
“四种业态”，实现三链重构。据初步统
计，目前日照市“新六产”经营主体314
个，其中龙头企业258家，合作社35家，家庭
农场21家。全市“新六产”经营主体固定资
产达到29亿元，年销售收入97 . 5亿元，建设
基地面积30 . 5万亩，流转土地面积89 . 3万
亩，带动农户13 . 4万户，带动农户增收5 . 1亿
元，户均增收3800余元。

绿叶子长出“红票子”
日照厚植生态优势，培育新型经营主体314个，带动农户增收5 . 1亿元

□本报记者 张环泽

68岁的陈付河正在房间里看电视。一间屋两张床，他按
月交纳费用。刚来时人生地不熟，有点不习惯。现在住了3个
月，感觉比在家里舒服：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跟伙伴们
在一起说说笑笑，过得充实。

77岁的王玉森以年为期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养老房，周
末儿女都来，做一桌子菜，享受天伦之乐。平时，他自己到餐厅
用餐。一份肉丝炒青椒、一份红烧茄子、两个馒头、一碗免费的
稀饭，总共花了4 .5元。口味好有营养还实惠，吃完碗筷不用洗，
用餐巾纸把嘴一擦走人，回到房间客厅里开始练毛笔字。

这是6月4日，记者在枣庄市山亭区银光福源养老中心目睹
到的两种养老模式，前者叫机构养老，后者叫居家养老。对于
生活不能自理的失能老人，则有专人护理，集中在病房养老。

据山亭银光集团总经理殷继和介绍，福源养老中心规划
用地300亩，总建设床位2860张，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是全
省规模最大的医养结合体。目前已完成一期100亩建设，建养
老公寓18栋、床位1000张，设标间、一室一厅、二室一厅不同户
型，满足不同层次养老需求。养老中心建有活动中心、食疗中
心、护理中心、康复中心、医护中心和老年大学。中心去年7月
份开业，目前入住老人170多人，年龄最大的98岁。

养老中心配有专职的服务团队：“生活管家”为老年人办
理各种生活事务；“健康管家”为老年人提供保健指导；“快乐
管家”组织各类文化娱乐活动，让老人快乐度过每一天。

为探索医养结合新模式，福源养老中心与山亭区人民
医院合作，建设了该院第一分院。医生为入住老人建立健康
档案，每周进行一次医疗查房。如突发病情变化，养老中心
生活护理员及时通知医生现场查视病情，确保老人实现“三
分钟”就医。据统计，分院去年9月开张以来，收治住院病人
320人次，出院262人次。

□记者 申红 张鹏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继5月10日济南首届高层次海外人才创

新创业大赛正式启动后，6月中旬，欧洲赛区、美洲赛区的预
选赛将陆续举行，总决赛将于7月下旬举行。截至目前，大赛
共收到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俄罗斯等25个国家的
报名信息376份，所有项目聚焦高端领域，参赛团队之多、比
赛规模之大、项目层次之高，在省内尚属首次。

据了解，今年5月启动的首届高层次海外人才创新创业
大赛由济南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济南高层次人才
发展促进会主办，是继去年5月重磅出台的济南人才新政30
条后的又一重头“人才戏”。在5月的澳洲赛区预选赛上，已
经决出30个项目来济南参加决赛。

值得一提的是，济南的这次高层次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
赛对参赛个人或团队领衔人的年龄、学历不作硬性要求，而是
把焦点放在项目方面。大赛要求参赛项目在参赛领域拥有成
熟的创业项目和商业计划，技术成果国际国内领先，符合济南
市产业发展方向，拥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并能实现产业化。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张秀华 报道
本报无棣讯 近日，记者在滨州港防波堤看到数百人

在捡拾海螺、石盘等贝类。“平均每天每人收入500元至600
元，整个伏季休渔期四个月下来能收入七八万元”。滨州北
海经济开发区岔尖二村村支部书记候宝栋说。

滨州北海经济开发区濒临渤海，有三个渔业生产村，
890余户3000多人，至今仍然以传统的捕捞作业为生，年龄
又偏大，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收入有限。2017年以来，北海经
济开发区成立了渔业生产协会，组织渔民抱团闯市场，促进
传统渔业生产方式提档升级，提高渔民收入。“按照自愿原
则，三个渔村的渔民，每年以1000元至5000元的标准入股加
入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统一销售，今年有400多户入
股”。候宝栋介绍说。

2017年，北海渔业生产协会承包了滨州港防波堤，组织渔
民捡拾附着在石头上的贝类。“按照潮汐情况，一般下午两点
开始捡拾，五点左右结束。潮汐大时，捡到的贝类就多些，近四
五天，每天收入1300元至1400元”。岔尖二村渔民付金海说。

据了解，渔民在加入协会前，收购商针对海产品容易变
味、渔民急于销售的情况，在收购中进行压价。而渔民加入
协会后，在销售过程中，收购商采取投暗标的方式，谁投的
价格高卖给谁，同时贝类捡拾的季节正好是伏季休渔期，有
效地增加了渔民收入。“石盘这种海产品，如果我们单独卖，
每斤13元；在协会投标收购，每斤18 . 1元，每斤高出市场价
5 . 1”。协会管理人员宋炳生说。

“原来收购要逐船进行，时间不集中，海产品品种多，还
要雇用人员分类，增加了成本。”收购商彦军说，有了渔业协
会后，我们竞标，实现了定点收购，不仅省时还省力。

据了解，北海渔业生产协会今后将通过集中采购、加
工、销售的模式，提高海产品附加值，增加渔民收入。2017年
渔业协会在防波堤底播了海参，今年10月份将捕捞上市。

济南首届高层次海外人才创新创业大赛

300多海外团队

报名参加

这儿伏季休渔
渔民忙

山亭建成全省最大
医养结合体
配备专职服务团队 老人实现“三分钟”就医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赵文彦 报道
本报青岛讯 “爱国并不抽象，完全可以从身边小事做

起，要多向身边那些在岗位上默默无闻的榜样学习。”5月28
日，听完一堂“微课”的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街道金秋社区居
民高宁很有感触。

针对社区居民缺乏精神归属、心灵家园空虚，在思想上
缺乏信仰和共同追求的实际状况，虎山街道打造以礼义廉
耻为主题的四维课堂，从基层各行业领域聘请百名微讲员，
打造百堂微课，用老百姓身边的事感动身边的人，用老百姓
身边的人来教育身边的人，探索以文化人、以文兴家、以文
睦邻、以文治吏，以文化自信引领基层治理创新。

青岛市委党校教授刘文俭说，微课堂通过主动适应社
区居民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把“大主题”和“小平台”结
合起来，把“大理论”和“小事件”结合起来，有效地把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转化为社区所关心的现实话题，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转化为社区居民身边的事例，从而使居民在身临
其境、感同身受中接受教育、增强党性。

李沧搭建“微课堂”
讲好“微故事”

□记 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闫盛霆 高晓鸣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31日，位于淄博市淄
川经济开发区的山东七河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下称“七河生物”）一片繁忙，总经理苏
建昌和质检人员一起目送着两辆集装箱车驶
离厂区。来到公司的蘑菇生产基地，车间门
口“七河香菇，走向世界”等标语格外醒
目，装袋车间、灭菌室、接种室、培育
室……一个个工业化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
再也不是传统的养菇作坊。

七河生物起源于淄川区七河村苏耜同、
苏建昌父子。受韩日等客商来山东收购食用
菌的启发，父子俩通过考察了解到：韩国人
日常生活中对食用菌的需求量很大，企业成
立不久，就选择了向韩国出口菌棒。后来发
现菌棒的一部分利润全被韩国中间商赚走
了，于是，苏建昌决定在国外建立生产基
地。2005年7月，他在韩国忠清北道报恩郡投
资成立了第一个分公司——— 中韩农产株式会
社，建设韩式出菇大棚20栋，直接从国内进
口菌棒。一年后效益开始显现：当国内香菇

价格为每公斤10元时,在韩国基地能卖到每公
斤40元。就这样，七河生物逐渐探索出一条
“国内发菌、国外出菇、鲜菇就地上市”的
独特经营模式。

“2005年至今13年了，我们在韩国的出
口额由20万美元增长到500多万美元。”苏建
昌高兴地说。通过复制“韩国模式”，七河
生物在韩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
个国家建立了基地。“我们的冷链运输已非
常成熟，美国西部仅需20天，东部35天，菌
棒出口量可以说是全国第一。”国际业务部

经理赵国凯说。
“我们的香菇之所以受外国人喜欢，主

要是营养丰富、肉厚味鲜 ,这得益于优良菌
种。”苏建昌谈起了他的“蘑菇经”。七河
生物历经多年研发，先后与上海农科院、山
东农科院、山东农大、吉林农大等多个科研
机构和高校合作，在菌种选育上拥有了自主
知识产权。在2012年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的基
础上，2015年8月，又投入1000万元，建设占
地3000平方米的企业研发中心，这也是目前
我国江北最大的菌种研发中心。

小蘑菇摆上国际大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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