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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晶
本报通讯员 侯宝顺 赵曙光

60年前，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土地上，有一
颗被黄河水携带下来的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
发芽，茁壮长大，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了这个
地区唯一的一棵绿色，也成为了人们所共识的
地标。

而60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周围已经
长满了各种类目的树木。现在看，原先的“一
棵树”已经不再茂盛，然而“一棵树超市”
“一棵树酒”仍然挂在各个商店的门头，因为
“一棵树”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地标，更成为了
人们心中的记忆。

为农、为民的绿化第一战

10月9日，漫步在东营市河口区槐林风景
区，一排排的槐树为河口区人民构筑起了生态
的屏障。

“孤岛刺槐林场于2012年开工建设，规划
总面积4 . 6万亩，其中，原有林地2万亩，新增
造林2 . 6万亩，主要有刺槐、竹柳、白蜡、榆
树等树种。”东营市河口区林业局局长孙卫东
解释。“这些老槐林的保护和建设，多亏了六
七十年代的老前辈，是他们打响了河口绿化的
第一战。”

1960年，共青团山东省委动员七个地方
3507名共青团员和优秀青年，进驻荒无人烟的
“大孤岛”，支援林场开展植树造林大会战，
迈出了让荒滩变绿洲的第一步。

在孤岛林场，见到了81岁的老一辈造林
人，原马场林业总工程师——— 石锡惠。“1960
年黄河改道，携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形成土地。
那时候，一出门，几乎看不见绿色，一眼望
去，都是一片黄土地，而且多以沙土为主。”
石锡惠说起那时的情景，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由于风沙大，缺少水源，所以庄稼产量很
低，庄稼种子很多刚种下就被风吹走了，不仅
如此，人们的生活环境也很恶劣，一到春秋季
节，出门5米以外什么都看不见。”在这种环
境下，当地群众意识到必须先防风固沙，改善
环境，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建设。1960年，马
场人民打响了为农业生产，为人民生活环境改
善的绿色战役。

1960初，造林“战役”正式开始，为了加
快造林进度，马场采取了一些奖励措施来动员
所有的人加入到造林工程中，仅一年，就造林
5000余亩，环境得到了极大地改善。但是，改
善环境并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工程。1980年至
1984年，马场以每年2万亩的速度进行造林，共
计10万亩的人工林，彻底改善了马场的环境，
而这些，也成为了河口区最早的人工林。

万亩荒滩“披绿衣”

“年年种树难成林，岁岁植绿不成荫，这
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顺口溜，说的就是河
口。”孙卫东尴尬地笑着说道。

河口区濒临渤海，平均海拔在4米以下，
地势平缓，地下海水水位高，矿化度重，土壤
含盐量大，再加上降水少且季节分布不均，更

是加重了土地的盐碱化。由于土地盐碱化程度
严重，造成了当地植树成活率低，绿化难度
大。

在河口区，要想植树，必须先治碱。2006
年，涵盖路域绿化，水系绿化，农田林网绿化
的“三网绿化”工程正式启动。

由于土质盐碱，树木难以成活，所以必须
先改良土地。河口区人民通过采取挖池筑田，
淋碱改土的方式，通过修筑台田、布设排沟、
整平土地、筑坝围堰、多次耕翻、大水压碱等
关键措施，促使盐分下渗，随水排走，保证改
碱效果。随后采取适地适树，科学栽植的方
法，对要栽植树木的地块，在经过严格检测、
准确掌握土壤含盐量状况后，再相应确定苗木
品种和种植时间，并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栽
植。在关键的栽后管护环节，更是严格把关，
重点抓好浇水、中耕、扶正、抹芽、治虫以及
围坝整修等工作，确保树木成活率。

经过三年的奋斗，河口区城北一片不毛之
地通过工程造林，建起了城北防护林，共开挖
池塘7000亩，构筑台田8000亩，新增林地面积
3 . 34万亩，绿化面积13 . 54万亩，动用土石方
6995 . 85万方，植树1952 . 36万株。

而2007年实施的沿海防护林基干林带建
设，更是在河口区北部构筑起了沿海防护林
带，成为河口区北部生态屏障。

“这1万9千余亩林地涵盖了白蜡、白杨、
垂柳、果槐等20余个树种，都是针对当地环境

进行的选择。”东营市河口正一农林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甲民介绍。

2016年，东营市实施三年增绿计划，河口
区三年增绿计划也乘势开始。“转行做林场这
块，一是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其次也是为了对
河口区环境作出一点贡献。现在公司打造的占
地650余亩的花千谷项目，也是河口区全域旅
游的一个重点项目。”王甲民表示。

“三年时间，河口区新增造林面积12万6
千多亩，并提前一年完成了东营市下达的7 . 26
万亩的总造林任务。现在的河口已经不再是以
前光秃秃的河口，林地面积达到了22万亩。”
孙卫东笑着说道。

既要生态美又要百姓富

进入河口区新户镇东鲍井村，首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那一排排、一垅垅、一片片让人目不
暇接的冬枣树。一棵棵的枣树被一个个枣子压
得低下了头，“现在我们的冬枣已经大批量上
市了，由于特殊的土质气候条件，所以这里出
产的冬枣相比来说口感更好，”河口区林业局
高级农艺师侯宝顺介绍。

冬枣作为河口区种植面积较大的经济林，
一直以来，在承担着绿化功能的同时，也承担
着提高居民收入的“重担”。

“我们村从1997年开始进行冬枣的种植，
现在，村庄一共有900亩土地，其中有850亩是

冬枣园。”说起村庄的冬枣产业，新户镇东鲍
井村书记朱耀东如数家珍。“河口农民素有栽
培枣树的习惯，发展冬枣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过去由于方法不得当，农民又没有技术，使得
冬枣坐果率低，品质不高，销售不畅，因而没
有形成规模。”

除了提供技术支持，从2002年始河口区政
府规定，枣农每种活1棵冬枣树，政府给予3元
钱的补助。同时，政府还赋予冬枣用地享有特
殊权利，规定冬枣开发用地为林业用地，由区
政府核发林权证，承包期不少于30年，承包期
内允许继承、转让。对冬枣园，按照自愿、依
法、有序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制
度改革，鼓励发展规模经营。

“既要让环境好起来，又要让老百姓腰包
鼓起来，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到居住环境变化的
同时，也要感受到树木为他们带来的财富的变
化，这也是从1958年到现在，整整六十年，一
直在造林的初衷。”孙卫东解释道。

据了解，接下来，河口区将继续实施精准
造林，计划利用3-5年的时间，着力实施森林
质量精准提升、区域生态绿色廊道建设、森林
围城建设、绿色小镇建设、绿色村居建设、生
态林网建设、湿地修复工程、优质果品基地建
设、柽柳封育示范基地建设、植物园休闲观光
工程等10大重点工程，最终构建健康稳定优质
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发挥森林在陆地生态系
统中的主体作用。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胡明莹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你们都是好孩子，对待我
们这些老人跟亲人一样，太谢谢你们了！”国
庆节前，东营市垦利区董集镇董集村的李秀兰
老人家里又来了“常客”，他们是镇机关第一
党支部的志愿者们。

身为其中一名志愿者，毕梦琪每次都会来
到李秀兰老人家里，跟老人拉拉家常，做点家
务，嘘寒问暖间，让老人倍感亲切。

为了让志愿服务更加适应群众需求，结合
精准扶贫，董集镇第一党支部开展了“为贫困
户送温暖”志愿服务活动，为贫困户们送去了
被子和蒸锅，让他们体会到党员志愿者们的爱
心和社会大家庭的温暖。李秀兰老人就是这次
志愿活动的帮扶对象之一。

这是董集镇全面推行党员志愿服务的一个
缩影。今年以来，董集镇认真组织开展丰富多
彩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抓平台建制度、抓服
务重特色、抓亮点出成效，以强化志愿服务平
台建设和制度建设为重点，推进党员志愿服务
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让党员成为志愿服
务事业的引领者。

一月一次大活动、一周数场小活动，“四
季红”党员志愿者服务站已经成为刘王村党员
志愿者服务的大枢纽。志愿者服务站负责人王
成礼告诉记者，“四季红”党员志愿者服务站
是董集镇首个农村党员志愿者服务站，依托村
志愿服务的固定场所，以便民代办、农技推
广、医疗服务、精准扶贫等志愿服务活动为载
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党员志愿服务活动，逐
步实现了服务阵地固定化、服务项目常态化、

服务队伍管理规范化。
唯有坚持量体裁衣、因地制宜，才能让志

愿服务充满持久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志愿服
务活动开展前期，董集镇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走
访调查，摸清群众需求，力争使活动方向明
确，靠船下篙，能够真正把服务送到群众的心
坎上。此外，董集镇还结合精准扶贫、美丽乡
村建设、田园综合体建设等当前重点工作，因
需施策，因材施策，同时充分发挥党员志愿者
的主观能动性和专业特长，针对不同群体的需
求开展精准化、专业化、个性化服务，使广大
群众收获爱心、技术、方便等服务的同时，推
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0月8日，七井村公开栏前，支部书记裴
洪章正在张贴上个月的党员志愿服务积分。党
员程玉华和吕有爱仔细浏览了表格，讨论起他

们俩上个月的志愿服务情况。
孤寡老人、技术服务不是一次两次登门

走访就能关爱帮扶到位的，扶贫攻坚更是需
要久久为功才能见到实效，为了避免党员志
愿 服 务 “ 一 阵 风 ” “ 一 窝 蜂 ” “ 忽 冷 忽
热”，董集镇对党员志愿服务实行积分制管
理。每次积分根据党员参与服务内容确定，
按次积分，一月一统计，半年一评比。通过
积分评比实现典型引路，极大增强了党员开
展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激发了基层
党组织的活力。

董集镇党员志愿服务一年的积分周期即将
画上句号，总分暂且未知，但每月的涨势非常
喜人，同时，各党支部比学赶超的氛围浓厚，
党员志愿服务已经成为董集镇党建工作的特色
品牌。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刘宪亮 苏 倩

10月10日，记者来到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
二十八村的稻田种植区，满眼金黄、一望无际
的稻田在秋风的吹拂下抖动着饱满的稻穗，让
人喜不自禁。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记者登上
远望台，另一番景象让在场的人们大呼壮观：
利用稻田制作的绿水青山展现在人们眼前，农
机耕作、风车嵌入其间，“乡村振兴”四个大
字最为明显，一幅幅稻田画令人啧啧称奇。

据了解，该项目以特色乡村为支撑，以自
然景观、亲水休闲、户外运动、文化体验为主
要内容，重点打造稻田景观休闲区、稻田经济
展示区、稻田文化体验区，达到以产带旅、以
旅促销、以销哺研、以研促产的效果，同时也
让二十八村、十一村的农民尝到了农旅结合，
以旅促农的甜头。

跟随记者一行采访的垦利区政协副主席李
朝晖看到眼前的这一幕也倍感欣慰。最近几

年，垦利区政协围绕乡村振兴进行了多次调研
及专题协商，政协委员也提了多个提案，目的
就是让乡村建设更有劲，让农民更有盼头。今
年，垦利区政协年度重点提案依然将有关乡村
振兴的“美丽乡村建设的建议”列为重点提
案，以期推动“生态+美丽乡村”新模式让村
庄更加美丽和谐，为全区美丽乡村建设增光添
彩。“美丽乡村建设不能千篇一律，要结合乡
村的资源禀赋、农民的实际需要等，对村庄进
行梳理分类，实施差异化指导，充分挖掘相关
文化，打造有特色的美丽乡村。”李朝晖说，
二十八村和十一村一直有着种植水稻的传统，
结合这一特点打造特色水稻种植区，还将这一
特点融入了旅游，农民增收可谓是一举两得。

针对美丽乡村建设，垦利区第92113号提案
给出的建议是依托农村田园风光和人文历史资
源，突出村庄建设风格和定位，打造布局合
理、环境优美、特色鲜明的美丽村庄。结合这
一提案给出的建议，垦利区乡村振兴办公室积
极采纳，立足本地实际，按照“宜工则工、宜

农则农、宜游则游”的原则，推进创建村努力
把村美与民富、强村有机统一，积极选好路
子，盘活资源，突出推动传统农业向以生态农
业、特色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为主要形态的现
代农业转变，加快培育现代农民，让农民在家
门口创业和就业成为现实，有力激活了“美丽
经济”，有效提升了美丽乡村建设的综合经济
效益。

近年来，垦利区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坚持亲民履职、为民尽责的工作定
位，积极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
职能，为破难攻坚建言，为改善民生献策，为
团结和谐出力。

垦利区政协坚持通过全体会议推进整体协
商、常委会议推进重点协商、主席会议推进专
题协商、专委会推进对口协商的协商格局，自
觉围绕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推进政治协商。
在紧扣协商工作计划开展协商的基础上，今年
“两会”期间，还组织委员认真听取和讨论
“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积极提交提案、参

加座谈发言和小组讨论，召开座谈会让各界别
委员就政府工作与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开展
面对面的协商，并及时将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汇总整理，报送区委、区政府。

围绕“加快垦利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垦利区政协精心选题，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积极为创新发展模式、破解发展
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建言谋策。今年来，组织
开展了全区“商品房去库存情况”“基层法律
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民办教育发展状况”
“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情况”“优化招商引资
和投资环境建设情况”等9项调研活动，所提
意见建议得到区委、区政府的高度重视，部分
调研报告经区委主要领导签批，转交相关部门
单位办理，为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
贡献。其中提出的“营造高效务实的政务服务
环境、配套完善的园区环境、安全规范的金融
环境、规范合法的法制环境和奖惩并举激励环
境”建议被区经信局采用，为全区新旧动能转
换工程实施意见提供了重要参考。

凝聚合力，倾心为民。垦利区政协———

匠心履职展现政协新担当

垦利区董集镇党员志愿服务实现常态化

积分制管理避免志愿服务“一阵风”

六十年不懈奋斗创造盐碱滩上的奇迹

从一棵树到满眼绿的嬗变

□李广寅 宋成锋 报道
10月11日，东营市东营区史口镇润丰家庭农场员工正在收获山楂。史口镇充分发挥城郊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大力发

展田园生态农场项目，建设了润丰、路路通、鑫烨田园居等一大批家庭农场，带动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脱贫。

□ 李广寅 宋成锋

“孩子们，你们刚才自己摘的山楂、苹果、
黄瓜，都是咱们农场自己种的绿色无公害的，可
以带回家给爷爷奶奶尝尝”。最近，家住东营区
史口镇徐家村65岁的徐炳贵不在家里享清闲，天
天在农场里拔拔草、浇浇水，国庆节这几天又给
前来采摘的孩子做起了“导游”。

“现在好了，像我这样上岁数的，在农场有
20多人，一年下来，少的能挣7000多元，多的能
挣1万多元……”谈到“家庭农场”，平常内敛
的徐大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

原来老乡口中的“家庭农场”是现实版的农
家菜园，在位于史口镇徐家村的鑫烨田园居笔者
看到了庐山真面目。放眼望去，一片平整的菜地
被小栅栏分成了多个四四方方的格子，格子内种
着辣椒、黄瓜、西红柿、萝卜等，种类应有尽
有……

家住东城的市民李家成先生是农场里的常
客，退休的他一直梦想着能有属于自己的小菜
园。“我年轻时就爱侍弄院园子，现在能吃上自
己种的菜，真是圆了自己的一个梦啊！”李先生
高兴地说道。

“像上班族没有时间来栽种，那么他们大都
选择全托管，蔬菜成熟了，工作人员会通知他们
过来采摘，农场雇佣当地农户种植和日常管理，
农户每天得到80元的报酬。农场的建立给城里人
提供了体验采摘、品味绿色蔬菜的场所，又盘活
了村集体经济，还增加了百姓的收入，真是一举
多得。”农场负责人张庆鹏经理说。“通过土地
流转，村民可以获得租金和在田地里打工的收
入。除此之外，很多村民、特别是妇女被解放了
出来，她们有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搞副业、去
城里打工。很多人都是靠这笔收入最终脱贫致富
的”。

据了解，鑫烨田园居项目是史口镇农业招商
引资项目之一，位于史口镇徐家村，总面积为
200余亩。农场以田园居休闲庄园为核心，倾力
打造集农家乐、民宿、种植、垂钓、休闲、生态
美食、采摘、果蔬配送于一体的综合现代化农
业、利用互联网+打造独有的销售模式来更好地
推广农场、服务大众。让游客感受到最生态、最
淳朴、最有价值的体验。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加快农民致富

□李明 于向阳 张聪聪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0月12日，在利津县凤凰城街

道西李村的进村主干道旁，工人正在忙着铺砌路
边花砖。“我们村今年被确定为县级美丽乡村创
建村，很难想象我们村有今天这样的发展。”该
村党支部书记李华新说。

2014年，西李村核实贫困户83户，被列为省
定贫困村。当时，村里道路泥泞，土地零小散
乱，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民收入一直上不去。现
在，昔日的贫困村不仅甩掉“穷帽”，还朝着美
丽乡村大步迈进。在3年多的时间里，是什么让
西李村有了如此巨大的改变？

“多亏了一系列脱贫好政策。”李华新说。
2015年，在扶贫办和驻村工作组的支持下，西李
村通上了干净整洁的公路，村民们去10里外的县
城再也不费劲儿了。随后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
购置2台玉米收割机，解决贫困群众收割生产难
题。当年，合作社实现收益2万元，并纳入扶贫
基金实现对贫困户帮扶。此外，该村实施的35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已发电收益21000余元，同样纳
入扶贫基金，受益年限长达20年。

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西李村农田水利设施
也修建齐全。“街道在我们村实施了3500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建泵站、挖沟渠、平土地，机
耕路硬化，旱能浇、涝能排，农民种粮积极性提
高了，收入也攀升‘一大截’。”李华新说。去
年，该村人均纯收入13000元，将“穷帽”甩得
远远的。今年，村里通上天然气，也已实施旱厕
改造，村民们又发展起蔬菜大棚，老百姓的日子
越过越红火。

在凤凰城街道，脱贫工作做得好的不止西李
村，还有200余户贫困户也走上了小康家庭道
路。据了解，该街道把精准扶贫作为改善民生工
作的重要抓手，选配了76名机关干部包靠贫困
户，根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坚持“一
户一策”扶贫方针，通过介绍就业、低保兜底、
金融扶持、教育帮扶、医疗救助、临时救助以及
其他救助等帮扶手段，贫困户全部实现脱贫。

省定贫困村“变身”
县级美丽乡村创建村

□贾文静 报道
近日，东营市晨晖幼儿园组织全体师生开展

防暴恐应急演练活动。
活动中模拟歹徒强行入园施暴的情景，当班

警卫立即上报院领导并拉响警报，带班教师立即
组织本班幼儿进入紧急撤离状态，组织幼儿往最
近的教师逃生，教师将班级门窗紧闭，警卫人员
与歹徒周旋，通讯组及时拨打110报警，在派出
所警力、园领导和各部门的协调组织配合中成功
地制服了歹徒，确保了全体师生的安全。

防暴恐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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